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与辐射 07
2024.02.07 星期三

责编:程小雨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haq@163.com

完善体系 提升能力 确保核安全绝无一失
——2024 年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推进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北京召开。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
全监管司、核电安全监管司、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国际
合作司以及各派出机构和技术支持单位开展交流，总
结2023年度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部署2024年重
点任务。本版特摘发部分与会代表发言，以飨读者。

2023 年，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
司（以下简称核一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核安全
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提升核安全政策研究供
给质量，有序完成核安全规划中期评估，推
进核安全法规标准制度修订，推动能力建设

取得积极进展，圆满完成重大活动核与辐射
安保应急备勤任务，全面强化核与辐射安全
监管，不断提升公众沟通工作质效，各项重
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2024年，核一司将继续深入贯彻中国核
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进一步强化核安全协调机制作用，协调做
好生态环境法典放射性污染防治内容编纂，
协调开展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换届，推动
核安全重大科研专项立项，深化核安全政研
与规划工作，多渠道推进海洋辐射监测能力
建设，提高监测应急能力水平，加强核安全设
备监管，抓好人员资质管理，加强业务培训体
系建设，打造有影响力的核安全宣传品牌，加
强公众宣传，组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40年系
列活动，强化综合协调保障，以高水平核安全
为核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守正创新担当作为 推进核安全监管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持续强化核电安全监管 推动建设现代化监管体系
生态环境部核电安全监管司

守牢安全底线 开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新局面
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坚持自立自信守正创新 深化核安全国际合作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

加强贯通融合 提升监管实效
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凝心铸魂固根本 实干担当守安全
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持续巩固工作成效 开创核安全监管新局面
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心怀“国之大者”守护西南地区核与辐射安全
西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守正创新 提升能力不断提高核安全监管效能

东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守正创新 忠诚履行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职责
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固本强基把握规律 全面提升技术支持效能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强化科技支撑保障 守牢海洋领域核安全底线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聚焦主责主业 助力核安全与环境文化高质量发展
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

勇立潮头 示范先行 奋力开创辐射监测新局面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严字当头创新发展 高水平支撑核安全监管工作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稳妥推进审评业务 高质量支持安全监管
上海核安全审评中心持续优化团队专业配置 提升审评监督能力

北京核安全审评中心

2023 年，生态环境部核电安全
监管司（以下简称核二司）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坚决落实中
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和部党
组工作要求，组织开展全面加强核
电行业核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印发

《核动力厂厂址评价安全规定》《核
动力厂修改的管理》等文件，强化

首堆、新堆监管，开展伴随式审评和
保障式监督，完善并有效运转国家
核安全局经验反馈体系，牵头建立
经验反馈集中分析机制，圆满完成

《核安全公约》第八次、第九次履约
现场审议工作。

2024 年，核二司将坚持“严慎细
实”的工作作风，强化“讲政治、守纪
律、强专业、重责任”的工作文化，推

进核安全监管法治化、系统化、专
业化建设，建设与我国核事业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
系，推动建立全链条严密的核安
全责任体系。扎实推进全面加强
核电行业核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积极开展核动力厂和研究堆核安
全法规标准和监管文件制修订，
强化在建拟建核动力厂和研究堆
监管，扎实做好运行核动力厂和
研究堆日常监管，有效运转国家
核安全局经验反馈体系，推动核
安全监管科技创新，深入开展核
安全国际合作交流。

2023 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
司（以下简称核三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迅
速落实指示批示，主动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批示

件“回头看”，深入研究伴生放射性废渣环境风
险，大力开展核医学监管优化，有力推进消除
互联网购销相关隐患，开展核燃料循环前段设
施“两张皮”专项检查，推进落实生态环境科技
工作会议要求，建章立制顺利推进，完成2023
年监管工作推进会部署的重点工作。

2024年，核三司将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全
力落实中央领导批示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着力做好乏燃料后处理相关工作，提
升核技术辐射安全监管科学化水平，启动全国
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生态环境隐患排查专项
行动，开展两项试点和输变电项目建设阶段调
研核实。以补足短板为目标，督促重要核基地
优化统一监测。以履约合作为载体，积极参与
全球核安全治理。以法规建设为支撑，全力提
高核与辐射监管顶层设计水平。

