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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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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办公厅：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环保部《关于开展<国家环境与

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落实情况总结评估工作的通

知》（国卫办疾控函〔2016〕300 号）的要求，现将《国家

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落实情况总结评估报告报上。  

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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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总结评估报告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环保部《关于开展<国家环境与

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落实情况总结评估工作的通

知》（国卫办疾控函〔2016〕300 号）的要求，我省对《国

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评

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环境与健康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安全和利

益，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省一直高度重视环境

与健康工作，坚持综合运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察、环

境监测、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工作机制，把消

除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预防健康损害、保障群众健

康作为重要的行动指针，在环境保护工作中予以全面落

实。  

建立协作机制。我省环保和卫生计生两个部门组建了

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双组长制，成立了办公室

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了例会制度和协调地方工作制

度，做到了监测方案与监测信息共享，加强了环境与健康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在环保和卫生计生系统管理层面、技

术层面实现了无缝对接。  

落实责任分工。我省环保部门明确了具体负责 “组织

管理环境与人体健康有关工作”的处室和工作人员，并组

织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等一批

科研、监测队伍作为我省环境与健康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经费保障方面。环境与健康工作在基层起步较晚、发

展较慢，目前相关参与部门都是结合具体业务工作来开展

工作，并没有专项经费保障。省环保厅根据工作职能，将



环境与健康工作经费纳入了年度预算，但由于开展工作有

限，经费只列支了差旅费、培训费等基本费用。  

二、行动计划落实情况  

（一）加强环境与健康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在环境应急管理方面：一是建立了吉林省风险源信

息数据库系统，数据库涵盖企业库、尾矿库、专家库、危

险化学品资料库等基本信息，系统具备企业基本信息、风

险源信息、环境应急信息的查询、删除、添加、修改、数

据导出等多种功能，共收录全省较大以上环境风险源企业

296 户，尾矿库 141 座，筛选出省级专家 39 名，为环境应

急管理提供有效支撑。二是完善环境风险管理措施。下发

《关于印发〈吉林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的通

知》（吉环办字〔2012〕8 号）, 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方法。三是组织开展不同类型环境应急演练。先后

组织开展了松花江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演练、松原市

的企业突发事件环境应急演练等、辽河流域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演练、海兰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拉练等。四是组织开

展环境应急工作培训，进一步提高环境应急工作人员能力

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按照环保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的要求，组织各地

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  



此外，我省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制定

了《吉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明确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后，省政府或发生地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按事件级别成

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在 2006 编制和 2015 年修订

的《吉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事件应急预案》中，卫生计

生部门都是应急指挥部重要成员部门，负责医学救援方面

工作，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

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

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

集体中毒等。在履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开展公

共卫生应急核心能力建设工作时，省环保厅积极配合省卫

生计生委，在辐射事件应急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协

调工作情况方面进行了沟通。  

（二）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建设。环境监测是环境保

护工作的基础，是环境健康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截至 2015 年底，我省环保系统共有省级环境监测站 1 个，

市州级环境监测站 10 个，县区级环境监测站 51 个。环境

监测人数达 1465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154 人，占

78.8%。监测用房面积 65110.395 平方米，监测仪器设备原

值 38668.448 万元，监测仪器设备 6241 台套。  

我省从 2007 年就已开展水源地监测工作，水源地个数

为 69 个，监测指标参差不齐（最少为 7 个、最多 109



个），造成原因主要有三个：人员严重不足，仪器设备匮

乏、运行经费不到位。  

我省已在省、市（州）、县（市、区）建立城市空气

质量监测预警体系，38 个环境监测站开展了 SO2、NO-NO2-

NOX、PM2.5、PM10、CO、O3、气象五参数、能见度十二项指标

监测，吉林省站、长春市站和吉林市站同时也开展了空气

预警预报工作。  

我省土壤监测工作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开展了“六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松

辽平原土壤环境背景值研究”；开展了“七五”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项目中“吉林省土壤环境背景值研究”，当时布

点 100 多个，主要分析项目是重金属包括稀土元素分析以

及土壤理化性质；第二阶段，2006-2008 年,根据环保部

《关于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通知》，（环发

〔2016〕116 号）文件精神，开展了“十一五”国家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中“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与污染状况调查”，

