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局2017年安全

工作要点》，切实提高中心全体职工的

安全生产意识，强化红线意识，促进中

心安全生产持续稳定运行， 6月26日，我

中心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讲座，特邀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副巡视员张连秋和国

家安监总局宣教中心黄贵海部长前来授

课，讲座由中心副主任张志锋主持，中

心纪委书记徐挺出席讲座。

张连秋副巡视员系统梳理了党中

央、国务院近期出台的针对安全生产工作

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及中央领导和局领导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并就如何学习

领会和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局党组

有关决策部署，切实做好监测中心安全工

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黄贵海部长围绕大力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全面落实防范遏制安全

事故各项措施这个主题，用严谨的政策

理论、详实的数据和大量发人深省的案

例，为我们深入浅出的解读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和《安全生产法》的实施要

求，对中心下一步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最后，张志锋副主任做总结讲话

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办公室会同

机关及各业务部门按照有关要求，做好

中心安全风险的辨识和安全隐患的排查

工作，列出风险清单、危险清单和责任

清单，做好风险的防范工作，切实做到

“五到位”，抓早，抓小，抓苗头。二

是要求各项目负责人和内外业安全员要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加强安全

生产知识和技能学习，坚决落实好“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的要求，切实负起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最后，希望全体职工本着“三不伤

