
深化内部管理,提高整体实力
俞新华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浙江  杭州  310007)

摘  要:介绍了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深化改革,促进发展, 提高整体实力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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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围绕该市环
保工作要点,以/叫得应、拿得出、说得清0为工作目

标,以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和基础能力建设为

核心, 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和服务能力为主线,不

断进行内部改革, 提高整体实力, 使环境监测工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为杭州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

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深化内部改革,促事业发展
1998年,借机构调整为契机, 该站坚持因事设

岗,因职务择人的原则,率先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

1999年和 2000年又大胆探索内部改革新路子,进

一步完善全员聘用合同制, 深化内部改革, 为该站

的跨世纪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内容有:

( 1)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推行中层干部竞争

上岗、部门与职工双向选择,建立内部待聘和退养

制度、采用试用期制度,并完善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 2)优化机构设置,强化科室职能, 逐步剥离后

勤等社会性服务职能。

( 3)完善内部运作机制,增强活力, 健全内部激

励机制和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制

度,实行分级管理、分线负责的管理模式。

通过内部改革, 该站在环境监测任务每年增加

30%左右、内设机构减少,在岗人员减少近 26%的

情况下, 1999年人均常规手工环境监测数据量比

1997年翻一翻, 2000 年上半年完成常规环境监测

手工监测数据 35 000 余个。同时, 强化了全站干

部职工的危机意识, 增强了在岗人员的事业心、责

任感和求知学习的紧迫感, 压力转变为动力, 使该

站的业务工作和自身建设均上了一个台阶。

2  强化人员素质培养, 促技术水平提高

该站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 对技术人员, 除了

鼓励其积极参加业务学习、学术交流外, 还通过多

种方式不断提高其技术水平。

( 1)建立了由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环境监测技术

专家咨询委员会, 聘请知名专家当顾问, 进行授课

和技术指导, 以提高人员业务素质。现该站已有

1人被杭州市纳入跨世纪人才计划,有 120余篇论

文或研究成果在省内刊物上发表,其中有些论文和

研究成果获奖,与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

及我国的香港、台湾、上海、深圳等相关机构进行学

术交流 20余次,举办各类学术讲座 40 余次,有 20

余人次出国进行中短期培训,最近又编制了杭州市

环境监测中心站/十五0人才培养规划,力争在培养

学术带头人上有新的突破。

( 2)环境监测科研工作是保证环境监测工作发

展后劲的重要措施,是提高环境监测人员水平的重

要手段之一。近几年来,该站在环境监测科研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先后参与开展了5国家七十二项
标准分析方法研究6、5T SP 源解析6、5杭州市汽车

尾气污染分担率6、5杭州功能区达标对策与措施6、

5PM 10源解析6、5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研究6及环境

监测方法探索、验证等 20 余项科研课题的研究。

通过研究不仅使人员业务素质得到提高,而且为该

站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支撑作用的发挥奠定了良好

基础。1998年以来, 该站先后有 10余项科研课题

获得省部级和市级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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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促整体实力进步

近年来, 该站根据杭州市环保工作的实际情

况,在环境监测基础能力建设方面, 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装备了一系列高、精、尖的自动

化环境监测仪器, 使环境信息捕获、解析、加工、利

用等能力和手段有了一定的提高。

311  强化环境信息捕获能力建设, 提高技术支撑

服务能力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在完成常规环境监测

任务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环境信息捕获能力建设,

拓展环境监测领域, 开发环境监测新项目。1998

年至今共获各类有效环境监测数据 150余万个,新

开发环境监测项目 40余项,达到建站以来的历史

最高纪录; 1998 年底杭州市、吉林市、郑州市被国

家环保总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列为 3

个实行总量排污收费试点城市, 为了配合此项工

作,该站对排污收费监测项目中尚未开展的监测项

目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排查和详细评估, 根据杭州市

企业排污状况和现有条件, 开发了新的监测项目

17项,为杭州市总量排污收费试点工作的顺利开

展奠定了基础; 1999年投资 700余万元对杭州市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进行技改, 将环境监测项目

从原来的 3 项增加到 11项(除了原来 TSP、SO2、

NOX 外, 新增 PM10、PM25、CO、O3、苯系物等 8

项) , 达到了国际水准;为配合杭州市禁止铅污染工

作,开展了对汽油中铅的监测,因而该站被杭州市

技术监督局确认为法定监测单位。总之通过环境

信息捕获能力建设, 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技

术服务的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312  强化环境监测工作,提高社会地位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以/拉得出、打得响0为

工作指导,以提高环境监测人员整体业务水平,增

强快速反应能力为出发点,建立了处置突发环境污

染事故和重大环保管理行动特别小组, 并通过/送

出去、请进来0等形式,提高环境监测人员对突发环

境污染事故、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综合分析和判断

能力,使之对突发事件,能够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找

出主要污染因子, 准确分析污染原因, 判断可能造

成的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并对监测结果做出科学

的分析评价。近两年来, 处理应急环境污染事故

100余起,提交应急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仲裁监测

报告 40余份。在全市重大环保管理行动中, 如在

太湖流域/零点行动0和在/ 99 达标行动0中,成立

了杭州市环境监测特别行动组, 全站同志团结协

作, 奋力拼搏, 放弃多个休息日, 加班加点,坚持做

到当天采样, 当天分析, 当天出报告,提供环境监测

数据 10 000余个,顺利地完成了在太湖流域/零点

行动0中对 86家企业和在/ 99达标行动0中对 325

家企业达标验收及核查工作任务,使环境监测站社

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

313  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环境监测信息开

发水平

为了加强环境监测信息化建设,提高其加工利

用能力, 该站投入近 70余万元研究开发了环境监

测信息系统, 实现了站内计算机联网并覆盖到市属

各县市。与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合作研究系统软

件(包括环境监测管理、污染源监测管理、数据挖掘

系统、四级站数据管理系统和站内Web 系统) , 使

该站环境监测信息化研究达到了全国同级机构的

先进水平。声像报 告制作能力和表征技术及综合

分析手段也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4  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促为环境管理服务

