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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四川省污染源调查成果汇编集。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环境监督管理，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四川省
各级人民政府从2006年10月起至2009年10月止，用三年时间组织开展了四川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
这次普查通过对全省49167家工业污染源、138624家农业污染源、103669家生活污染源和199家集中式污
染治理设施的调查，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全省各类污染源的准确基础数据，掌握了全省各类
污染源的分布、产生和排放情况，综合分析了全省各地区、各行业、各流域主要污染源的排放强度和
特征，形成了由四川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等10份报告和污染源普查数据库构成的一系列
普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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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源普查分报告
五、加强污染源废气污染物治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六、加强生活源、农业源污染治理，防止水体富营养化
七、进一步加强生活源污染治理，控制水环境污染
八、核实四川省生活源化学需氧量等污染物产排量，为十二五环境规划和环境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九、加强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管理，防止环境污染事故
十、加强污染源管理，防止挥发酚、氰化物及重金属污染水环境
参考文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川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全省21个市（州）政府于2007年1月开始召开政府工作会议，部署污染源普查工作
，当地环保部门组织牵头开展普查机构建设等相关工作。
至2007年8月底，全省21个市（州）、绵阳科学城和181个县（区），均成立了由分管市（州）长或分
管区（县）长任组长、各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和由环保局主要领导任主任、各有
关部门人员组成的普查办公室；建立了市、县两级普查机构体系，部分市还建立了市、县、乡（镇）
三级普查机构体系（如成都市、达州市、泸州市、广元市等市，在乡镇、街道办事处一级成立了普查
办公室，确定了分管领导，落实了专职普查员），绵阳、德阳等大部分市的大型企业也建立了相应的
普查机构，形成了普查组织机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相关部门主动积
极配合的工作局面。
各市级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普遍采取了联席制度，职责明确、分工协作、配合较好，环
保、农业、畜牧、水产等主要部门大力支持，都抽调了人员专职参加具体工作。
 由于普查工作时间长、跨度大，为保证机构人员的连续性，2008年各级政府领导换届后，省普查领导
小组组长由现任副省长陈文华同志担任，省环保局组织省普查办及时将全省普查工作的进度情况向省
政府新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汇报，保证了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全省各级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责任人在2008年也变动较大。
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各市、县普查机构及时与当地政府沟通，及时调整人员，确保普查机构领导到
位、人员在位，普查机构和人员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并将人员更换情况及时上报省普查办。
 在机构相对稳定的同时，各级政府狠抓普查任务的落实，及时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纳入2007
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政府专项目标管理，环保、农业部门为具体责任考核单位，各级环保部门
负责工业源、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人户调查工作，并责成农业部门专门负责农业源的普查
工作。
在2008年污染源普查全面实施阶段，污染源普查作为各级普查机构当年阶段性的中心工作，由各地“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进行周密部署，统筹安排，做到普查人员、经费、措施切实落实
到位。
在2008年上半年集中力量打攻坚战，加强宣传和培训，及时将宣传、培训、入户调查、表格填报、数
据质量管理、档案管理等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层层抓落实。
 各市（州）、县（区）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准备、实施和总结阶段都召开了领导小组会议及各种普查
工作会议，对污染源普查各阶段工作进行了及时的动员和部署。
全省各市（州）、县（区）都编制了普查工作地方实施方案，制定了质量管理和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
。
各级普查办公室都配备有专用办公场地、办公设施、办公经费，配备了专兼职工作人员。
各级政府普遍将污染源普查工作纳入了2008年、2009年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和重点督办项目。
在2008年，各市（州）政府还与相关部门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明确了任务和职责，加大了督查、督办
力度，确保了污染源普查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从2007年1月的普查准备阶段至2009年9月普查总结发布阶段，全省各级普查机构从事普查工作的专职
、兼职工作人员共有2624人（其中专职人员1333人，兼职人员1291人，不含农业普查小组工作人员）
，环保部门人员约占68%，本科以上学历约占40%，大专学历约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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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省第1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汇编》记录了四川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调查成果，能够为
全省各级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准确预测污染物排放趋势，正确判断环境形势，科学制定环境保护政
策和规划；有效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切实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环境监管和执法水平，确保
环境安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这些普查成果也为今后开展全省规模的污染源普查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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