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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量提升指导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主要内容如下：

（一）集中审核

市普查办技术组分县（区）对上报数据进行逐一审核。县（区）

普查办安排技术骨干跟踪审核，及时解答报表填报中的问题，并

记录。对于审核发现问题，由县（区）普查办安排人员当场整改

完成。

对各县（区）提交的无法填报 G106-1问题表中的普查对象

开展重点审核。市普查办对审核后生产工艺存疑、G106-1表仍

无法填报的普查对象，组织开展现场核查。

（二）现场核查

针对集中审核中发现的生产工艺、G106-1 填报存疑的普查

对象，组织开展现场核查。通过查阅入户调查记录、普查表、普

查对象基本信息、物料消耗记录、原辅料凭证、生产记录、治理

设施运行和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物产生、排放和

处理处置相关的原始资料，指导核实普查表填报的完整性、规范

性，普查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以及以 G106-1表为核心

的普查表填报的合理性。

（三）重点帮扶

对于数据填报质量较差的县（区）进行重点帮扶。

指导县（区）开展数据审核工作。包括：了解该县（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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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审核和抽样复核工作组织开展情况；摸清该县（区）对省级、

市级数据审核反馈结果整改情况；对县（区）数据开展审核，掌

握该县（区）数据质量整体情况。

指导县（区）加强普查档案管理。包括：普查对象“一企一

档”管理情况；纳入清查名录、入户调查时已关闭企业的建档情

况；普查工作档案整理情况。

指导县（区）骨干提高业务能力。通过与县（区）普查骨干

共同开展工作，采用现场演示、座谈答疑、培训指导等传帮带形

式，提高其业务能力。

六、人员安排

本次质量提升指导工作组由市普查工作办技术组组长领导，

成员为普查工作办人员、第三方技术支持单位相关专业技术人

员，必要时邀请部分专家参加。

七、工作要求

（一）请各县（区）认真组织、积极配合，提前准备好普查

数据库、县（区）部门统计数据、档案资料及工作记录等。

（二）工作组成员需服从组长统一指挥调度，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规范言行。现场工作时必须佩戴两员证件，身着普查

宣传服饰。请各县（区）配合、监督工作组严格落实有关廉洁自

律要求，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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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组在结束指导工作后，应及时总结经验、梳理问

题，以全市为单位形成工作报告，将指导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经验，

在全市进行辐射推广，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数据质量。

附件：1. 濮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无法填报 G106-1问

题表

2. 濮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提升指导集中

审核普查表情况明细表

3. 濮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重点帮扶情况记录

表

4. 濮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提升指导工作

报告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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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濮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重点帮扶情况记录表

指导区域： 县（区）

指导内容 内容 实际情况及存在问题

（一）数据

审核情况

1
数据库质

量情况

普查名录库全面性情况

工业源报表质量情况

集中式报表质量情况

生活源报表质量情况

移动源报表质量情况

G106表的填报情况

2 省级数据审核反馈结果整改情况

3 市县数据审核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4 县区级开展数据抽样复核情况

（二）档案

管理情况

1 工作档案分类整理情况（纸质、电子）

2 大事记材料整理情况

3 普查对象“一企一档”管理情况

4 关闭企业建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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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濮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提升指导

工作报告提纲

一、质量提升指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数据集中审核情况

1. 市级数据质量整体情况

2. 集中审核发现的问题

3. 集中审核发现的问题解决情况

（二）现场核实情况

针对集中审核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开展现场核实有关情况。

（三）重点帮扶情况

1. 县（区）数据质量整体情况

2. 省级数据审核反馈结果整改情况

3. 县（区）组织开展数据审核情况

4. 档案管理情况

含普查大事记材料整理、普查档案分类管理、普查对象“一

企一档”、关闭企业建档工作等。

5. 对县（区）普查骨干质量提升指导情况

二、全市普查工作经验及存在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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