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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标”连续3年下降

四川环境应急工作已打下良好基础
地处长江黄河上游，在持续加强环

境应急能力建设上，四川久久为功。
看现状，四川地理位置特殊，目前，

环境安全的风险挑战主要来自结构性布
局性的产业风险、交通运输事故以及自
然灾害带来的次生环境风险。

看目标，今年9月召开的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明确，四川要持续加强生态
治理，增强生态系统韧性，建设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先行区。

看基础，11月27日，生态环境厅召
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显
示，全省实现了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
环境事件和事件数量连续3年下降的“双
目标”。

“全省环境应急工作已打下良好基
础。”发布会上，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
表示，下一步，全省将坚持关口前移，持续
加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着力防范化解环
境风险，“牢牢守住环境安全底线。”

全省已有20个市（州）
成立环境应急专职机构

日前，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地
方生态环境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
建设的指导意见》。生态环境部生态环
境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天威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必须强化基层
环境应急能力。

在四川，生态环境厅在2016年4月
设立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才结束
了四川省本级没有环境应急专职管理机
构的历史。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0个市
（州）和47个县（市、区）相继成立环境应
急专职机构。

“我们实现了机构由无到‘1+1+N’
管理体系转变。”李银昌解释道，“1+1+
N”是以生态环境厅环境应急与信访处为
主，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为辅，省
环境监测总站、省环科院等单位为支撑
的省级环境应急组织管理体系。

突发环境事件大多由生产安全事
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引发。以四川为
例，2019年以来，全省妥善应对处置各类
突发环境事件60起。其中，由交通运输
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分别占比
50%、30%；企业违法排污等其他原因引
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占比11.7%。

“因此，我们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联动机制建设，注重与应急、交通、自然
资源、公安、水利、消防等相关部门的协
同配合，实时共享风险信息，统筹社会救
援队伍和应急物资。”李银昌说，目前，全
省环境应急队伍已由环保部门唱“独角

戏”，转变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
参与”。

此外，应急处置的技术支撑力量也
由单一的省直部门力量，转变为由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等共同参与。目前，全省
建立涵盖生态环境、应急、水利、气象等
多个领域的环境应急专家库。

“我们还加强省校战略合作，联合西
华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成立环境风险防控
与应急管理专委会，参与申报国家级环
境风险研究项目。”在李银昌看来，这是
充分发挥高校、院所专家智囊作用，着力
打造出一支多元参与的环境应急技术支
撑队伍。

已与周边7个省份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

眼下，针对跨省际之间、涉饮用水水
源地、涉重金属等处置难度较大的突发

环境事件，四川已形成涵盖信息报告、应
急响应、现场处置、应急终止的全闭环应
对处置程序。

发布会上，来自生态环境厅环境应
急与信访处的邱辉举了个例子，在嘉陵
江“1·20”甘陕川交界断面铊浓度异常事
件中，通过第一时间调度核实、第一时间
分析研判、第一时间报告情况、第一时间
开展应急监测、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以
及配合上游溯源断源、拦截控污等措施，
确保广元市城区群众饮水安全，成为全省
应对重金属跨省污染的又一起成功案例。

“我们加强制度建设，构建了全省环
境应急政策规划体系、工作指挥体系，以
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李银昌
说，全省21个市（州）、183个县（市、区）均
参照省级模式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和生态环境事件指挥部，构建起全省环
境应急工作指挥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源头防控上，全省
在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
中，将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纳入审查
范围，特别是在省级化工园区认定中，明
确提出涵盖预案、队伍、装备、物资、专
家、防控设施等六个方面的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体系建设要求。

同时，全省聚焦重点流域、重点企
业、重点时节持续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会同陕、甘、渝三省市持续开展跨省
河流排查。2020年以来，全省共组织开
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30余次，排查企事
业单位8万余家次，整治隐患5000余处。

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上，四川已与
周边7个省（市、区）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
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并组织
省内11条重点流域市（州）签订流域联动

协同协议。截至目前，全省共签订各类
环境应急联动协议140余份，实现重点流
域全覆盖。

对全省571条河流
开展“一河一策一图”

突发环境事件往往关系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极高。从数据上
看，近十年来，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数量由
每年700余起下降至300余起，最近几年
都在200起左右。

