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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行立改，边查边改，以认识到
位、措施到位、整改到位为目标，进一
步促进首府环保工作再上新台阶。”这
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李杰翔在主持召开市政府

（2015）第 11 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全市大气和水环境治理综合督察问
题整改意见落实时的会议要求。

立行立改，列出122个环境
问题清单

2015 年 8 月，受环境保护部委托，
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会同内蒙古自
治区环保厅向呼和浩特市政府反馈了
大气和水环境治理综合督察情况，指
出了呼和浩特市环境治理存在的八大
问题。

为了全面落实环境保护部督查组
的整改要求，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发展与保护
并重，以改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为重
点，连续召开 3 次市政府常务会、1 次
市委常委会。

结合华北督查中心环境综合督察
反馈意见，呼和浩特市制定整改方案，
举一反三，列出 122 个环境问题清单，
召开动员大会，对全市环境问题整改
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坚持问题导
向，立行立改，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
了大气和水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切实
解决全市存在的环境问题。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那顺孟和多次
强调，呼和浩特绝不要带毒的 GDP，
在推进经济发展特别是项目建设中要
把转变发展方式放在首位，在招商引
资中要把环境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由
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从前期就
提高项目引进门槛，不允许项目引进
造成环保新的欠账，要做到真抓、真
管、真投、真罚，对企业违法行为要依
法严厉查处、严厉惩治。

李杰翔要求，针对当前环保工作
存在的问题，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一定
要勇于担责，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新《环
境保护法》，积极适应新常态，全面掌
握新要求，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按照环
保重点工作要求的责任分工和时限，
对照市政府环保重点工作检查反馈意
见认真抓好落实，确保整改到位、不留
死角。

呼和浩特市副市长王恒俊先后对
重点企业污水处理情况及市四区大气
和水环境综合整改情况进行了实地督
察。强调要深刻认识反馈意见，正视
反馈问题，加大力度进行整改，确保在
后督察时有明显成效。

王 恒 俊 对 整 改 工 作 提 出 4 点 要
求，要持之以恒。严格按照全市大气

和水环境综合整改方案确定的时间表和
整改标准完成整改任务，特别是立行立
改问题要在年底前见到明显成效，对整
改不到位的绝不放过；要敢啃硬骨头。
对历史遗留的、久拖未决的问题，要想法
设法推动解决；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
机 制 ，确 保 不 反 弹 、不 转 移 ；要 统 筹 推
进。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将整改工作和
自查工作有效衔接，一条一条对、一条一
条查、一个一个改。

综合施策，对三次产业进行
升级改造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针对环保工
作所涉及的各领域，对照国家、自治区提

出的相关要求，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分
门别类提出整治目标、整改计划和实施
方案、保障措施等。

呼和浩特市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步伐，组织编制了“产业升级三年行动计
划”，借助国家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有
利契机，对全市三次产业进行全面升级
改造。

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充分发挥
呼和浩特市在人才、交通、区位等方面的
比较优势，通过加快打造一批“三创”园
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金融保险、总部
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第三产业，
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切实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呼和浩特市加快完善环保设施运行

的相关基础配套，组织实施好在建环保
项目，确保所有环保设施能够满负荷运
转，发挥应有作用。

重点完成市区污水处理厂扩建、新
建、提标、增容工作，有效督促重点企业
污水处理达标排放。加快大、小黑河流
域污水处理的综合整治进度，加快改造
雨污分流工程，加大大、小黑河沿岸主、
次污水管网建设力度，确保各旗（县、区）
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及达标排放。

加强建筑工地施工环境管理，全面
推进建筑工地、道路施工扬尘治理工作，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采取抽查和专项检查
方式，要求全市所有施工工地落实围挡、
物料堆和沙土方苫盖等抑尘措施。

按照“分散归集中、小网并大网”原则，
呼和浩特市在完成计划内 24座分散燃煤
锅炉房拆并整合及煤改气任务的基础上，
全面淘汰市区 6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在全面清理整顿落后产能方面，呼
和浩特市重点针对制药、煤炭物流、重化
工业等污染严重的领域，开展集中整治，
引导企业加快环保节能改造，增设环保
治理设施，节能降耗减污，确保全面达
标。加快淘汰一批污染严重、耗水过度
且没有改造价值的企业，特别是对于一
些行业小、散、乱的企业，凡是不符合环
保要求的，立即予以关停整改。

统筹协调，环保局督察、监察局
约谈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严格督察检查，
对环境违法违规案件主动作为，对重点
难点环境案件进行梳理汇总，按照程序
进行移交移送，合力推进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同时，市监察局约谈 11 名相关单
位负责人，督促春华水务加快污水处理
提标改造进程、出口加工区污水管网建
设、旗县区违规项目建设整改等。

市公安局制定了《关于集中打击食
品药品环境保护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促进了属地环保分局对环
境违法案件的接收处置，目前已处理各
类环境违法违规案件 12起。

呼 和 浩 特市检察院、市法院积极配
合，对环境案件移交移送程序、要件等进行
规范性指导，保证移交移送工作合法合规，
目前新城区鹰翔水泥厂、托县热力公司等
涉案企业已移送市检察院、市法院。

11 月 12 日，李杰翔、王恒俊再次对
全市环保整改工作进行督察，深入检查
了回民区寅龙供热企业、奈林尚苑工地、
金川南区雨污分流及相关企业污水接入
情况等。每到一处，李杰翔都要向企业
负责人详细询问具体整改措施、预期整
改成效、工程建设进展，并现场研究解决
存在的问题。

截至 12 月 18 日，122 个环境问题已
完成整改 90 个。其中，列入 2015 年计划
的 87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81 个，完成率达
93.1%。剩余问题均在积极整改中。

