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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持续推进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呵护蓝天碧水净土 守好生态“生命线”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师源 通讯员 吴彤 初晓

市交警支队构建智慧化交通管理体系

为交通管理安装“最强大脑”

凝心聚力加快建设一流国际旅游城市

秦皇岛首次开展巡察“一对一”集中反馈
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巡察整改不力进行约谈，直接“点人点事”

《秦皇岛市电力设施
保 护 条 例》实 施

是我省设区市首部电力设施保护法规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 通讯员杨一
萍）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不充分，贯彻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到位，狠抓作风
建设韧劲不足，“四风”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问题时有发生……日前，秦皇岛市召
开十二届市委巡察“回头看”集体谈话会议，
通报巡察“回头看”发现的 22 起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整改不到位等典型问题。

这是该市首次在开展“一对一”反馈前
进行集中反馈，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对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巡察整改不力进行
约谈，直接“点人点事”，敲响警钟、划出红
线、当面压责，督促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重视
和抓好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持续释放全面从
严治党“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

据介绍，按照市委统一部署，今年 3 月
底至 5月中旬，秦皇岛十二届市委派出 5个
巡察组，围绕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上级决策部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等5个方面重点，对14个部门单位开展了巡
察“回头看”。此次巡察共提交巡察报告、问
题线索报告20份，专题报告6份。发现问题

314 个、问题线索 15 个，涉及党员干部 15
人。

秦皇岛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巡
察发现的这些问题反映出个别单位党组织
和领导干部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上用力还
有欠缺，特别是“一把手”和班子成员在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
上还有差距，推进整改工作不力，存在“过
关”、应付思想。“这次巡察‘回头看’通过新
老问题对比分析，找出了问题整改不力和反
弹变异的深层原因，对被巡察单位的政治生
态变化作出了综合评价，‘政治画像’相较以
往常规巡察更精准、更形象。”8月9日，秦皇
岛市委召开书记专题会议，逐一听取了各巡
察组情况汇报，市委书记王曦在总体点评时
指出，“必须要抓典型，引起全市其他单位和
地方的警醒”。

巡察监督本质上是政治监督。巡察所
发现的各类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必
须站在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去解决。秦皇岛
市委要求被巡察党组织必须做到：政治建设
要突出政治导向，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搞不得半点变通；思想
建设要把牢政治方向，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知行合
一；组织建设要夯实政治根基，坚决扭转“重
业务轻党建”倾向，认真解决基层党组织建
设虚化弱化边缘化的问题；作风建设要保持
政治定力，必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抓实抓好、防止反弹变异；纪律建设要严
格政治规矩，对巡察反馈的顶风违纪问题，
要一手抓督办整改落实，一手抓严肃追责问
责和警示教育，传导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和
压力。特别是党组（党委）书记和派驻纪检
监察组组长（纪委书记）要切实扛起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责任”，细化制定主体责任清单
和负面问题清单，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责
任持续深入抓实抓细抓到位。

巡察整改是“四个意识”的试金石，整改
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对人民不负责。
针对巡察过程中发现的部分被巡察党组织

“一把手”对基层微腐败和作风问题，不敢
说、不敢管、不敢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利器”不敢用、不会用、不善用等问题，秦皇

岛市委明确提出要压实党组（党委）整改主
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要按照“四个亲自”
要求，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担当
抓好巡察整改工作。同时，要压紧压实班子
成员的“一岗双责”，避免落实整改责任“上
热中温下冷”逐级递减的问题和“一把手”

“唱独角戏”现象。此外，还要求压实市纪委
监委包联监督检查室、驻在单位纪检监察组

（机关纪委）以及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的巡
察整改日常监督责任。

巡察发现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
解决问题，是为了帮助被巡察党组织解决制
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秦皇岛市委要
求各被巡察党组织要提升标准严实抓，坚持
从本级改起，把抓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
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
伍建设，做到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举一
反三不到位不放过，问题责任不追究不放
过，建章立制不完善不放过，防止反弹措施
不扎实不放过，让整改既惠当下，又利长远，
真正把整改成效转化到增强党性、提高能
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来。

11月1日，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海港
区督导组对该区 6 个点位、9 台生物质锅
炉改造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当天，工作人
员发现杜庄镇一家养殖场 4 台锅炉未按
规定停用，现场将此情况移交给杜庄镇政
府进一步处理。

据了解，从10月28日开始，秦皇岛市
生态环境局实行处级以上领导包联县区，
成立 9 个督导帮扶组，对各县区分包划
片、全员行动，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确保冬季取暖期散煤管控，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是秦皇岛市的生命线，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一流国际旅游
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这一目标的坚实
基础。为此，我们将凝心聚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贡献环保力量。”秦皇岛市生态
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源山说，秦皇岛
将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污染防
治攻坚战，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和交通结构调整，实施生态修复和污染治
理等系统工程，加强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
管，更高水平提升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

11月3日，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海港
区分局工作人员来到秦皇岛耀华玻璃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查看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下企业自主减排清单落实情况。

