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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环境保护局 
 

 

西城区环境保护大检查 

工作总结 

 

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环境保护大

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西城区政府于 2015 年 3 月，在

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经过全区各成员单

位的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根据《北京市

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收官督查的通知》以

及我区环保大检查方案的要求，现将我区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摸底调查阶段情况 

1、组织领导，明确分工 

我区以区政府办名义正式印发了《西城区环境保护大检查工

作方案》（西政办函【2015】4 号），成立了以主管区长为组长的

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区环保

局也明确了牵头科室，并将任务分解到了局内各有关科室，制定

了任务分解表。 

2、确定范围，加强落实 

此次环保大检查，我区主要针对工业源和生活源两大类污染

源进行调查。工业污染源中重点查清印刷、信息化学品制造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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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的排污情况；生活污染源中重点查清餐饮、住宿、洗浴、

干洗、包含喷漆工艺的汽修、再生资源回收等行业企业的排污情

况，以及医疗机构诊所（口腔门诊和中西医小诊所）、所有锅炉

使用单位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排污情况。街道办事处负责生活

源的入户调查工作，其他类的污染源调查由环保局组织落实。 

方案下发后，我区组织召开了三次全体成员单位会议和两次

全区 15 个街道参加的会议进行部署，对全区 427 名普查员进行

了培训，发放普查证 427 个。 

3、结合特色，开展排查 

此次大检查我区在调查范围上增加了“自选动作”。主要有

干洗行业和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还有医疗机构中的口腔及中西医

小门诊（主要查清射线装置）。根据辖区特点，自行设计、印制

了《社区调查表》。另外，我区为加强锅炉使用单位申报登记及

缴纳排污费的宣传，印制了《关于办理燃烧设施（燃气、燃油锅

炉）废气排放申报登记及缴纳排污费的通知》，利用普查员入户

调查时，统一发放宣传材料进行宣传。 

4、建立档案，进行公示 

此次大检查，全区共普查出工业源和生活源 5448 家，其中

有证照的 4941 家，无证照的 507 家。全区 15 个街道全部按照有

无证照信息建立了符合要求的普查电子档案；区环保局对全区

256 个社区的污染源档案信息，统一制作了 403 张公示信息表，

予以公示。 

在建立档案方面，对有证照的污染源档案，街道已全部将纸

质和电子版移交区环保局；无证照污染源查处取缔工作由街道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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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交由有关部门予以取缔。 

5、指导、督促和检查方面的主要做法 

我区首先明确了各街道的联系人，建立了联络网；其次，建

立了大检查的公共邮箱，及时发布各项工作要求、各类汇总表格；

第三，加强与成员单位的协调与配合，协调区商务委、质监局等

部门，提供污染源单位（干洗、回收行业、锅炉等）的基础台账，

并将环保局掌握的各类污染源信息进行汇总，发给街道作为普查

的参考；第四，摸底调查阶段结束后，区环保局利用一周的时间，

逐一到 15 个街道检查调查表的填报质量情况，对不符合填报范

围调查表的予以剔除，符合要求的分别按照有证照和无证照报送

电子版；第五，大检查结束后，区政府督查室与环保局共同召集

成员单位会议，部署市区督查要求，并分别走访检查了 15 个街

道办事处工作落实情况，通过督查街道和抽查社区调查的情况，

总体感觉调查数据基本准确。 

二、取得的成效 

一是进一步摸清了全区各类污染源的数量和分布，特别是重

点污染源的数量；二是针对重点源，逐步建立完善了“一厂一档”

档案；三是污染源单位总数有所增加，比原有掌握的数量有所增

加；四是摸清了无证照的数量和分布，为区域综合整治提供了依

据；五是已经将环境监管工作纳入到网格中，明确了网格管理责

任人；六是针对工业、汽修、餐饮、锅炉等重点行业，组织开展

了执法检查工作。 

 

2015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