2023年，高层交往引领，在国际
核安全合作中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
用。多双边合作成果丰硕，核安全公
约履约任务圆满完成，推动国际原子
能机构全球首个核与辐射安全协作
中心、中国—巴基斯坦核安全合作中
心正式成立。参与核安全国际合作
自主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与主要核

能国家、“一带一路”新兴核电国家持续
开展核安全合作。紧密跟踪国际热点
核安全问题，及时上报有关信息。持续
抓好核安全国际合作能力建设，充分发
挥协调联动作用，严格外事管理，推动
核安全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2024 年，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
司将坚决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有关指示精神，在多边平
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展现我国在
核领域的影响力和责任担当。推
动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续签
双边协议并务实开展合作，加强
与重要周边和毗邻国家的交流对
话。组织办好主场外事活动，着
力打造高水平核安全国际交流合
作平台。完善国际核安全合作交
流机制，提高国际核安全合作交
流的有效性，加强国际核安全人
才队伍建设。

2023 年 ，华 北 核 与 辐 射 安 全 监 督 站
（以下简称华北监督站）强化党建引领，圆
满完成各项年度工作任务。辖区核电站、
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等均保持安全可
靠状态，核技术利用单位、铀矿冶项目运行

安全。国内民用核安全设备持证单位、境
外注册登记单位的相关活动质量受控。

2024年，华北监督站将继续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一是加强贯通融合。探索实施联合监

督，打造核设施、核设备、监测和应急等融合监
督模式。二是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督。深化
运用质保专项监督成果，从严抓好田湾核电站
监督；强化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环设施监督；进
一步推动核技术利用单位废旧放射源处置。
三是强化核安全设备活动监管。开展与持证
单位监管对话，压实产业链主体责任；扩展驻
厂监督范围，增强监督人力配备；以重大质量
问题处理为抓手，做实境内外设备活动监督。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华东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以下简称华东监督站）履职
尽责做好重点工作，强化思想武装，
旗帜鲜明讲政治，风清气正强铁军。
依法依规、严格监管，保持常态化外
部压力。守正创新、多措并举，激发
营运单位落实核安全主体责任的内

生动力。系统谋划、多方联动，共建华
东地区核与辐射安全命运共同体。提
升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两个现代化”水
平，加强监管能力现代化建设，出台华
东监督站“十四五”期间工作规划，多措
并举补齐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

2024 年，华东监督站将以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精神为主线，一要不断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二要继续健全辖区内
的核安全监管体系。三要推动构建
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四要扎实
做好重点项目安全监管。五要开展
燃料棒破损、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磨
损等重点问题研究。六要加强国际
合作。七要加强队伍建设，不断优
化干部梯队。八要加强人员培训，
培养堪当新时代重任的行家里手。
九要开展监督能力建设，加强信息
化、智能化，提高监管效能。

2023年，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以下
简称华南监督站）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巩固“监督管理
创优年”工作成效，开展“规范监管年”活动。
根据年度监督计划，梳理聚焦22项监管重点

工作，编制落实14项“规范监管年”具体措施，
在规范体系、夯实基础、提升效能上精准发力、
深下功夫，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监督任务，总
结形成了示范性监督、核安全文化建设等6方
面的良好实践，进一步提高了监管效能。

2024年，华南监督站将深化开展“规范
监管年”活动，锚定“建成全行业严密的核安
全责任体系，建成与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
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新要求，深入细
致做好核设施日常核安全监管，切实加强在
建项目质量监督，着力推进高水平核安全监
管队伍建设，积极探索核安全文化建设新阵
地，持续深化经验反馈，以更精准、更高效的
核安全监督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西 南 核 与 辐 射 安 全
监督站（以下简称西南监督站）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自
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聚焦主责主业，心怀“国
之大者”，坚持问题导向，严格实施核设
施安全监督、持续强化核技术利用和铀
矿冶监督、及时发现并推动消除安全隐
患，切实防范化解地区辐射环境安全风
险，有效保障西南地区核与辐射安全。

2024年，西南监督站将重点做好

以下工作：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核安全“万无一失”“绝无一失”要
求，坚决扛起守护核安全政治责
任。二是依法实施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化
解地区核与辐射安全风险。三是持
续提升监管能力，加强监测应急能
力建设，深化区域应急联动，强化监
督合力，守住核与辐射安全底线。

2023 年 ，东 北 核 与 辐 射 安 全 监 督 站
（以下简称东北监督站）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坚持依法严格监督，着力提升监管效能，
确保东北地区核与辐射安全。认真落实生态
环境部领导有关批示要求，组织核电集团层

