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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建设 量化管理 推进环境监测事业持续发展

张丹宁, 许立峰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介绍了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近年来在拓展监测能力, 提升监测现代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 加强队伍建设,

强化制度建设, 实施目标管理等方面采取的举措, 指出在我国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 环境监测站应在社会、

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为管理服务的前瞻性、监测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及实施环境决策的支持性作用,积极推进

环境监测事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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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环保优先 ∀方针的落实, 环境形势正发

生着深刻变化, 南京市 !十一五 ∀期间生态建设与

环境保护的目标既为环境监测工作提供了发展机

遇,也使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 !三个历史性

转变∀的关键时期 [ 1]
, 如何把握好环境管理的脉络

走向, 满足日益增长的管理需求, 为解决复杂环境

问题做好及时准确的技术支持,已成为各级环境监

测部门的中心工作。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加强建

设,量化管理,成为推进环境监测事业发展的动力

和基础。

1 拓展监测能力,提升监测现代化水平

在我国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

环境监测要充分发挥技术支持作用, 现代化的监测

意识和技术是关键
[ 2]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以下简称南京站 )在此重要阶段, 紧紧围绕国家

环保总局提出的 !建立现代化的环境监测预警体

系∀的要求,结合南京市政府 !小康达标 ∀ !生态市

创建 ∀的目标任务, 从南京市特有的重化工等产业

结构现状出发, 有针对性地提出监测能力发展规

划, 从而为提高监测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奠定

基础
[ 3 - 4 ]
。

一是强化国家实验室认可能力,通过改善实验

室条件,添置色质联用仪、等离子发射光谱仪等一

批高端仪器, 实现了多项监测能力的提升。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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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家实验室认可的检测能力达到 7大类、268个