害”的原则，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

别人，也不被伤害，进一步提高安全意

识和能力，自觉把安全生产与中心的各

项工作时时刻刻紧密结合起来。

（办公室 供稿）

6月6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

海学校的50余名小学生走进位于高新

园区的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与这

里的海洋科学家们“亲密接触”，走

进“神秘的”海洋科学实验室，观摩

并体验了海洋科学的魅力与神奇。

会议室里，孩子们首先倾听了

一场由监测中心海洋生态灾害工作组

高级工程师李冬梅带来的关于赤潮的

讲座，了解了什么是赤潮以及赤潮

的危害等知识。接着，海洋化学室的

科研人员通过视频给孩子们演示了如

何在1000米深的海底采集水样等海洋

科研人员工作的情形，通过动画片展

示了海洋垃圾的危害。在“模式生物

培育室”，孩子们看到了由几十个小

“鱼缸”组成的海水循环养殖系统，

这里正在培育用于科学研究和海洋环

境监测的海水青鳉鱼，这种鱼每天都

可以排卵，它们的卵以及孵化后各个

成长阶段的个体都可用于不同目的的

科学研究，就像实验室中的“小白

鼠”一样。在“微塑料环境效应实验

室”，孩子们看到了科研人员前几天

采集到的海洋垃圾，在特殊的显微镜

下看到了鱼身体中的微塑料。“叔

叔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海藻

是沉在水下的，有的是漂浮在水面

的？”“因为有的海藻生存方式是底

栖，有的是浮游。”平时就喜欢自然

科学的滨海小学4年4班的朱启旺小朋

友向赤潮毒素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提

问。孩子们异常兴奋，直到离开时还

意犹未尽。

6月5日，国家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一行12人专程赶

到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中小学

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以海洋

科学进课堂的形式，为基地

230余名小学生普及了海洋

科学知识。在《我们的海洋

之环保工作知多少》讲座

中，当看到海洋污染造成大

量海洋动植物死亡的图片

时，四年一班的宋雨泽小男

子汉偷偷擦去眼角的泪水。

此次活动，还特邀山东省潍

坊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原

站长，同时也是中国传统非

物质文化遗产—海洋剪纸艺

术家、诗人王广成先生，以

惟妙惟肖的海洋剪纸艺术创

作作品和科普小故事，向小

学生们传播海洋文化，传授

剪纸艺术，呼吁小朋友们

保护蓝色海洋，珍爱生命摇

篮。此外，大连市儿童医院

临床药师们也加入科普队

伍，为小学生带了一场“海

味健康小当家”专题讲座，

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此次海洋日系列活动恰逢海洋

系统“青年文明号开放周”，今年刚

刚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的海冰团

队“菁冰连”这群八零后科研人员，

也放下手边紧张的科研活动来到孩子

们中间，积极响应国家海洋局发布的

《关于开展海洋系统“青年文明号开

放周”活动的通知》要求，为孩子们

送去一场题为“揭秘海冰”的讲座，

让这群几乎每年冬天都能见到海冰的

孩子们用科学的思维重新认识了海

冰。“菁冰连”八零后女博士许宁表

示，随着人们海洋意识的不断提高，

对海洋科普的要求也日益增强，走出

实验室、向公众传播海洋科学，也是

海洋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此次活动，主办单位还制作了

以“扬波大海，走向深蓝”为主题

的科普展板20余块，《保护水鸟及栖

息地 建设美好和谐家园---大连地区

水鸟108将》科普手册500册、《生命

从海洋开始》科普折页册500册、出

海作业明信片720张，海洋日无纺布

环保袋1000个……通俗易懂的文字介

绍、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图片以及显

著的海洋日Logo，吸引了近400名孩

子及学生家长、周边居民、社会团体

等各界力量参与其中，整个展区也成

了宣讲海洋科普知识的大课堂。同

时，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将千余册《海

洋世界》及各类科普读物发到每个孩

子的手中。

近年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

心持续开展了“世界海洋日暨全国

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特别是今

年更是加大了活动力度，进一步巩

固了海洋日宣传活动品牌。本次活

动的开展，为孩子们搭建了认识海

洋、了解海洋的平台，得到了同学

们的热情参与和喜爱。不仅广泛宣

传了善待与保护海洋的重要性，普

及了海洋与海洋动物保护等知识，

也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海洋意识，

努力营造“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

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氛

围。今后，监测中心将继续利用自

身优势，不断创新，以更丰富的形

式，为更多的市民尤其是少年儿童

普及海洋科学知识。

（办公室 王紫竹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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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安全生产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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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子系统正式业务化
运行

·海洋放射性实验室《辐射安全许可证》延
续申请获批

·监测中心组织召开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方
案编制工作研讨会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工
作组”完成浙江省试点评价情况调研交流

·中心举办“海岸侵蚀灾害监测与灾损评估
工作”现场培训与交流会

·我中心召开“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系
统”建设与业务化运行研讨会

·我中心召开“全国滨海湿地监测方案及相
关标准”研讨会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开展海洋日系列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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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中心党委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6月9日，监测中心党委召开中心组

学习（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以及《中共国家海洋局党组关于加强意

识形态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中心党政班子成员及副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参加会议，党委书记隋吉学

主持会议。

会上，隋吉学对《意见》和《实施

办法》进行了解读。隋吉学从充分认识

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主要任务以及加强各级党组织领导

等四个方面，带领大家对加强意识形态

工作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全面学习。隋吉

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

重要的工作，做好新形势下监测中心的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中心的稳定大局和科

学发展，要坚持政治立场，胸怀大局，

把握大事，管好队伍，弘扬主旋律。

会议传达了国家海洋局《关于开

展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自查

工作的通知》精

神，隋吉学强调

自查过程也是学

习和提高认识

的过程，各部门

各党支部要对照 

“四个意识”是否树立牢固，党管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落实是否到位、意识形态

阵地管理是否存在重大风险、主流意识

形态建设是否存在薄弱环节，政治担当

是否有力三个方面做好自查工作。

隋吉学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形势下，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

作。作为国家级的业务中心，要加强核

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不妄议党中央、局

党组决定精神，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思

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在意识形态

领域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加强工作作

风，提高工作效率，在本职岗位上履职

尽责，为建设海洋强国凝聚智慧和力

量。

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关道明指

出，自建国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工作，十八大强调社会主义核

☆海洋日☆

走出去——海洋文化进课堂，海味健康暖人心

请进来——扬波大海，走向深蓝

青年文明号在行动——建功海洋十三五，青春献礼十九大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开展海洋日系列活动

心价值观和2016年提出包含“文化自信”在内的

“四个自信”等皆是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的表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知识

学习，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清晰深刻的理解，

深入思考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提

振精气神，做好各项工作。

（党办 于洋 供稿）

今年6月8日是第十个“全国

海洋宣传日”和第九个“世界海

洋日”。“海洋日”前夕，国家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联合中国海洋

学会海洋环境科学分会、辽宁省

海洋学会和大连市海洋学会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海洋科

普宣传活动。

为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局关于推行

“湾长制”试点工作的要求，做好试

点工作技术支撑，6月5日-7日，中心

党委书记隋吉学带队赴海口市开展调

研。

调研期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张琦同志等海口市党政领导与调研组

进行了座谈，双方就海洋经济发展、

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如何按照国家要求

推进“湾长制”试点工作进行了深入

交流，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该项工作

的高度重视。

调研组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省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省海洋与渔业