共布设了 1800 多个点位，在全省范围内调查土壤污染状

况，主要分析项目是土壤理化性质以及重金属包括稀土元

素分析，土壤理化性质包括：pH 值、全氮、全磷、全砷、

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容重、颗粒组成；无机元素 61 个

项目；有机污染物 5 个大类 69 个项目，包括有机氯农药

（17 个项目）、多环芳烃（15 个项目）、酞酸酯（16 个项



目）、多氯联苯（20 个项目）及石油类，全部由省站完

成；第三阶段，从 2011 年至今开展吉林省土壤环境质量例

行监测。2011 年,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印发的《关于印发

〈2011 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总站生字〈2011〉161 号）文件要求，选取了长春市、吉

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和通化市共计 5 个地区的 10 个重金

属企业开展土壤监测，2012 年开始先后开展了 9 个地市州

的基本农田区、蔬菜种植基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和畜禽

养殖场周边土壤环境质量例行监测，主要由地市级监测站

完成工作任务。根据 2014 年 12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

开展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国控点位布设工作的通知（环

办函 2014-1643 号）》的要求，完成了吉林省土壤环境质

量监测国控点位布设与核查工作,共布设 798 个国控点位，

其中耕地 669 个，林地 46 个，草地 5 个，背景点 24 个，

风险点 54 个。2016 年，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重点区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风险点位布设工作的通知》（环办监测

函〔2016〕1 号）的要求，针对我省已污染或可能污染的土

壤环境继续布设风险点位约 290 个。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属

国家事权，2016 年国家将开展风险点位的监测工作。  

我省的土壤监测网络初步形成，但监测能力发展不均

衡，除省级监测站具备较全面的监测能力外,长春市站、吉

林市站和四平市站能完成国家要求的土壤监测项目，辽源



市站和白城市站能完成国家要求的土壤无机监测项目，其

他地市级监测站的土壤监测基本上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完

成。  

（三）环境与健康技术支撑建设。我省充分把握国家

部署开展重点区域环境与健康调查的有利时机，加强技术

能力和专业队伍的建设。2013 年吉林市环境与健康预调查

工作启动，项目由省环保厅负责组织实施，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为技术支持单位，吉林市环保局负责调查点的具体工

作，吉林市、区两级监察机构作为现场调查组，吉林市环

境监测站作为监测组全程参与了调查工作。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作为省环保厅所属科研机构，历年来先后承担了数十

项国家重大的调查与专项任务，具有较好人员、技术与设

备仪器基础。吉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是我省较早建设的高

水平监测站之一，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大量国家、省、市的

监测与应急任务，具备国内一流的技术力量与仪器设备基

础。2015 年，按照卫生计生委和环保部通知要求，我省启

动了吉林市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作为

技术支撑单位参与环境与健康专项正式调查，目前调查实

施方案已经通过国家审核。  

（四）加强环境与健康宣传和交流方面。我省环境与

健康宣传工作主要依托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开展，省宣教

中心紧密结合环境保护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在营造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同时，提高社会各界

对环境与健康的重视，共同推动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开展。

一是与教育部门联手搭建活动平台。充分利用各级绿色学

校班队会、主题活动、社会实践开展环境与健康宣传活

动。向全省中小学生发出了《珍惜环境，珍爱健康》的倡

议，通过多年的活动开展达到了“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

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效果。二是与高校社团和社会

公益组织联合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向社区发

放《环境与健康科普宣传手册》及《水与健康》的资料。

制作精美的展板，生动地展示着各种节水方法、节水知

识。同时组织社区居民在宣传条幅上签名，并写下各自的

“环保寄语”，活动社会效果十分明显。三是组织环保专

家、医疗卫生专家学者在开展大讲堂活动。由专家向公众

详细讲解水与健康、大气与健康、土壤与健康的关系、电

磁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等，通过活动的开展使得公众对环境

与健康的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了解了环境与健康的关

系，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坏习惯不仅会破坏环境，更会直

接影响身体健康因果关系，从而动员全社会参与环境保

护，推进绿色创建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四是

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发布环境质量公告，发布城

市空气、噪声、饮用水源水质、流域水质、重点企业环保

行为、污染事故等环境信息，扩大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公



开曝光一些典型违法案件，形成强大的环境执法声势，减

少或避免环境对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三、需求和建议  

（一）做好顶层设计。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涉及到多

个管理部门，职能交叉制约了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推进，建

议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有关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指导意见或管

