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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污染源普查应加强统筹
□ 吴孝情 任秀文 陈中颖

近年来，农业污染问题日益
突出。农业污染呈现来源多样
化、时空异质分散性等污染特
征，给监管和治理工作带来一定
困难。农业面源污染的基础数
据库建设缓慢、技术研究薄弱，
也加大了对症施策的难度。

开展农业污染源普查是对
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落实，是对
农业面源污染情况的望闻问切，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让污染无处

遁形。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
建议：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运用
系统学理论，从全局角度对农业
面源污染各方面、各层次、各要
素进行统筹规划。要在第一次
农业面源污染普查的基础上，结
合“三农普查”工作经验，运用抽
样调查、现场定位监测、模拟实
验监测、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开
展普查。同时，对普查数据进行

“三性”审查，即可靠性、一致性
和代表性，以提高农业污染源普

查数据的可用性。
二是进行联合作战。农业

污染源普查涉及水、气、土、生物
等多要素，辐射多个部门。环保
部门掌握水、气、土等监测数据，
农业部门掌握农药、化肥使用量
以及畜禽养殖、农业种植、水产
养殖等信息，国土部门掌握着土
地利用信息，水利部门和气象部
门掌握降雨和水文数据，这些是
普查采用模型模拟和统计分析
的数据基础。因此，需要多部门
加强合作。

三是实现一张图可视化。
农业污染源众多且较为分散，污
染排放存在非连续性等特征，易
出现普查结果不够清晰直观的
情况。普查并不是简单的数据
堆砌，其中必然涉及海量数据，
需要去冗除杂，做到一张图可视
化。因此，建议在大数据处理的
基础上，充分结合3S技术（遥
感、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
统），将农业污染源精准定位，并
导入相应的属性数据。例如，在
畜禽养殖污染调查过程中，将规

模化畜禽养殖实际定位，散养养
殖落实到行政村甚至自然村，并
在此点位上附加上名称、规模、
种类等属性信息。

四是建立动态监管机制。
定期开展数据校对工作，做到数
据不迟滞、不遗漏、不乱报。同
时，建立考核机制，做到全员维
护数据。引入外部制衡机制，充
分利用第三方评估提升农业普
查数据的可信度。

（作者单位系环境保护部华
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 张玉胜

在“靖江毒地”事件发生两
年多后，江苏省靖江市政府开
出一张30万元的支票，用于奖
励“毒地”污染举报人周建刚。
重奖30万元，对周建刚而言是

“意外的惊喜”，也创下国内环
境污染举报奖励最高纪录。

（《北京青年报》）

与北京市对昌平区一市民
因举报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而开
出的5万元大奖相比，江苏省靖
江市政府以30万元重奖“毒地”
举报人的举动，无疑是创下了
环保有奖举报的单笔最高奖的
先例。这不仅彰显了当地鼓励
环保社会监督的决心与诚意，
更传递出引领公民担当、构筑
环保共治的清晰讯号，其积极
与正面的社会效应值得期待。

“靖江毒地”案是我国首起
由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

挂牌督办的污染环境大案。正
如因这块有 24个篮球场大的
毒地给当地环境造成不可估量
的污染损害而备受民众关注，
30万元的举报重奖也引发了
社会舆论的强烈共鸣。30万

元重奖对于举报者确属“意外
惊喜”，但纵观周建刚在此案中
的作为，其“当之无愧”却是毋
庸置疑。

刚刚买入地下埋有危险化
工废物的养猪场，周建刚就因

皮肤病突发而就诊，当医生告
知病因系环境刺激所致后，便
引发其对环境污染的高度警
惕。在通过调查这块地的前世
今身，并了解到其地下深坑里
埋有危险化工废物的重要情况
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向政
府部门举报。尽管因不断治病
加上间接损失，周建刚已亏损
超千万元，期间也曾有污染方
愿出具 2000多万元赎回养猪
场的私下通融，但周建刚并没
有为唾手可得的巨额利诱所
动。这就是一个公民对自身社
会责任的勇于担当。

土地污染危在当下、祸及
子孙；生态保护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环境污染治理不是一朝
一夕之事，也非一处一地之忧，
更不可能只靠政府环保部门
的“单打独斗”。这既需要全
体国民的环保意识觉醒，更有
赖每一位公民对环境污染行
为零容忍的从我做起。重奖

污染举报，有助于唤醒更多民
众投身举报污染的热情，架构
起群防群治、众志成城的环保
防线，既体现出党和政府对社
会监督的有偿和有效鼓励，也
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对举报
者可能会遭遇打击报复的经
济补偿。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实际上也是明确宣示了对环
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的决心。
践行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
宁静、和谐、美丽”的生态文明
要求，必须构筑人人参与、个个
监督的环保共治格局，而重奖
污染举报，当属其不可或缺的
题中之义。

重奖污染举报是环保共治应有之义

□ 一涵

2017年12月29日晚10时
左右，一辆从河间装满“驴肉”的
厢式货车行驶至北京南六环外
一市场内停下，早已在此等候的
三辆大面包车开始分装厢式货
车内的“驴肉”。河间多个乡镇
的“黑作坊”将骡子肉、马肉、猪
肉加工后冒充驴肉出售；通过厢
式货车、大巴将“假驴肉”销往北
京等地。（新京报1月8日）

近年来，“瘦肉精”“黄浦江
死猪”“死猪病猪流向餐桌”等肉
类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昭示了
加强肉类食品安全监管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新闻中，河间多个
乡镇的“黑作坊”将骡子肉、马
肉、猪肉加工后冒充驴肉出售，
最后流向老百姓的餐桌，这样的
事情令人气愤的同时也让社会
蒙羞，更应让有关监管部门脸

红。保证食品安全，政府监管部
门是主角。我国在食品安全机
制上还需要不断健全完善，形成
长效监管机制。

首先，肉类制品定点屠宰保
障市民吃上放心肉。实现牲畜
定点屠宰，方便集中检疫，做好
检疫记录，对检疫合格的予以盖
章出证，并做好检疫记录，对检
疫出的病害肉类严格按要求进
行无害化处理，确保问题肉类不
出场。屠宰作为肉类生产和流
通的“连接链”，是所有监管环节
中难度较小，并且最容易产生效
果的一环，从这一点入手，能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组织有关部门，对报
道所涉及的肉类制品销售摊位、
餐饮店、超市进行调查，对相关
肉类制品进行监督抽样和检验
检测。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
发现问题不能“一罚了之”，依法
从严从重查处肉类制品质量安

全案件，严厉打击肉类制品质量
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确保肉类制
品质量安全。

再次，建立追溯制度，遇到
不合格肉类制品，立即召回。不
符合检验标准和存在质量问题
的肉由厂家和加工流通企业及
时召回。消费者通过追溯二维
码查询，发现不合格肉类制品可
拨打12315进行举报，维护自己
合法权益。

最后，打假需要营造一个全
民打假的环境。每个消费者都
要提高警惕，增强辨别能力与维
权意识。一旦发现假货，要主动
向平台或者监管部门申诉、举
报，绝不手软。当然，归根结底，
中国“质造”才是杜绝假货的治
本之策，各地政府应给小企业更
宽松的环境，出台更多优惠政
策，让小企业在自由开放的市场
环境下健康成长，才能让正品走
上大道，让假货无处逃遁。

打击制假贩假还需多措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