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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严密筑牢核与辐射安全防线广东严密筑牢核与辐射安全防线
推进试点变电工程排污许可、辐射安全监管领域“放管服”改革

◆◆本报记者郑秀亮本报记者郑秀亮 通讯员陈昊通讯员陈昊

强化应急，筑牢核安全防线

事权下放，确保“下得去，接得住”事权下放，确保“下得去，接得住”

搭建平台，推动监管水平整体提升搭建平台，推动监管水平整体提升

“ 截 至 2024 年 6 月 ，广 东 省 共 有 6
个 核 电 基 地 ，在 建 的 核 电 机 组 共 6 台 。
此外，惠州太平岭核电二期项目已于去
年 12 月经国务院核准，陆丰核电 1 号、2
号 机 组 项 目 已 具 备 核 准 条 件 。”核 安 全
处 提 供 的 数 据 显 示 ，预 计 到“ 十 四 五 ”
末 ，广 东 省 在 运 核 电 装 机 容 量 将 达 到
1850 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将超过 1000
万千瓦。

实际上，广东省早在 1990 年就组建
起负责全省核事故应急规划、组织、指挥
和协调的核应急委员会。经过三十多年
的探索与实践，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完善，
全省上下形成统筹有力、权责分明、部门
协作、分工负责、运转有效的核应急工作
协调机制。

在日常监管中，广东省积极推进依法
依规监管，出台多个行业标准；严格规范
做好日常审批服务，日常审批事项持续提
质增效；严防死守筑牢辐射安全防线，发

现、处置违章或违规操作、网络平台违法
销售、无辐射许可生产等辐射安全隐患及
涉嫌违法行为，取得良好成效。

核应急是核安全最后一道屏障，广东
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组织应急演习演
练、提升能力水平等，逐步建成与全省核
能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核应急体系。

据介绍，自 1993 年开始，广东省先后
组织了 11 次省级主导的大规模综合性核
事故应急演习。每次演习均针对性地设
置演习情景，突出实战，不断提升核应急
响应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

孔 庆 安 介 绍 ，近 十 年 来 ，广 东 省 大
力推进核应急基础能力建设，已基本实
现 核 电 站 核 事 故 场 外 应 急 监 测 的 指 挥
自动化。同时，广东省已基本建成了包
括 海 陆 辐 射 监 测 系 统 和 气 象 监 测 系 统
的立体式核应急监测网络，全面提升了
核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保障全省核能
事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是核电大省，也是核技术和电磁技术应用大省，全省核技

术利用单位一万余家，在用放射源和射线装置数量约占全国的 10%。

“广东省作为核能和核技术大省，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是巨大

的。”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处（以下简称核安全处）处

长孔庆安表示。

为做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广东省坚持改革创新、稳中求

进，强化地市辐射监管能力建设，推进试点变电工程排污许可，持续

优化辐射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稳步推进辐射安全监管领域“放管服”

改革，全省核与辐射环境总体良好，核与辐射状况总体安全可控。

广东省作为核技术利用大省，放射源
和射线装置应用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居于
全国前列，核技术利用单位数量近 4 年实
现翻一番增长。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遵循“严慎细实”
的核安全监管工作作风，依法依规、靠前
服务，确保全省辐射环境安全，持续不断
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

核安全处副处长马曦告诉记者，广
东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监管
能 力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 我 们 坚 持 以 风 险
为 导 向 ，基 于 区 域 发 展 差 异 化 ，逐 步 推
进 行 政 审 批 事 权 下 放 委 托 ，确 保‘ 下 得
去，接得住’。”马曦说。

在事权下移的同时，广东省生态环境
厅加强指导，持续跟进全过程帮扶。例
如，针对委托下放事项，编制权责清单，确

保权责明晰，依法行政；指导制定工作指
引和办事指南，加强辅导培训，提升工作
能力；建立定期全面检查与经常性抽查相
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特别是把环评和验
收复核纳入每季度常态化工作。2020 年
以来，共组织完成 146 宗辐射项目技术文
件质量复核。

针对地市监管经验不足、尺度不易把
握等问题，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常态化开展
示范检查，促进地市监管人员能力提升；
指导开展事故应急处置，提升地市辐射事
故应急响应处置能力；持续推进监管规范
化，防范辐射安全事故发生。

在 此 背 景 下 ，广 州 市 、深 圳 市 、东
莞 市 、惠 州 市 等 地 级 以 上 市 ，在 核 监 管
领域逐渐展现出良好管理水平，建立起
完整机制，为各市核技术行业高质量发

打开“广东省辐射安全监管人员综
合管理系统”，全省生态环境部门的辐
射安全监管队伍人员信息、业务培训、
物资装备等情况均可查阅，实现了对监
管人员数据的在线管理。