理办法。  

（二）加大培训力度。环境与健康是一个涉及多学

科、多领域的系统工作，专业性和政策性强，所以培养环

境与健康技术支撑力量和管理人员队伍显得尤为重要。  

  



附件 2  

《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落实情况（相

关部分）调查表  

填报部门（省级）：吉林省环境保护

厅                            联系人：周力

光                          联系电话：0431-

89963057  

1.是否有专门负责环境与健康管理的部门？（“专门”是指行政部门的工作职责或三定方案中明确注明了负责协调环境与健康

工作的职能。）  
是    √   否         

如果有，（1）部门名称是：吉林省环境保护厅科技标准处  （2）负责环境与健康工作的人员数量：1 人  

（3）目前开展的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描述：  

联系宣教中心、环境监测中心站等做好环境与健康相关工作；参与组织实施国家层级的环境与健康预调查、调查工作。  
2.是否有负责环境与健康的业务支撑部门？  

（指省级卫生计生部门、环保部门所属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督中心、监测中心、环科院、规划院等机构内设立的专门

从事环境与健康相关任务的科室；也包括由卫生计生部门、环保部门正式认定的环境与健康相关科学研究机构，比如依托大学

建立的重点实验室等）  

有    √   否         

如果有，单位 1名称是：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1科室名称是：吉林省清洁生产中心  

科室负责的业务工作描述（简要描述整体开张工作情况，重点描述和环境健康相关业务）：  

受省环保厅委托，承担吉林省环境与健康调查相关工作。  

人员组成情况  单位在编人员数量：   66    人，聘用       人，其中，环境与健康在编人员数量：   8    人，聘用       人  

人员学历  博士    5   人，硕士   19    人，本科    29   人，大专    8   人，中专及以下    5   人  

人员职称  正高    9   人，副高   20   人，中级    25   人，初级    5   人，其他       人  

年龄分布  25岁以下       人，25-35岁   12    人，35-45 岁    29   人，45-55 岁    20   人，55岁以上    5   人  

人员专业  

预防医学或公共卫生       人，临场医学       人，医学类其他专业       人  

环境科学   14    人，环境工程   9    人，环境管理       人  

其他（注请明专业）：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07/xxgkmlqy/201812/


5.环境与健康监测工作开展情况（指以环境与健康管理为目的开展的监测活动，在监测点位设置和检测指标确定等环节主要考虑了保障人群健康的需要，覆盖率、监测指标均为

2015 年情况）  

（3）水源地监测  

是否开展水源地监测？         是    √   否         

开展时间：2007 年  水源地个数：69  

监测指标：参差不齐（最少为 7 个、最多 109个），造成原因主要有三个：人员严重不足，仪器设备匮乏、运行经费不到位。  

总经费投入（2007-2015）：  ----                          其中，地方配套经费：----  

（4）土壤环境与健康监

测网络  

是否建立土壤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           是    √   否         

多少县区参与：只有市州吉监测站有监测能力，所以市州级监测站负责本辖区内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县区覆盖率：  

监测指标：土壤 pH、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铅、铬、铜、锌和镍、六六六、滴滴涕和苯并（a）芘、钒、锰、钴、银、铊、锑等  

总经费投入：10 万元  

（5）空气污染与健康监
测网络  

是否建立空气污染与健康监测网络？           是    √   否         

多少县区参与：30                           县区覆盖率：55%  

监测指标：SO2、NO-NO2-NOX、PM2.5、PM10、CO、O3、气象五参数、能见度等十二项指标  

总经费投入：----  

6.2007 年以来，是否参与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    √   否         

事件一  

名称：2010年集安市通沟河饮用水源附近柴油泄漏事件  

时间：2010年4月26日  地点：303国道距集安市区19公里+600米处  

事件原因：一台油罐车在303国道距集安市区19公里+600米处，侧翻在通沟河饮用水源安碌石沟附近，距通沟河一水源取水口20公里。由于翻车现场距通沟

河边约10米，泄漏到河边砂石泥土中的2.9吨柴油中有部分渗入到河流中。  

事件二  

名称：2010 年长平高速公路发生氰化钠罐车泄露事故  

时间：2010 年 7月 26日  地点：长平高速公路 216 公里+600 米处  

事件原因：长平高速公路 216 公里+600 米处，一辆运送盐酸的罐车与一辆运送氰化钠的罐车发生追尾碰撞，导致 25吨氰化钠全部泄漏，造成附近沟渠水体污

染。  

事件三  

名称：2010年永吉县一化工厂部分危化品原料被洪水冲入松花江  

时间：2010年7月28日  地点：吉林永吉县  

事件原因：2010年汛期，吉林永吉县发生特大洪水灾害。7月28日，7138个化学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  