“此次检查，我们主要针对企业污染物
排放浓度、防污染设施运行情况、非道路移
动机械使用情况和大型车辆运输情况进行
检查。确保减排措施精准落实。”市生态环
境局海港区分局工作人员梁晋实说。

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秦皇岛市将
工作任务细化分解，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
了 40 条落实措施，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
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为开展好全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秦皇岛科学实施精准化管控，坚持
煤、企、车、尘、港五源同治的整体工作思
路，探索推进精准化管控方式。依托大气
污染防治信息化指挥调度平台，整合污染
源监测等数据，为污染源监管与成因分析
提供数据基础。通过大气办统一指挥调
度，实现精准发现、及时推送、迅速处置、

按时反馈的闭环管理工作体系。
秦皇岛市今年空气质量与去年相比

大幅度改善，截至 11月 1日，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 4.20，同比下降 4.3%；PM2.5 累计
浓 度 为 33.3 微 克/立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1.7%，实现了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PM2.5
浓度“双下降”。

全力推进碧水攻坚战

“卢龙县万庄桥断面4时总磷浓度超
标，请河流巡查排查工作组前往现场查
看。”10 月 31 日，水质专家服务团队李婧
通过水生态管理及决策平台发现饮马河
万庄桥断面水质超标，立刻联系了一线专
家团队前往查看。工作人员到达点位后立
即开展溯源排查，分析超标原因，精确查
找问题症结所在，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
整改措施，指导县区进行整改，确保水
质尽快恢复达标。

“目前，我们实现了对全市断面水
源、污染源和治理项目实时在线监控、数
据巡查、统计报表和系统管理，为水污染
治理插上了科技‘翅膀’。”李婧说，“目前，
我们正对系统进行升级提升，增强数据同
比、环比分析和达标预测能力，并与国家、
省和市级水质监控平台进行数据整合，为
区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更精准的决策
支撑。”

在聘请专家团队，实施精准指导帮扶
的同时，市生态环境局创新工作机制，健
全制度体系，通过强化方案引领、加强饮
用水安全保障、强化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
设、完成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积极推进
入海河流水质保障工程、加强水质监测预
警等六方面工作强化水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为“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保障工作起
好步、开好局。

“目前，秦皇岛市正在着力建设一流
国际旅游城市，做好水生态环境治理，全
面提升水环境质量尤为重要。”秦皇岛市
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四级主任科员
李永彬说，今年旅游旺季期间，市生态环
境局成立水环境质量保障工作专班，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每4小时发布河流水质
状况和工作排查发现的问题，实时发布河
流水质管控指令。

通过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扣除强降雨
和河道行洪影响，旅游旺季期间，秦皇岛
市13条主要入海河流水质均值全部达到
Ⅲ类及以上水质标准；桃林口水库、石河
水库、洋河水库3个地级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以上水质标准；北
戴河 8 个海水浴场全部稳定达到第一类
海水水质标准。

持续实施净土保卫战

“我们公司专家团队在公司危废库附
近布控了监测点位。目前点位已经回填完
毕，第三方机构正在对取样土壤进行分
析。”站在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危废库
前，公司安环部部长盛国亮说，今年，该公
司共有 21 个土壤督导点位，均已完成入
场采样工作。

“我们已督导辖区内10家土壤
重点监管企业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
查制度，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督导10家企业与区政府签订土壤
污染防治责任书，开展年度土壤和
地下水环境质量自行监测。”海港区
生态环境分局土壤科负责人孙蕾说。

“今年，全市通过巩固提升耕地分
类管理、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加强土壤环
境调查监测、统筹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开展地下水基础状况调查、全面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工作等七方面工作，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秦皇岛市生态环境
局土壤生态环境科科长王维悦说。

在具体工作中，秦皇岛市建立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推进农业面源污染
综合防治和农业绿色发展，加快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建设，为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奠定
了基础。同时，秦皇岛市扎实开展农药减
量增效行动，建设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绿色
防控示范区30个；实施化肥减量工程，完
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273万亩；
开展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工作，开展了 10
亩全生物降解地膜试验和 500 亩标准地
膜替代超薄地膜栽培地膜花生示范。

“农村污染少，乡村旅游才能更好发
展。”王维悦说，今年，全市计划对 890 个
村的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
已完成937个，完成率为105%。

截至 11月 1日，秦皇
岛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4.20，同比下降 4.3%；
PM2.5 累计浓度为 33.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7%；13条主要入海河流
水质均值全部达到Ⅲ类及
以上水质标准；桃林口水
库、石河水库、洋河水库3
个地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以上
水质标准；北戴河8个海
水浴场全部稳定达到第一
类海水水质标准；今年计
划对890个村的农村生活
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目
前已完成937个，完成率
为105%