其中，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防范难
度大，经常面临地势险峻、水文条件复杂
等状况，处置起来十分困难。

在四川，2019年以来的突发环境事
件中，主要为涉水污染事件50起、占比
83.3%，从流域分布来看，嘉陵江、岷江、
沱江、大渡河等重点流域污染事件发生
较多，共26起、占比43.3%。

对此，四川开展571条河流“一河一
策一图”编制工作，掌握沿岸重点风险源
6000余个，敏感目标3200余个，制定上
传186条重点河流环境应急响应方案。

“成都已累计投入资金约560万元，
实施93条河流‘一河一策一图’工作。”发
布会上，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应急信访与
企业服务处处长康岷春说，2020年，成都
作为全省“一河一策一图”试点市先期开
展相关工作，目前完成了人民渠、东风渠
等河流应急响应方案编制。

在康岷春看来，通过扎实开展“一河
一策一图”工作，成都已基本摸清流域的
环境风险，不但编制了针对性强、务实管
用的重点河流应急处置方案，还将环境
应急空间及设施、重点风险源、环境敏感
目标、应急物资清单等基础信息录入到
智慧环境应急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突
发水污染环境事件的快速响应和远程指
挥能力。

对于全省而言，下一步将深化“一河
一策一图”成果运用，聚焦重点流域、重
点园区、重点企业，摸清风险源，推动建
立“一园一策一图”“一企一单一案”。

“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风险隐患动
态管控清单、一个应急处置实施方案。”
李银昌补充道，这是针对环境风险，健全
三级防范体系，此外，还将瞄准隐患问
题，健全排查治理体系，突出流域特征，
健全联防联动体系。

例如，全省将探索“监管+服务”的环
境安全管理模式，持续开展环境问题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和分类分级环境监管，
切实提升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11月
27日，记者从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集团）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迪四
川）获悉，“2023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
100强、500强暨西部50强”正式发布，对
全国除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万余
个建制镇投资竞争力进行全面评估形成
榜单。

四川总计17个建制镇上榜，分别是
绵阳市涪城区永兴镇（位列全国317
名、西部6名）、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
（位列全国363名、西部10名）、自贡市

荣县旭阳镇（位列全国395名、西部13
名）、成都市双流区彭镇（位列全国429
名、西部15名）、绵阳市游仙区小枧镇
（位列全国460名、西部17名）、眉山市
东坡区修文镇（位列全国465名、西部
19名）、眉山市仁寿县汪洋镇（位列全
国467名、西部20名）、绵阳市游仙区石
马镇（位列全国491名、西部23名）、泸
州市古蔺县二郎镇（位列全国494名、
西部24名）、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位
列西部30名）、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
（位列西部36名）、泸州市江阳区黄舣
镇（位列西部38名）、遂宁市射洪市大
榆镇（位列西部41名）、宜宾市长宁县

长宁镇（位列西部42名）、攀枝花市西
区格里坪镇（位列西部44名）、绵阳市
涪城区吴家镇（位列西部46名）、内江
市威远县连界镇（位列西部47名）。

“2023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100强、
500强暨西部50强”从政务服务、产业活
力、区位交通、生态宜居、要素保障五个
维度进行评估，每一维度都由相应方面
的二级指标构成。除上述指标外，本次
评价也综合考虑镇域内上市企业数量、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国家级创新载体平
台、高等院校等支撑指标。

赛迪四川镇域经济研究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基本

单元，但镇域自身空间和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相对有限，要持续提升镇域投资竞
争力，必须推动镇域主动融入区域协调
联动发展大局。要强化“融圈入链”产业
发展思维，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和合作，推
动镇域经济特色化、专业化、协同化发
展，提高镇域的投资竞争力。

“率先做大做强中心镇、专业镇等重
点城镇，将具备条件的经济强镇尽快培
育成县域经济副中心。”该负责人建议，
适当推动资金、政策、项目、人才、科技等
高质量发展要素向镇域倾斜和集聚。同
时全面提升镇域政务服务效能，打通政
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赛迪“2023镇域投资竞争力全国100强、500强暨西部50强”榜单发布

四川17个建制镇榜上有名

2022年11月9日，2022年川滇渝三省（市）长江流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综合
演练举行。图为演练现场布设围油栏画面。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演练人员进行消防灭火工作。
生态环境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