“目前，系统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将于今年 8 月完成建设。”马曦表示，
系 统 还 正 在 开 发 监 督 检 查 执 法 所 需
的“ 一 篮 子 ”能 力 提 升 工 具 ，供 地 市
监 管 人 员 边 干 边 训 、实 干 多 训 ，推 动
地 市 辐 射 安 全 监 管 人 员 监 管 执 法 能
力 实 现 快 速 提 升 。“ 未 来 ，辐 射 安 全
监 管 人 员 上 岗 之 前 ，必 须 通 过 系 统
进 行 专 业 学 习 ，考 核 合 格 之 后 才 可
以上岗。”

为推进地市辐射监测装备能力建
设，2020 年以来，广东省还把地市核与
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纳入省级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支持范围，支持各地市配
置核与辐射监测设施装备。

广东省还持续推进核应急紧缺物
资采购和物资储备库建设，在 2021 年
完成第一批核应急物资采购，同步完成
省辐射中心本部与深圳分部核应急物

资储备库建设工作。为规范和指引物
资储备体系建设，广东省在国内率先编
制出台了推荐性省级地方标准《核应急
物资储备标准》，为规范和保障广东省
核应急物资储备、提高广东省各级核应
急组织成员单位救援能力提供重要标
准支撑。

此外，广东省持续完善通信基站环
境监管平台建设，于 2018年建成并上线
运行通信基站电磁环境管理与监测平
台，并持续对平台功能进行优化完善扩
充，平台运行状况良好。截至目前，平台
中登记备案、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的通
信基站数量分别达到 86 万个、39 万个、
37万个；全省通信基站公众信访投诉比
例由 2018 年的万分之八点五降至 2023
年的万分之零点二三。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核能和核
技 术 在 社 会 发 展 中 将 得 到 更 加 广 泛
的应用，人民群众对核与辐射安全水
平期待更高。为此，广东省生态环境
厅 将 继 续 坚 持 理 性 、协 调 、并 进 的 核
安 全 观 ，为 公 众 筑 牢 核 安 全 防 线 ，守
护美好生活。”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生态环境部

开 展 变 电 工 程 排 污 许 可 试 点 工 作 的
部署安排，广东省作为全国 3 个试点
省 份 之 一 ，探 索 开 展 了 2023 年 变 电
工 程 排 污 许 可 试 点 工 作 。 广 东 省 选

定 变 电 工 程 类 型 齐 全 的 深 圳 市 、东
莞 市 作 为 试 点 城 市 ，完 成 两 市 30 座
变 电 工 程 排 污 许 可 证 核 发 、证 后 监
管 任 务 ，为 进 一 步 加 强 电 磁 辐 射 污
染 防 治 、推 进 电 磁 辐 射 污 染 防 治 立
法积累了实践经验。

图为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处开展核与辐射帮扶现场检测。
广东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程小雨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
姑娘……”7月 16日，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游客
动情的歌声唱响在一望无垠的
碧绿草原中，一片“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景象浮现于记者眼前。

这片在诗人笔下被颂赞为
“金银滩”的草原，歌曲《在那遥
远的地方》的诞生地，却一度在
地图上消失长达 36 年之久，只
留给世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
代号——“221”。

金银滩是我国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221 基地）——国营
二二一厂的旧址，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
无数个“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的英雄故事，曾在这片
广袤草原悄悄绽放。

在那遥远的地方

随车飞驰在公路旁，一块插
着两面红旗的路牌矗立在草原
边，路牌上一行字静静道出这里
不平凡的过往——“原二二一厂
爆轰试验场”。

“原二二一厂爆轰试验场”
也 称 六 厂 区 ，承 担 了 核 装 置 流
体力学设计的补充、校正、验证
等 爆 轰 试 验 ，中 国 第 一 颗 原 子

弹 1:1冷爆试验曾于此进行。
沿着指路牌前行，几座毫不

起眼的梯形半掩体与周边的草
原融为一体。在爆轰试验场墙
的一侧，锈迹斑斑的墙壁上留下
由于爆轰试验冲击波造成的弹
痕。坑坑洼洼的痕迹里，似乎仍
能听到金银滩上逝去的炮声。

1958 年，随着李觉将军带领
的队伍进驻金银滩，“221 基地”
基建工程拉开帷幕。来自四面
八方的建设大军汇聚于此，为了
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中国的
核武器研制贡献力量。