河北日报讯（记者师源）近日，秦皇岛市交警支队成功查获一
群众举报套牌违法车辆。与以往不同，在此次执法中，市交警支队
借助科技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运用“以图找车”、轨迹查询技战
法，很快锁定嫌疑人赵某，进行抓捕。赵某对套用他人机动车号牌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今年以来，为适应新形势下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需要，秦皇岛交
警支队加强智慧交管科技信息化建设，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认
知系统为交通管理安装“最强大脑”，用路面监控、卡口等智能感知
设备打造“最亮双眼”，构建以指挥调度、视频巡控、查缉布控、数据
研判等系统于一体的智慧化交通管理体系。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对车辆管控后台进行前期升
级改造，筑牢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基础。新平台具备 14 个大项
112个子模块，通过模型分析，生成交通预测、态势、决策等数据信
息，用于支撑车辆检索、出行诱导、信号控制、运维保障、交通安保、
信息研判等工作。今年以来，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路况、管制、施
工、引导等信息1700余条，引导出行民众30余万人次。

在打击违法方面，通过集成指挥平台采用后台分析、指挥中心
调度、路面拦截、确认处罚的方式，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组
织警力开展假套牌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利用科技手段查获假套牌
案件100余起。

同时，在现有前端设备及科技基础上，综合“激光透窗”和红外
识别技术，抓拍和精准定位超员违法行为，非现场抓拍违法使用远
光灯及违法鸣笛、机动车行驶噪音、行人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违法
行为一经发现，车辆通行图片、违法载客图片和驾驶员信息将在第
一时间推送到基层民警警务通终端，开展预警、拦截、处罚工作。

此外，通过无人机开展事故勘察、应急指挥、高空喊话、移动执
法、路线踏查、车辆跟踪与智能巡航等交管应用，有效破解警员赶
赴现场受阻、视频覆盖面有限等问题。目前，勤务大队已配备 10
台无人机，全部应用于实战中。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11 月 2 日，
记者从秦皇岛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双聚
焦”为民办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
市计划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和处理系统，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超35%。

秦皇岛市垃圾分类工作自 2019 年开
始实施，生活垃圾推行“四分法”，主要分为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餐厨垃圾、
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其他垃
圾。目前，秦皇岛市建成有害垃圾暂存点
5个，正在改造建设两个，建成可回收物分
拣中心6个。

根据秦皇岛市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先
在北戴河区、北戴河新区全区域以及其他
各县区的示范片区或示范小区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北戴河区投入 1.7万余个户
用垃圾分类桶、3580个小区分类垃圾收集
桶、22 台电动四轮垃圾收集车及 315 组智
能分类投放设备。其他各县区两年来共购
置分类运输车辆34台，目前已完成升级改
造生活垃圾集中投放亭 359 个，年底还将
升级改造完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投放亭
403个。目前，除公共机构之外，全市已完
成8个示范小区、两个示范街道建设；北戴
河区已全区域展开垃圾分类工作，收集、运
输设施基本完备；北戴河新区基本实现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置；已有95个小区完成生活垃圾集中投放
亭的设置安装，今年年底将增加到 195 个
小区。

根据《秦皇岛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十
四五”专项实施方案》，到今年底，北戴河
区、北戴河新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
类和处理系统，其他县区拓展垃圾分类实
施范围，设立生活垃圾集中投放亭，达到本
辖区小区数量的 20%，设立有害垃圾暂存
点，达到本辖区小区数量的 40%；到 2022
年底，北戴河区、北戴河新区全区域建成生
活垃圾全程分类和处理系统，打造成为全
市全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到2024年
底，生活垃圾集中投放亭、有害垃圾暂存点
达到本辖区小区数量的 80%以上；到 2025
年，全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和处
理系统，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 通讯员刘梦雨）11月1日，《秦皇岛
市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省设区市
首部电力设施保护法规。

条例对电力设施的保护种类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并对立法目
的、政府职责、部门职责、电力企业责任、保护和举报义务作出了规
定。对电力设施保护范围、保护区和危害电力设施的禁止行为等作
出了进一步补充和细化规定，并对警示标志、保护区内作业的批
准、保护区外作业的规定、应急措施和群众护线作出了规定。

为确保条例贯彻落实，秦皇岛市相关部门依法确认和划定全
市35千伏及其以上变电站和输电线路的保护区和安全走廊，明确
保护范围，确立保护标志。在加强电力设施的运行维护工作，及
时发现和解决电力设施问题的同时，对市政规划、各类开发区规
划进行全面普查，避免因规划不到位导致电力设施反复搬迁，确
保规划建设与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协调开展。完善政府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负责、乡村积极参与的综合治理机制，加强与公安机关
的联系，及时通报破坏电力设施的行为。建立不定期的巡逻制
度，并与公安机关建立联系，对重要变电站、送电线路开挖取土
等行为及时制止。

针对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开办砖厂、建设宅基地、植树造林等
问题，制定保护措施予以严禁，对已经形成事实的尽快研究对策，
及时解决。此外，还加强动员和宣传，向群众尤其是输变电设施沿
线村社的居民宣讲保护电力设施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营造损毁电
力设施受惩、保护电力设施光荣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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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下的秦皇岛市人民
公园。 河北日报记者 师源摄

▶日前，市生态环境局聘请的
专家团队对新河进行水质检测。

河北日报记者 师源摄
▼秦皇岛市扎实做好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
这是西港花园一角。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秀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