面开展交流对话，进行现场督导，压实监管对
象核安全责任，稳妥处理取水安全运行事件，
加强在建机组施工质量管控，强化辐射安全
监管，提升应急与监测能力。目前，辖区内辐
射环境安全状况总体受控。

2024年，东北监督站将重点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依法严格核安全监管。扎实开展核安
全管理专项行动以及取水安全、承包商质保体
系等专项检查，持续推动核安全主体责任落细
落实。二是强化辐射安全监管。组织省级放
废库交叉检查，派员赴辽宁省监测中心跟班学
习，组织开展东北边境风险应对调研和拉练。
三是加强监管政策研究。借鉴 NRC纵深防
御、风险指引型等监督文件，开展共性问题研
究，加强冬季低温监管研究，建立辖区防低温
工作小组，编制出台核电厂防冻工作指南。

2023 年，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站（以下简称西北监督站）坚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核安全的
重要指示精神，以“三个同一”推动
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扎实开展核
安全文化评估，做深做细以案为鉴

专项教育，紧盯钍基熔盐堆“首堆”
“新堆”的核安全监督，圆满完成后
处理设施监督任务，有力保障了辖
区核与辐射安全。

2024年，西北监督站将继续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加大对构建发展“两个体
系”的学习宣传阐释落实力度，整
体谋划、系统思考，锻造“六个强
环、环环相扣、环环强劲”的问题
导向型监督链条，构建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不留责任空白的监督
责任体系，贯通保障性监督（伴随
式监督）、全过程监督、闭环监督、
一线监督、研究性监督和跟班式
监督。

2023年，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为指引，全面实施中心“665”发展
战略，高标准开展主题教育，高效保障主责主

业，扎实完成监管重点工作任务，不断强化核
安全形势分析和重点领域经验反馈，加大科研
创新引领力度；加快推进基地能力建设，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4年，中心将紧扣核安全核心业务，
夯实审评能力、科研能力和软硬件综合实力，
推动综合能力全面提升，依托国家核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立足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
术研发基地，全力保障核能核技术利用事业
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技术支持队伍，推动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

2023 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以下简称海洋中心）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切实做好海洋领
域核与辐射安全技术支撑与保障工
作。全年完成3个航次我国管辖海域
辐射环境监测和两个航次远洋生态
环境科研调查，编制相关监测方案 7

份、监测报告5份、专报3份。推动第一
批国家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基地——海
洋辐射监测基地共建。为红沿河等滨
海核电厂冷源安全保障提供技术支持。

2024年，海洋中心将在国家核安
全局的坚强领导下，持续履行好国家
核应急海洋辐射监测技术支持中心
的职责。一是统筹谋划全国海洋辐

射环境应急监测顶层设计，完善
海洋辐射环境监测组织体系，编
制海洋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方案。
二是加强与地方辐射监测机构有
效融合，强化辐射环境监测与预
警能力建设，提升核应急海洋辐
射监测技术支持能力。三是加强
海洋辐射环境监测，持续做好管
辖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监测与远洋
生态环境科研调查工作。四是加
强气候变化对核电运行安全影响
研究，切实保障核电厂冷源安全。

优化运作机制 强化能力建设 提升审评监督质量
苏州核安全中心

2023年，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
（以下简称文促会）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完善社团组
织机构，组建专家委员会；紧跟社会与企业发
展需要，成立环境社会治理（ESG）分会。聚焦

核安全主业，助力核行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发
布16项行业团体标准；联合华东站等单位组
织编制核安全文化评估促进机制相关体系文
件；开展核电安全风险评估相关工作，推进民
用核安全设备鉴定试验机构评估工作；发挥

纽带功能，推进核安全科普宣传与公众沟通。
2024年，文促会将聚焦培育核安全文化

这一中心任务，围绕服务政府监管、服务行业
发展、服务公众沟通三大宗旨，搭建核安全公
共服务、核安全科技分享推广、核安全文化公
众宣传 3个平台，构建论坛交流、评估促进、
社团奖励、团体标准、宣传推广、政策研究、数
字赋能等 7个领域的重点业务，为核安全与
环境文化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023 年，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
心（以下简称技术中心）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考察
浙江讲话精神，圆满完成应对日本
核污染水排海监测、保障亚运会辐
射安全等重点任务。勇担使命，不
断完善全国监测网络管理、引领提
升监测质量。勇挑开路重担，探索

