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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的通

知》（国发[2016]59号）以及省、市相关普查文件的精

神和要求，在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平顶山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科学安排。平顶山市

畜禽养殖业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简

称“市局普查办”）负责组织全市 12个县（市、区）畜

牧部门在省、市普查办的统一部署下分阶段开展了

结构设立、前期准备、普查员选聘与培训、清查建

库、入户普查、数据汇总、数据审核与分析等方面的

工作。针对平顶山市畜禽养殖分布分散、部分养殖

场位置偏等客观情况，平顶山市畜牧系统统筹协

调，科学决策，制定周密计划，保证了普查工作顺利

开展。

1 普查先进工作经验

1.1 建立了垂直管理制度，便于高效反馈

针对畜禽养殖场日常业务主要由县市区基层

畜牧部门管理的特点，组织县市区畜牧主管部门开

展普查工作，普查数据直达“市局普查办”，避免了

数据多重管理、责任不明的问题，也有利于问题数

据的直接反馈和核实。

1.2 注重整体方案规划，便于高效入户

为避免前期规划的问题导致增加后期不必要

的工作量，减少普查工作返工次数和出错率，“市局

普查办”通过学习国家和省市普查办相关文件、跟

进县区市培训探讨情况及普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等，第一时间进行整理和汇总，保证两员入户

时“两新”：普查样表新、工作要求和细则新。

1.3 畅通问题反馈渠道，便于答疑解惑

为做到全市畜牧普查系统信息交换及时、畅

通，“市局普查办”建立专门工作微信群，并让普查

工作相关人员定期不定期发送普查工作照片、按时

填报调度表等形式，第一时间掌握普查工作进度，

随时随地解答各县（市、区）问题，做到“有问必答，

回答专业，回答及时”。同时，组织各县市区均建立

专门微信群，对辖区内普查员工作进度、技术难点

等信息及时掌握，并上报“市局普查办”。

1.4 制作详细流程，便于软件操作

由于污染源普查是短期组织起来的不同层次

人员，个别县（区）的普查指导员为非技术人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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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是环境保护和粪污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平顶山市在普查工作过程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建立了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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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便于软件操作；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普查工作机制不够健全，查人员素质影响普查质量，污染源普查电子信息

系统平台设计不够科学，普查表填写不准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健全工作机制、重视试点工作，提高普查人

员工作能力，利用现代化电子信息手段、保障工作进度和数据质量，提高普查对象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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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为乡（镇)防疫员等，受文化程度、年龄等的限

制，对手机软件学习力较低，“市局普查办”为加快

普查进度，针对普查相关工作软件，如天眼查、元道

经纬相机、天地图，制作详细流程图，从而易懂、易

学、易操作。

2 存在的问题

2.1 普查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污染源普查虽然建立了较细致的工作方案，但

是工作机制依然是国家、省、市、县、乡逐层传达，不

但消耗了大量时间，并且基层部门在进行具体工作

的时候，难免出现把握不清意图、领会不准思路等

现象，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进度。

2.2 普查人员素质影响普查质量

由于污染源普查是短期组织起来的不同层次

人员，个别县（区）的普查指导员为非技术人员，普

查员为乡（镇)防疫员等，且大部分是非专职人员，

而普查任务繁重，有时分身乏术；再加上普查工作

是临时性的，酬劳无保证，奖励机制不足，导致部

分普查员思想重视程度不够，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不足。

2.3 污染源普查电子信息系统平台设计不够科学

由于软件更新频繁，稳定性欠佳，污染源普查

时间紧，任务重，对普查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软

件版本更新后或表格上传后部分普查对象信息丢

失，导致重复工作；当访问量集中时易出现系统崩

溃现象。

2.4 普查表填写不准确

普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普查表填写情况关系着

普查结果的准确性，以及普查工作的有效性。有些

普查对象由于对普查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不够了解，

认为普查工作可有可无，在填写普查表时较为马

虎，另外由于畜牧行业整治、环保政策调整，部分企

业对污染源普查工作存在疑虑，怕如实填写会进行

处罚，导致在填写普查表时存在造假的现象。

3 建 议

3.1 健全工作机制，重视试点工作

市确定试点县，县确定普查对象试点村，不要一

下子全面铺开，积累经验教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

好工作经验总结与分享，然后再全面展开普查工作。

3.2 提高普查人员工作能力

加强普查人员的培训工作，将培训贯穿至普查

全过程，培训时间要充足、内容要全面、重点要突

出，对于普查员提出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普查指导

员要及时反馈，并敦促责任范围的普查员及时学

习、整改到位。对始终不能胜任普查工作的人员予

以及时替换。同时，建立普查人员奖惩制度，依据工

作数量和质量提出考核标准，以提高普查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提高普查工作效率。

3.3 利用现代化电子信息手段，保障工作进度和数

据质量

应当预先做好污染源普查电子信息系统平台

开发和建设，避免成为影响工作进度的瓶颈；数据

采集过程中，可多依靠移动信息化技术，直接录入

电子表格，降低后期人为录入错误，可以电子填报

后打印出来，然后签字盖章，节约人力时间成本；可

将审核规则植入普查系统，自动识别数据错误和逻

辑错误，例如自动判别经纬度数据跨度等，避免人

工审核出现遗漏错误，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3.4 提高普查对象配合度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宣传，运

用电视以及网络等多种方式，促使人们认识到普查

工作的意义，对于配合度不高的普查对象，可发动

其所在乡镇街道、村干部，加强沟通，消除普查对象

对普查工作的抵触心理，避免普查对象出现敷衍和

虚假填写普查表的现象，引导督促企业配合普查工

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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