环境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是为环境管理部门

提供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根据/七个说清0的要求, 强化环境质量分析会制

度,突出服务能力和质量, 充分发挥环境监测站的

参谋作用。

( 1)在认真执行环境监测数据周报、月报、季报

和年报等常规报告制度的同时,为提高环境监测数

据的时效性,增强环境监测数据报告的针对性, 该

站对环境监测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环境质量变

化趋势以及当前社会所关心的环保热点等问题, 建

立了环境监测/快报0和/综合分析报告0制度。每

年有 40余份快报和综合分析报告,报送环境管理

部门,从而使环境监测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有了

较大的提高。

( 2)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加强综合分析和表征

能力,树立主动为环境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思

想。从 1999年开始, 该站坚持进行季度和年度环

境质量分析报告会, 到目前为止共形成 10个专题

的多媒体汇报材料,如51999年度环境质量分析6、
52000年环境功能区对策措施达标分析6、5杭州市

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6等, 这些多媒体不仅有现

状和趋势分析, 更有原因分析和对策措施建议, 曾

多次向省、市领导作演示汇报, (下转第 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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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法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努力保持和谐的妥协

状态,既不十分注重严格执法,也不十分偏重与企业

的关系,遇到问题绕着走,敷衍了事。虽然此种方法

比前几种强,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环保工作。

E ) ) ) 与排污单位工作关系很好, 执法也严

格。这种工作方法是最理想的,其结果是既能保证

按时足额征收排污费,又能使排污单位增强环保工

作责任感,有利于环保工作的开展。严格执法并与

排污单位建立良好、健康的工作关系, 是一项系统

而又复杂的工作,应从以下 5个方面去努力。

( 1)大力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工作。环保宣传教

育工作不能只讲当前的环境现状及环保的重要性

等相对/空、虚0的内容,而要大力宣传环保法律、法

规及有关政策, 使排污单位增强环境意识和法制观

念,主动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

( 2)提高征收排污费工作的透明度。在监理收

费过程中,应将排污收费的额度及计算方法向排污

单位公开,以消除排污单位的疑虑, 使其在规定的

期限内足额缴费。这样做也可有效地避免人情收

费、协商收费,有利于环境监理部门开展工作。

  ( 3)加大现场执法检查力度。一方面, 应加强

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现场检查的力度, 另一方面, 应

加大对排污单位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典型案

例,予以曝光, 使排污单位不敢对环保工作掉以轻

心, 增加其缴纳排污费的主动性、自觉性。

( 4)提高环境监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环境监理

人员应具备丰富的业务知识和管理知识,懂得环境

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熟悉和掌握法律、法规、政策

和标准, 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严格依法办事。环境

监理人员综合素质高,对排污单位开展环境监理工

作才有成效。

( 5)帮助排污单位解决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实际

困难。环境监理部门应在技术上、信息上及经济上

给予帮助, 想排污单位治理污染之所想, 急排污单

位治理污染之所急, 为排污单位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以取得排污单位对环境监理工作的理解、信任

和支持, 共同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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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站的技术支撑和技术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

的增强。

( 3) 1997年, 杭州市被列入全国 13个重点城

市开展空气质量周报城市之一,为搞好空气质量周

报工作,为环境监测事业作出新贡献,该站 1997年

开始进行空气质量周报内部试报,于 1998年元月

1日正式在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发布空气质量

周报。1999年, 该站投入了巨资对环境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系统进行了改造,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差分

光谱仪器系统( DOAS) , 并在 1999年 4月进行空气

质量日报内部试报, 1999年 12月实行 5参数空气

质量日报内部试报, 2000年 6 月 5日在中央电视

台及当地新闻媒体上正式发布空气质量日报,预计

到 2000年底将实行空气质量预报。

5  严抓管理,促进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工作

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保证体系是环境

监测工作正常、有序、高效运转的前提。该站自

1993年通过省级计量认证后, 坚持定期质量保证

检查评比、总结经验,制订了5质量保证管理工作检

查实施办法6(以下简称办法)。随着环境监测范围

的扩大、环境监测项目的增加和分析标准的提高,

环境监测手段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重新修订了

5质量管理手册6,并专门成立了由该站党政领导主
持的质量保证监督检查小组,运用激励机制, 对各

部门贯彻执行5办法6的情况进行检查评比和总结,

促进了质量保证工作。对业务管理和质量保证、仪

器设备及内部管理等项工作按 4B2B2B2的比例进

行每月考核, 考核结果同奖金挂钩。通过检查、评

比和考核, 提高了管理水平, 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

轨的质量管理体系,初步达到/ ISO 25 导则05校准
和检验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6的标准。

通过不断改革, 该站取得了一定成绩, 曾先后

被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直属机关党委、杭州市

环境保护局授予/杭州市环境保护工作先进集体0、

/先进党组织0、/局系统先进集体0和/先进党支部0

等称号。在荣誉面前该站清醒地认识到,形势在发

展, 社会在前进,要求在提高,必须不断加大改革力

度, 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不断向新的目标攀登, 努

力使各项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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