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新路径。勇攀技
术高峰，“对标国际先进”推进自身
建设、增强监测能力，高质量实现年
度目标。

2024 年，技术中心将以打造“五
大成果”为抓手，努力建设与核事业
发 展 相 适 应 的 现 代 化 辐 射 监 测 体
系。一是争当“先锋队”，打造标志
性成果。承办好第三届全国辐射环

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二
是争当“先行者”，打造引领性成
果。在监测技术、数字赋能、网络
管理上走在前列。三是争当“排
头兵”，打造示范性成果。持续做
好海洋辐射环境监测，深化电磁
辐射设施和核技术利用单位监督
性监测。四是争当“挺进师”，打
造变革性成果。以改革激发内生
动力，完善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
体系。五是争当“担当者”，打造
系统性成果。以强人才、重技术、
提能力为抓手，实现发展新飞跃。

2023年，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心）扎实做好监管技术支持，完
善顶层设计，健全法规标准体系，牵头完成
多项专题研究及标准草案，牢牢把握核安全
底线，圆满完成各项审评、监督任务，充分发

挥核安全支撑保障作用。依托特色专业优
势，建成核设备质量安全试验验证平台，形
成多种试验检测与性能评价能力。

2024年，中心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严格落实《全面加强核电行业核安全管理

专项行动方案》；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党建与监
管技术支撑相融合，确保队伍风清气正；坚持
稳中求进、守正创新的核安全监管的总体思
路，确保严字当头、依法监管的过程要求；开展

“保障式监督、伴随式审评”，紧扣重点任务和
“关键少数”；夯实核安全监管技术基础，在专
业技术人才培训、专项政策研究、核设施设备
质量安全与可靠性基础、四代堆专项问题研
究、国际新监管要求等方面持续发力。

2023 年，上海核安全审评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践行总体国家安全
观 和 中 国 核 安 全 观 ，严 守 安 全 底
线。中心共承担135项任务，形成审
评问题、审评意见等各类技术文件
46份，参加现场监督检查工作101人

（次），综合性技术任务相比上年增

加 32%。聚焦近海、海岛厂址“两评”，
持续推进中系技术规格书审评，协同
参与 PSAR/FSAR 部分章节审评，承
担多项核电厂重要事件及自主化核燃
料组件相关审评，持续支持业务司和
监督站的核与辐射监督业务。

2024 年，中心将积极稳妥推进

常规性重要审评任务：如核动力
厂安全分析报告、“两评”报告、中
系技术规格书等；加强技术协同
与交流，稳步攻坚挑战性重要审
评任务：如环形燃料先导组件入
堆考验、堆芯功率提升安全重要
修改等。按计划落实“十四五”风
险指引型核安全监管试点相关工
作，助力核安全法规体系完善，高
质量做好常态化核安全监管技术
支持工作。

2023年，苏州核安全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全面推进重点工作开展：加强党建工作，积极推
进法规、标准制修订，完成规章《研究堆营运单
位核安全报告规定》等编制。做好“国和一号”

示范工程监管专班工作，开展调试大纲、调试报
告及两个阶段试验程序审查。持续开展高温
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审评监督专项工作，开
展10项设计变更、调试总结、维修大纲审评及

运行阶段监督大纲编制。深入开展2MWt液
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FSAR审评，开展72项
核设备审评监督任务，承担5个项目环评报告
技术审评，完成56次各类控制点和专项核安全
监督检查，开展“核安全监督与预警平台”建设。

2024年，中心将继续做好党建工作，扎
实做好年度审评和监督技术支持任务，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与核心能力建设。

2023年，北京核安全审评中心（以下简
称中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
按照国家核安全局下达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和核安全技术审评的时间要求，及时组织人

员开展核安全审评工作，重点完成实验快堆
再启堆相关的仪控系统可靠性提升方案、实
验快堆部分功率运行等审评工作，完成民用
研究堆和秦山三期重水堆的核安全审评、监

督技术支持、法规标准制修订等各项工作。
2024年，中心将优化管理模式，继续优化

审评团队专业配置，加强人员培训，增强法规
标准及审评经验学习，全力完成2024年重水
堆核电厂及在建核电厂的核安全审评及监管
技术支持工作，做好原子能院及清华在役研究
堆核安全审评及监管技术支持工作，协助华北
站、华东站等各监督站做好监督支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