方法、595个参数,监测领域扩展到生态环境、室内

环境、农产品、核与辐射等,基本实现了对辖区内各

种类别主要污染因子的监测。二是跟随自动监测

技术的更新, 强化监测能力建设, 扩大覆盖范围。

根据自动监测技术的发展,及时引入了长光程差分

光谱监测仪, 开展了 PM2. 5、O3、CO、HC、H 2 S等多

污染因子的监测;从全面监测辖区空气质量的角度

考虑,将空气自动监控点位发展到 !一对十 ∀,监测
范围从老城区扩展到浦口、江宁等郊区 (县 ) ,形成

了涵盖郊区 (县 ) !一城多镇 ∀的监测格局; 建立了

包括 4个子站的硫化氢因子自动监测系统,添置了

流动监测车,为预警污染事故、打击违法排污、开展

应急监测储备监测能力、设备、实战经验等;在原有

的国家级林山、省级土桥两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基

础上, 新建了市级夹江水质自动监测站, 为全市最

大的饮用水源地添上了 !监测眼∀。三是扎实推进

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工作, 为开展总量监测、污染

物减排、跟踪排污状况等提供了监控手段,并在多

次打击违法排污专项行动中发挥了作用。四是构

建生态监测能力框架, 拓展了 Ames试验、鱼类微

核、空气微生物监测能力,开展了生态遥感解析和

地面核查、物种资源水生生态调查、典型区域生物

多样性研究。五是成立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

心,对全市近 500台射线装置开展现场检查,在城

区 280 km
2
范围内开展环境地表伽马辐射剂量率

和电磁辐射综合场强调查监测,为管理部门掌握环

境电离辐射、电磁辐射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 优化资源配置,加强队伍建设

环境监测的生机与活力、进步与发展在于队伍

建设, 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建设和骨干力量的培

养。为了提升能力与水平, 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形

成对 !生态市创建 ∀的全面支持, 南京站从培养骨

干力量、致力于队伍建设出发, 实施了机构调整。

通过调整, 一是理顺、理清管理层级, 配备骨干力

量,实施管理层、职能层、执行层三级运行模式。二

是打造骨干队伍,一批技术过硬、富有朝气的中青

年骨干力量通过竞聘, 走上了科室中层领导岗位,

成为全站的脊梁。三是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形成不

同层级的人才梯次,在各科室设立内审员、监督员、

兼职档案员、设备员、信息员等,发挥所有人员的技

术专长,为每一位职工找到其工作定位。四是成立

新一届站技术委员会,集合全站技术骨干的能力和

智慧,通过加强学习型单位建设, 让学习、研究、探

讨各类环境问题成为全站人员主动、自觉的行为。

以#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杂志为平台, 继 2005年

11月举办全国首届 !现代环境监测论坛∀后,又于

2006年 8月和 12月分别举办了 !全国环境预警应

急研讨会∀和 !环境监测信息化研讨会∀,进一步开

拓了监测人员的视野,促进了站技术能力的提升。

五是将工作难度、岗位系数与奖金分配挂钩, 促进

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通过以上举措,营造出奋发

进取的工作氛围,使监测队伍实力得到快速提升。

队伍建设的直接效果是在面对复杂环境问题

时,能够敏锐察觉,及时捕捉, 快速出击, 开展应急

监测,为锁定源头、采取对策赢得先机。在备受社

会关注、政府关心的秦淮新河、外秦淮河水色异常

事件中,南京站紧紧抓住两河变成 !五彩河∀的媒
体报道线索, 一方面与相关区 (县 )站迅速联动监

测,另一方面及时上报现场调查情况
[ 5]
。历时 3个

月,出动 200余人次, 获取了第一手资料, 最终查明

了污染源, 说清了污染成因、演变规律、危害程度和

影响范围, 为处置污染企业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维

护社会稳定尽到了义务。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

在江苏省政府挂牌督办的南京市溧水晶桥镇观山

化工园专项调查监测中, 南京站及时成立了以站长

任组长,技术室、生态室、污染源监督室骨干参加的

专项调查工作小组, 站领导现场指挥督察, 技术骨

干冲在最前沿, 在兄弟单位的协助下, 通过多次大

规模的监测分析和明察暗访, 获取了各类监测数据

1 000余个。翔实的监测数据、细致的现场取证、生

动的多媒体报告, 不仅展示了违法排污的严重后

果,而且成为各级政府打击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制

定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方案的依据。

3 强化制度建设,实施目标管理

南京站在实施机构调整的同时, 相继出台了

#工作督办与讲评管理制度∃#工作考核办法∃等一
系列环环相扣的配套目标管理措施,积极探索管理

模式,力求使难以把握的管理工作理得清、抓得住、

看得见、摸得着,为环境管理提供 !快、准、全 ∀服务

的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目标管理的工作考核机制和绩效考

评体系,强调过程控制与量化管理, 实施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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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节点的轨迹管理。为了保证量化工作的公平与

公正, 在全站开展工作量化分值的讨论, 经过近半

年的酝酿, 形成了新的 #工作考核办法 ∃。以弘扬

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为基调,明确了思想道德行为

规范的底线, 涵盖了积分奖励、扣分处罚、考核评

比、奖惩界定等 4项规定,建立起全站第一个量化

管理考核办法。其中第一次明确了积分奖励、扣分

处罚的内容和分值,在评分细则中进一步量化了各

项工作,使每项工作考核评定有章可依、有据可查。

针对领导办公会和室主任会议确定的当月重点工

作进行检查督办,考评结果在次月会议上讲评, 并

与当月奖金挂钩, 从而突出了工作绩效和责任意

识,强化了争创一流业绩的竞争和激励机制。

二是将各项业务工作的内容纳入量化考核体

系,通过 3次研讨, 最终确定以积分奖励和扣分处

罚为两条主线, 将监测报告、实验室检查、政务信

息、政治学习、奖励处罚等内容量化并纳入考核体

系。目前给予科室或个人的积分奖励包括监测报

告准确率、实验室及办公区检查评比、服务质量内

部和外部评价、合理化建议采纳情况、荣誉表彰等

10项内容;给予科室或个人的扣分处罚包括月工

作任务未完成、监测报告存在重大错误、违章违纪

行为、拒绝合理工作安排等 7项内容。在考核细则

中将各项内容进一步细化, 根据各项分值统计, 采

取 !以绩定奖 ∀的考核办法, 讲评和评比各科室工

作质量,同时进行个人业绩考核和积分评定,考评

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直接依据,使目标管理更具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狠抓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的落实。站管

理层始终强调工作留下痕迹,将台账检查作为轨迹

管理的抓手,并在每月一次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开展

工作讲评,通报督办考核情况。制度和办法的刚性

营造出公平、公正、公开的氛围, 让想干事的有机

会,会干事的有地位, 干成事的有实惠; 使干事多、

出错多、!砸碗 ∀多的人心理能平衡, 干事少、出错

少、不出错的行为受到抑制。为了鼓励争先创优精

神,在考核办法中明确提出只对各项评比前三名给

予计分激励, 从而在机制上保护了争创一流的行

为,使争创一流的理念深入人心。

通过实施目标管理, 开展量化考核,南京站的

监测数据量成倍增长, 工作业绩大幅提升。 2006

年共完成各类监测数据 172万个,一年的数据量相

当于整个 !十五 ∀期间数据总量的 38%; 2006年共

发布监测快报 146份,简报 39份,恶臭预报 26份,

单项质量报告书 138份, 质量报告书 3种, 声像报

告 17部; #南京市 !十五∀环境质量报告书 ∃获国家

二等奖、江苏省一等奖,政务信息获全国第二名、江

苏省第一名,并连续两年在江苏省水、气监测大比

武中获得团体和个人第一名, 荣获省、市文明单位

等先进称号。

通过实施目标管理, 开展量化考核, 提升了南

京站为环境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两年来,在保

障 !十运会 ∀及省、市 !党代会 ∀召开等专项行动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市恶臭污染跟踪监测中发挥

了 !耳目∀和 !哨兵∀的作用,使 2006年的投诉量比

2003年下降了 58%。在 2006年 11月南京市环保

局下达的 !全市小康指数达标调研专项工作 ∀中,

南京站仅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详细剖析了南

京市 13个区县 27个重点小康考核水质断面的环

境质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指明了达标难点, 提出

了可行性建议。由于工作做得实、做得快、做得准、

做得细,受到了各级政府领导的高度认可, 调研报

告成为南京市制定小康达标对策、开展专项治理行

动的基础。

4 结语

环境监测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基础性工作,

环境监测站应积极探索, 努力在本地区社会、经济、

环境的协调发展中, 充分发挥为管理服务的前瞻

性、监测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及实施环境决策的支持

性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 环境监测站应融

入本地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 为构

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社会

!又好又快 ∀地发展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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