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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山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钮少颖、郑晓艳、岳丽、贾晓红、李建宏、段文华、武佳敏、张艳、穆卉、范

晓周、贾丁治、蔡斌珍、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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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向公众开放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向公众开放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开放程序、开放准备、开放实施、

总结反馈和安全保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内在生态环境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程序注册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向公众

开放的工作指导。使用其他渠道向公众开放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环境监测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运用化学、物理、生物等技术手段，针对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海水、土壤、沉积物、固体

废物、生物、噪声、振动、辐射等要素开展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的监测（检测）活动。 

 3.2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Organiza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规范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并能

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专业技术机构。 

4 总则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设置固定或定期开放的区域，并制定参观路线、设置参观通道。 4.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和专（兼）职讲解员负责公众开放活动。 4.2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具备保障参观者安全的相关设备设施。 4.3 

5 开放程序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向公众开放程序包括制定开放计划、开放准备、开放实施、总结反馈四个阶段。

程序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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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向公众开放流程图 

6 开放准备 

制定年度开放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开放时间、开放区域、开放内容、开放形式、人员安排、安全6.1 

保障。开放计划需根据环境管理要求、监测技术进步和实际需求适时更新和调整。 

做好公众开放宣传和动员。制作宣传册、展板、挂图或视频等宣传资料。 6.2 

制定开放内容。开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6.3 

——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基本概况； 

—— 生态环境背景知识； 

—— 生态环境监测原理及方法； 

—— 生态环境监测设备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 污染的危害性； 

—— 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和意义。 

开放内容要注重环保知识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突出科普性，强化环保意识。涉及多个环节、

多种介质的，应进行统筹介绍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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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开放区域。开放区域可设置于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检测）场所，如现场监测点、实验6.4 

室、监测车等，不能对周围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影响，不能影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正常监测活动。开放区

域需保持干净、整洁，无明显异味。不能有涉及安全和保密的物品或数据。 

制定参观路线、设置参观通道。配备路线标志、指引标识、安全警示牌、危险源标识等，并采用6.5 

地面引导线的方式指示参观者在安全区域活动。标志应清晰、醒目，符合 GB 2894和 GB 13495.1 的规

定，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的规定。 

人员组织和培训。根据开放内容对现场工作人员和讲解员提前培训。讲解员应具备以下工作能力：6.6 

熟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专业基础知识，具备较优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普通话水平。 

7 开放实施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向公众开放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7.1 

—— 线下开放； 

—— 线上开放。 

线下开放流程 7.2 

7.2.1 向社会公布开放信息，包括开放时间、内容简介、参观须知和报名方式等。 

7.2.2 组织机构或个人通过“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微信小程序注册登记后预约参观，且需对预约提

供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需实时审核报名信息，及时发布参观名单。 

7.2.3 预约成功的机构或个人按照规定时间、路线参加开放活动。 

7.2.4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组织公众到达开放区域后，登记来访信息，并进行安全提示。要求参观者遵

守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相关管理制度，未经允许不得操作现场设备、电器、仪表、阀门等，不得翻看现

场资料、记录、笔记、报告等，不得随意逗留、单独离队参观。 

7.2.5 开放区域可通过幻灯片展示、手册资料说明、展板和图形展示、沙盘模型演示、视频播放等方

式向公众展示开放内容，使公众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和开放内容有初步认识。 

7.2.6 讲解员组织公众通过现场观摩、实验实操、观后创作、交流座谈和讲解员讲解等多种形式进行

开放内容展示，对于难以直接观看的现场内容，可优先采用摄像头和镜头直播的形式。 

7.2.7 每一项开放内容讲解完毕后，可设置提问交流环节，现场答疑解惑。 

线上开放流程 7.3 

7.3.1 线上开放需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利用媒体、网站、微信、微博等各类平台向社会公开开放内容。 

7.3.2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也可以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微信小程序管理平台上通过实景视频、直

播、录播、动漫、宣传画册等形式向公众介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相关信息。 

8 总结反馈 

线下开放时，可在公众参观完毕后，指导公众采取问卷调查、现场面谈、网络留言、邮件交流等8.1 

方式，收集意见。 

线上开放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需在平台公布在线意见反馈渠道及方式，收集问题和意见。 8.2 

对开放过程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及时修正开放流程，持续改进和提升公众开放质量。 8.3 

9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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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公众开放安全保障制度，配备专门的安全责任人，建立安全责任追究制。配备充足且有效的9.1 

消防、应急等安全设施。 

设置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并保持通畅。对可能危及参观者安全的场所，设立明显的警示标9.2 

志，并对危险或禁入区域进行物理隔离。 

向参观者做出安全防护相关说明，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具，保障参观人员安全。 9.3 

建立公众开放安全应急预案。当安全事故发生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突发状况不具备开放条件9.4 

时，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需及时向公众说明，并公布下次预计开放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