事件四  

名称： 2011年吉林市1.17天然气爆炸事故  

时间：2011年1月17日  地点：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吉林分公司  

事件原因：燃气泄漏，引发吉林石化矿区服务部食堂燃气爆炸。  

事件五  

名称： 2011年松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气分车间爆炸事故  

时间：2011年11月7日  地点：松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事件原因：气分装置的液态烃罐（内含8立方米的液态烃）车间发生爆炸，产生的800吨消防废水全部进入厂区内的应急储罐。  

事件六  

名称： 2012年7.30安汪公路页岩油泄漏事件  

时间：2012年7月30日  地点：安汪公路8公里+800米处  

事件原因：一辆载有49吨页岩油的罐车，在安汪公路8公里80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致油罐破裂，所装页岩油泄漏，2个鱼塘及3公顷水田受到污染。  

事件七  名称： 2013年德惠市米沙子镇宝源丰禽业公司“6·3”火灾事故  



时间：2013年6月3日  地点：德惠市米沙子镇  

事件原因：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火灾，环境隐患风险巨大。  

事件八  

名称： 2014年古马岭金矿尾矿废水进入浑江事件  

时间：2014年4月18日  地点：集安市古马岭金矿  

事件原因：4月18日8时，调试设备出现事故，导致了生产废水从溢流井泄漏，进入浑江。  

7.是否针对环境污染健康损害问题开展过专门调查及评价？（指针对已发生的环境污染是否对周边人群产生了健康影响，

以及确定健康影响的类型和程度等）  
是    √   否         

调查一  

调查时间：2013 年 5 月-12 月                                     调查地点：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有机

合成厂周边  
调查原因：按照环保部《关于开展“全国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预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总经费投入：2 万元  

调查二  

调查时间：2015 年 6 月起                                        调查地点：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有机合成厂周边  
调查原因：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开展“全国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确定我省吉林市作为重点调查地区开展有机污染类的

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工作。  
总经费投入：120 万元  

11.2007 年以来，是否开展了环境与健康相关宣传教育工作？（指利用卫生、环保部门宣教机构，向公众普及环境与健康基本理

念、知识和技能，增强公众应对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能力的活动）  
是    √   否         

宣教活动一  

宣教主要内容： 通过典型案例，普及环境与健康的密切关系  

采取的宣教形式：与高校社团和社会公益组织联合开展宣传活动，发放《环境与健康科普宣传手册》及《水与健康》  

总经费投入：5 万元  

宣教活动二  

宣教主要内容：讲解水与健康、大气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土壤与生存环境、电磁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等  

采取的宣教形式：组织环保专家、医疗卫生专家学者开展大讲堂活动。  

总经费投入：3 万元  

宣传活动三  

宣教主要内容：PM2.5 危害、秸秆禁烧行动等引起雾霾原因  

采取的宣教形式：与卫生计生、科技等相关部门文艺大篷车宣传、坚持“绿丝带”行动  

总经费投入：5 万元  

12.是否建立了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包含卫生部门、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间协作，以及卫生部门、环保系统
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式包括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推动监测网络互联、信息共享、危机处理责任共担）  

是    √   否         

协调机制参与部门：借助开展重点区域环境健康调查的机会，我省环保系统与卫生计生系统建立了良好的共同协调机制。  

协调机制的内容：在实施调查过程中，建立了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双组长制，成立了办公室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了例会制度和协调地方工作制度；监测方案与监

测信息做到共享；环境与健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效果产出：2013 年完成了吉林地区环境健康预调查，目前正在实施吉林地区环境健康调查工作，在相对完善的协调机制下，调查实施方案通过验收，项目即将启动。  

13.取得的经验（有指导意义的特色工作）：2013 年完成了吉林市环境与健康预调查工作，为吉林市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打下坚实基础。通过调查的开展，是我省环境与健康调查

技术支撑队伍的能力建设得到了提升，  

14.进一步开展环境与健康工作的需求和建议（分条列出）：1. 建议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有关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指导意见或管理办法。2. 加大对环境与健康技术支撑力量和管理

人员培训力度。  
 填表人：周力

光                                                                             

 填表时间：2016 年 4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