81 岁的王俊卿曾是浩荡队
伍 中 的 一 员 ，他 在 二 二 一 厂 二
分 厂 工 作 ，和 炸 药 打 了 半 辈 子
交道。

二 分 厂 的 201 车 间 是 炸 药
浇铸车间，工作人员在这里负责
将炸药粉加工成炸药块，然后将
炸药块压装定型，最后加工成炸
药球。

“人们常说‘棒子底下出尖
端’，加工炸药过程中需要用木
棒不断搅拌铝锅中的炸药，对浇
铸炸药的温度、密度都有着极其
严格的要求。”王俊卿向记者表
示，“当时知道这项工作得冒着
生命危险，但国家有需要，我们
义无反顾。”

与危险工作相伴的，是异常
艰苦的生活条件。1963 年，来到

金银滩的第一夜，走进住的土房
子，原二二一厂职工边清兆回忆
当时，目之所触皆是一片素白。

“房间的地上全是霜，炉子根本
不管用。”

饥饿与寒冷是摆在眼前不
得不面对的难题。二二一厂的
人们在简陋的帐篷和土房子里，
穿着统一配发的“四大件”——
皮帽子、棉大衣、毛毡和大头鞋
抵御寒冷，吃着馍馍、土豆填饱
肚子。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吹响向现代科技高峰进军的冲
锋号。

不能忘却的纪念

距离二二一厂二分厂以南
一公里的上星站，零次列车长久
停 驻 于 此 ，车 身 早 已 被 风 沙 腐
蚀，布满锈痕。

1964 年，一辆看似平凡无奇
的列车曾在此处停留，为了一项
绝密运输任务——将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运往新疆罗布泊戈壁
滩。没有人知道列车上搭载“乘
客”的身份，做好绝对保密是运
输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二一厂至今仍能见到许
多秘密代号留存的痕迹。“第一
颗原子弹的代号是邱（球）小姐，
因为原子弹的外形是一个圆状
球体，谐音‘邱’。还有一套与之

相关的代号，比如装原子弹的容
器就被称为‘梳妆台’，其装配则
叫‘穿衣’，为其接上雷管则被称
为‘梳辫子’，所以当时流传着一
句 话 ——‘ 邱 小 姐 穿 衣 梳 辫
子’。”金银滩原子城景区讲解员
刘福花向记者介绍道。

“把国家放在首位，把保密
纪律刻在心里”是二二一厂的人
们所奉行的绝对指南。

原二二一厂退休老职工张
福谦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第一颗
原 子 弹 爆 炸 成 功 试 验 不 久 列
车上的一幕。“听到我身旁的乘
客 都 在 讨 论‘ 原 子 弹 爆 炸 成 功
了’，心里好高兴，但是得保守秘
密，什么也不能说。”

然而，曾经的隐姓埋名，并

不意味着忘记。
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过

突出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请求再去
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
一片车水马龙，他问道：“三十年
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今 日 的 原 子 城 纪 念 馆 ，来
访 者 络 绎 不 绝 ，为 了 不 能 忘 却
的纪念。

人们在原子城纪念园缅怀
厅低头沉思，在中国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基地纪念碑前良久站立。
纪念碑南侧的 596 主题长廊，三
万一千余名曾经战斗在二二一
厂工作人员的名字印刻于此。

答案回响在金银滩草原呼
啸的风中——“会！永远铭记！”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从未远去的荣光有从未远去的荣光
———探访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探访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221221基地基地

本报讯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近日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扎实开
展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环境风险
隐 患 排 查 工 作 ，取 得 阶 段 性 成
效。截至 7 月上旬，已完成全省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现场
调查和监测采样。

据云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站
长毕存德介绍，云南矿产资源极
为丰富，伴生矿企业较多，历史遗
留的固体废物问题较为突出。

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精心谋划、统
筹组织开展全省伴生放射性固体
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工作。依
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
结合相关州（市）生态环境局开展
的摸底情况，精准分析研判全省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的现
状和特点，最终确定 27 家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为本次风险
隐患排查对象。

为确保风险隐患排查落地落
实见成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编制印发了《云南省伴生放射
性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工
作方案》《云南省伴生放射性固体
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实施
方案》《云南省伴生放射性固体废
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监测技术规
定》等文件，召开专题会议对全省
排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成 立 隐 患 排 查 工 作 领 导 小
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创新工
作思路，强化实战练兵，将具备
辐 射 环 境 监 测 能 力 的 昆 明 、昭
通 、临 沧 、曲 靖 、文 山 等 5 个 州

（市）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纳入放
射性环境风险隐患排查组，在昆
明集中组织开展仪器设备测量
比对工作，并对现场工作要点、
实地监测流程、样品采集规范等
相关内容进行了培训，统一现场
排查工作和纪律要求。派出 5 个
放射性现场排查小组共 20 人，奔
赴 27 家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企业所在的 5 个州（市），会同当
地省生态环境厅驻州（市）生态
环境监测站及州（市）生态环境
局抓好工作落实。