研究院和海口中心站等单位就如何有

效落实“湾长制”试点工作进行了讨

论，与治水办、林业局和环卫局等市

政府部门进行了交流，了解了他们在

内河治理、污水处理、环境修复、海

上环卫等方面的工作基础和成功经

验，听取了他们对于“湾长

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调

研组还开展了美舍河人工湿

地公园、龙昆沟排污口等实

地考察。

通过此次调研，调研组

对海湾存在的突出环境问

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对地方政府海洋管理的现状和

需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初步理清了

“湾长制”试点工作的基本思路，为

进一步深入做好该项工作的技术支撑

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岛中心 齐玥 供稿）

我中心调研组赴海口开展“湾长制”试点工作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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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业务☆

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子系统正式业务化运行

海洋放射性实验室《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申请获批

监测中心组织召开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方案编制工作研讨会

我中心召开“全国滨海湿地监测方案及相关标准”研讨会

“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工作组”
完成浙江省试点评价情况调研交流

我中心召开"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系统"
建设与业务化运行研讨会

为进一步规范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根据国

家海洋局《2017年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有关要求，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发布了关于加

强“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子系统”建设及业务化运

行的通知。

“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子系统”由我中心负责

研发并运行保护，该系统使各级保护区管理部门系统

全面掌握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状况、分析保护区存

在问题，并指导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制定有关政策与

措施及进行科学决策。

“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子系统”的业务化运

行，是国家海洋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推进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湿地中心 上官魁星 供稿）

日前，我中心《辐射安全许可证》

顺利通过辽宁省环境厅和大连市环保局

的审核，延续申请获批，有效期至2022年

3月，有效保障了中心海洋放射性实验室

的业务和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辐射安全许可证》是我国从事放

射性相关活动的必备资质，海洋放射性

实验室业务人员于2016年底开始启动许可

证的延续申请工作，与辽宁省环保厅和

大连市环保局进行多次沟通，按要求补

充、完善申请资料。2017年3月，大连市

环保局核与辐射处对我中心进行现场核

查，并就放射源的登记、使用和储存，

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制度、辐射工作管

理机构、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为推进许可证延续申请，根据辐射安全

与防护工作相关要求，2017年5月，海洋

化学室姚子伟、杜金秋参加环保部辐射

安全与防护培训班学习，取得中级从业

证书。

海洋放射性实验室自2012年建成并

业务化运行以来，持续参与西太平洋放

射性监测的质量控制和沿海核电站业务

化监测工作，并为东海分局、辽宁省站

等提供分析测试服务，累计分析海水、

沉积物和生物样品400余份，提供数据近

5000个。《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延续申

请获批，将有力地保障中心“十三五规

划”中“海洋放射性实验室”的建设和

发展，为

中心规范

管理海洋

放射性实

验室，持

续开展海

洋放射性

业务和科

研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撑。

（化学室 杜金秋 供稿）

根据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

《关于编制全国其他海域陆源入海污染

源排查方案的通知》的要求，为认真总

结渤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工作经验，

做好全国其他海域排查方案编制工作，

监测中心于6月13日在大连组织召开了

“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方案编制工作研

讨会”。

会议由海洋化学室林忠胜研究员主

持，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各分

局及环渤海三省一市的20余名领导和专

家出席会议。北海分局和环渤海三省一

市分别介绍了渤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

工作开展情况和经验体会，监测中心汇

报了对渤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数据的

汇总分析情况和《黄海、东海和南海陆

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方案（草案）》。与

会代表积极交流渤海排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经验，认真研讨《黄海、东海和

南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方案（草

案）》，并对下一步排查工作的开

展提出了许多针对性建议。

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是国家海洋

局党组本年度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对

于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关要

求、科学布局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控系

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次会议，系统

总结了渤海陆源入海污染源排查的工作

经验，并为下一步全国其他海域陆源入

海污染源排查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

础。 

（化学室 杨帆 供稿）

根据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的

工作部署和任务安排，我中心于6月9日

在大连组织召开“海洋保护

区建设与管理系统”建设与

运行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滨海湿地

与海洋保护区研究中心首席

专家刘长安主持，会议邀请

了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

司、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国家海洋信

息中心、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滨州贝

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盘锦

辽河口红海滩国家级海洋公园以及中心

的15位专家参与了会议。

中心廖国祥副研究员就“国家海

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系统” 建设现状

做了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对该系统的

定位、内容与部署运行开展了热烈的讨

论，并对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提

出了宝贵建议。

通过应用“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

系统”，各级保护区管理部门可系统全

面掌握海洋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状况、分

析保护区存在问题、制定有关政策与措

施、指导保护区建设与管理、进行科学

决策，对提高海洋保护区管理效能起到

重要作用。

（湿地中心 上官魁星 供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

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知》、《国家海

洋局关于加强滨海湿地管理与保护工作

的指导意见》及国家海洋局《2017年全

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有关要

求，按照国家

海洋局生态环

境保护司的工

作部署和任务

安排，我中心

于6月15日在

大连组织召开

了“全国滨海

湿地监测方案及相关标准”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滨海湿地与海洋保护

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长安主持，会议

邀请了南京大学、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

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

心、国家海洋局南海环境监测中心、江

苏省海洋与渔业厅以及我中心的11位专

家参与会议。

自2014年以来，国家海洋局在辽宁

盘锦、山东黄河口、上海崇明东滩、广

西北仑河口开展了滨海湿地试点监测工

作，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滨海湿地监测方

法。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全国滨海

湿地监测方案。会上，我中心丛丕福、

刘玉安、廖国祥、许道艳、雷威等专家

分别对滨海湿地基本状况、生态环境状

况、受威胁状况等部分进行了专项汇报

和说明。与会专家就全国滨海湿地监测

方案的整体结构与具体条款等展开了详

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各自在滨海湿地

监测工作中的经验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

议。

全国滨海湿地监测方案的制定，将

推进全国滨海湿地动态监测，完善滨海

湿地监测体系，形成一支稳定的监测队

伍和专家团队。通过对重要湿地资源动

态变化进行长期监测，将进一步提高滨

海湿地综合管理能力，促进我国海洋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

提供生态安全保障。

（湿地中心 上官魁星 供稿）

根据国家发改委“2017年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及长江经济带评价工

作方案”和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

有关工作部署，为了更好的开展浙江省

及长江经济带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试

点评价和对接工作，由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海洋局一所、国家海洋信息中

心、东海水产海洋所等单位技术专家组

成的“海洋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监

测预警技术工作

组”，于6月27日

至28日赴杭州开

展浙江省海洋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

试点评价情况调

研交流。

技术工作组一行七人受到了浙江省

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李尚鲁主任、浙江省

海洋与渔业局孔梅处长等领导的热烈欢

迎。工作组首先介绍了海洋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最新研究进展，以

及长江经济带邻近海域初步评估结果。

负责浙江省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

工作的多家单位，包括浙江省海洋技术

中心、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浙

江省监测预报中心、浙江省海洋水产研

究所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浙江省海洋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各评价子专题的初步成

果。双方就评价工作的技术难点、数据

来源、分级阈值、方法区域适用性及特

征性指标体系构建等问题开展了广泛而

深入的交流。

本次调研交流对于了解地方省市海

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试点评价工作的进

展情况、建立技术工作组与地方工作组

的交流合作机制、促进评价方法体系完

善和长江经济带邻近海域试点评价的良

好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化学室 杨正先 供稿）

中心举办“海岸侵蚀灾害监测与灾损评估工作”现场培训与交流会
受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委托，为

切实做好2017年度海岸侵蚀灾害监测和

损失评估工作，我中心于6月13-14日和6

月20-21日分别在辽宁省绥中县和海南省

琼海市举办“海岸侵蚀灾害监测与灾损

评估工作”现场培训与交流会。沿海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信

息中心等17家单位，共计60余人参加了现

场监测培训。

我中心海岸侵蚀灾害业务工作组针

对海岸侵蚀灾害监测技术规程，开展了

标志桩、岸线位置，岸滩断面地形以及

海岸侵蚀陡坎等相关要素的现场测量培

训与交流，针对海岸侵蚀灾害损失评估

技术规程，开展了损失土地、基础设施

（房屋、护岸）、海岸防护和修复工程

投入和旅游价值损失等相关灾害损失要

素的现场调查培训与交流。另外，业务

工作组以辽东湾和大连市沿岸的海岸侵

蚀灾害监测与灾损评估为示例，介绍了

海岸侵蚀的现场监测、数据处理、灾损

评估以及原位监测等相关工作内容。

通过举办

两期现场培训

与交流会，进

一步规范了海

岸侵蚀灾害监

测与评价工作

的技术方法与

要求，提升了

沿海海岸侵蚀灾害监测与评价工作人员

的业务水平，为保障2017年全国首次海岸

侵蚀灾害监测与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了技术支持。

（业务处、海岛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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