在为期 12 天的现场排查中，
全体人员深入企业、矿山和尾矿
库，收集、核对、填报企业基础信
息。按照技术规范开展辐射环境
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对各类固体
废物和液态流出物进行样品采
集，并对现场存在的环境风险隐
患进行初步的研判。

本次现场排查共填写调查表
格 80 份，获得伽玛现场监测数据
519 个、空气中氡浓度现场监测
数据 40 个，采集固体样品 139 个、
水样 52个。

蒋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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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抓实放射性固废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完成全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调查、监测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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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讯快览

吉林召开核安全协调机制第二次联络员会议
围绕辐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工作开展交流

本报讯 为优化吉林省核安
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各成员单
位间的沟通协调，吉林省生态环
境厅近日组织召开 2024 年省核
安 全 协 调 机 制 第 二 次 联 络 员
会议。

会 上 ，吉 林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公 安 厅 等 六
部门围绕核与辐射安全工作进
行会议发言。各成员单位围绕
辐 射 监 测 预 警 体 系 建 设 工 作 、
互联网购销放射性同位素和射
线 装 置 等 六 大 议 题 开 展 交 流 。
各成员单位立足自身岗位职责,
汇报省协调机制在运行中的履
职 情 况,并 从 信 息 共 享 、联 合 演
练、联合检查、联合宣传培训等
方面提出建议。

据了解，建立核安全工作协
调机制以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作为牵头单位，会同 16 个成员单
位致力于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
管、风险应对、信息共享、会商研
判，推动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协调
机制的作用。先后组织召开 3 次
核安全协调机制联络员会议，就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中重要事项进
行研究和讨论。

会议指出，要加强跨部门协
调 联 动 意 识 ，牢 固 树 立 全 局 观
念，强化“一盘棋”思想，建立合
作机制，形成合力。强化风险防
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预
案，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探索组织跨部门联合应
急演习模式。加强部门间资源
共享，进一步整合各部门现有资
源，达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
化 资 源 配 置 、实 现 资 源 共 享 的
目的。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风险
排查整治，开展联合专项检查，加
大监管、执法力度，压实行业、属
地责任，消除风险隐患。加强核
与辐射领域的舆情监管，加强信
息共享，及时做出应对对策。要
推动核安全文化建设，深入开展
核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
核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核安全
文化氛围，建立有效的公众沟通
机制。

白姝 刘旭

华南站组织交流“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
剖析重要问题和薄弱环节，确保高质量建设

本报讯 随着防城港核电厂
4 号机组 168 小时试运行试验的
圆满完成，防城港核电厂 3 号、4
号机组于近日全面建成并投入
商业运营。生态环境部华南核
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华
南监督站）日前在防城港核电现
场组织辖区相关营运单位和设
计、建设单位，深入总结项目建
设、运行经验，研讨推进“华龙一
号”后续批量化项目高质量建设
具体措施。

防城港核电厂 3 号、4 号机组
是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广核）“华龙一号”首堆示
范项目。与会单位围绕进一步夯
实核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全面强
化安全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开展
交流，对项目前期设计、建造、调
试 、运 行 各 阶 段 经 验 教 训 进 行
总结。

参会人员就跨单位、跨阶段
一体化，系统化开展安全、质量、
环境体系管理，核安全文化建设，
经验反馈问题流转管控等进行深
入探讨，并对优化设计改进、打通
信息壁垒、提升同类机组建造调
试质量提出意见、建议。

华南监督站从监督背景、监

督原则、监督思路及关注要点等
方面出发，从监督视角对“华龙一
号”建造、调试和运行期间发现的
相关重要问题和管理薄弱环节进
行交流剖析，为共同保障机组高
质量建设、确保核安全凝聚共识。

自 2015 年 12 月 3 日 机 组 开
工建设以来，华南监督站在生态
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指导下成
立华龙专项监督组，结合现场监
督组建立“两支队伍、分工协作、
一体化作战”机制，克服连续作
战、通宵作战等影响，以独立、专
业、严慎、高效的现场监督切实保
障项目建造调试质量及运行安
全，助力项目最终实现零非计划
跳机跳堆的安全业绩。

“ 华 龙 一 号 ”批 量 化 建 设 目
前正稳步推进，华南监督站将充
分汲取前期中广核“华龙一号”
建设、运行监督经验，完善核安
全监管体系，进一步压紧压实核
安全责任，凝聚核安全合力，高
质量开展后续项目的建设及运
行监督。

生 态 环 境 部 核 电 安 全 监 管
司、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参加了此次
交流活动。 谈昊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