落实环境保护部督察整改要求，举一反三，找出122个问题

呼和浩特对照问题立行立改

本报讯 2015 年，呼和浩特市全面落
实环境保护整治年各项任务，深入开展
环保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采取压煤、控
车、降尘等工作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

今年 1 月~9 月，呼和浩特市一级和
二级天数合计为 225 天，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率 82.4%，主要污染物浓度同比均
明显下降，其中细颗粒物同比下降 0.008
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同比下降
0.017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同比下降
0.015 毫克/立方米，氮氧化物同比下降
0.008 毫克/立方米，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为 4.91。

呼和浩特市全年中有半年是燃煤
期，这样的蓝天成绩单得益于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净化措施。

积极推进气化呼和浩特工程，2015
年，呼和浩特市计划拆并整合及燃气化
改造的燃煤锅炉房 24 座，超额完成两
座，共涉及供热面积 157.81 万平方米，其
中拆并整合 15 座，涉及供热面积 72.45
万平方米；燃气化改造 11 座，涉及供热
面积 85.36万平方米。

大力推进机动车污染治理工程，呼
和浩特市建立了机动车监控局域网络，
完善了机动车环保监控平台和信息管理
系统，实现了机动车环保检测站与国家

和自治区、市三级环保部门联网，提升了
远程在线监管能力。截至 11 月 15 日，全
市已淘汰黄标车 6573 辆，其中 2005 年年
底前注册营运类黄标车 2822 辆，非营运
类黄标车 3751 辆。

为严控建筑及道路扬尘污染，呼和
浩特市检查各类运输车 2790 辆，查扣带
泥上路、沿途遗撒车辆 200 辆，对全市 92
个商砼混凝土拌和站进行了监督检查。
严格治理建筑工地扬尘，对建筑工地围
挡设置、建筑材料堆放、建筑垃圾存放、
回填土方遮盖、废弃散体物料抛撒等工
地建设行为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对施工现场出口按要求进行了硬化处
理，并配备了自动冲洗设备，基本做到了
所有出场车辆不带泥出场。

同时，呼 和 浩 特 市 加 大 道 路 清 扫
和 建 筑 垃 圾 清 理 力 度 。 共 出 动 作 业
车辆机具 100 余台，作业人员 650 余人

（次），累 计 清 理 污 染 路 面 面 积 两 万 多
平 方 米 ，整 治 建 筑 垃 圾 52 万 多 立 方
米。 康舒宁

本报讯 按照《“十二五”主要污
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要求，呼
和浩特市通过积极实施工程减排、结
构减排、管理减排等多项措施，全面
推进“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

据统计，2011 年~2014 年，呼和
浩特市共削减二氧化硫 9881.5 吨、氮
氧化物 27166.9 吨、化学需氧量 3484
吨、氨氮 119.3吨。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列入国家
减排目标责任书项目共 31 个，已于
2014 年全部完成，列入自治区减排

目标责任书项目共 67 个，目前已完
成 63 个，其他 4 个正在推进中，预计
2015 年年底全面完成。

此外，全市 18 台共 770 万千瓦火
电机组全部完成脱硫、脱硝、除尘改
造；城发、富泰等供热企业 4 台 400 蒸
吨 锅 炉 脱 硫 、除 尘 工 程 完 工 ，27 台
2200 蒸吨锅炉基本完工；重点工业
企业共 13 台 1305 蒸吨锅炉脱硫、脱
硝工程完成，3 台 500 蒸吨锅炉脱硫、
脱硝工程正在推进中。

沈碧罄

本报讯 2015 年，呼和浩特市
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管网
建设，解决污水直排问题，降低污
染物排放浓度。

在 充 分 利 用 2014 年 建 成 的
金桥污水处理厂及正在实施的公
主府、辛辛板、章盖营污水处理厂
提标扩容工程和班定营污水处理
厂续建工程的基础上，呼和浩特
市新增加污水日处理能力 11 万
吨，并将出水标准提升至地表水
Ⅴ类功能区标准，从根本上解决
污水直排问题。

呼和浩特市将一部分污水通
过铺设临时管线接入班定营污水
处理厂进行处理，另一部分通过
分流进入土左旗境内的海流水库
进行自然净化，采取应急措施降
低污染物浓度。

同时，呼和浩特市加快推进
大、小黑河流域污水处理综合整
治工程。金桥开发区污水泵站出
水管道工程 102 省道南延伸段已
开始施工，目前已铺设管道 1800
米。小黑河沿线 24 公里收水管
网已完成 19.8 公里，剩余 4.2 公里
正在协调征地拆迁。金川南区 3
个（阜丰、齐鲁、天皓）排污口接入
班定营污水厂 2.5 公里管工道程
已铺设管道 2.44公里。 康舒宁

本报讯 按照全 市 大 气 和 水 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要求，呼和浩特市
土 默 特 左 旗（以 下 简 称 土 左 旗）积
极 推 进 沙 尔 营 煤 炭 物 流 园 区 整 改
工作。

土左旗对 物 流 园 煤 炭 企 业 实
行 24 小 时 不 间 断 巡 查 ，要 求 煤 炭
企 业 只 出 煤 、不 进 煤 ，运 煤 车 辆 必
须 用 苫 布 覆 盖 ，煤 堆 实 行 喷 淋 固
化，装卸过程即时喷淋。对煤炭企
业的环保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
投入运营。

截至目前，土左旗在沙尔营煤炭
物流园区整治工作中，共出动执法人
员 330 人（次），整改煤炭企业 56 家，
对 现 储 煤 27 家 企 业 下 达 催 告 通 知
书，37 家煤炭企业现已有 12 家清理
完设备及储煤，17 家煤炭企业场地
煤炭已清理完。

据了解，煤炭物流园 64 家煤炭
企业共计存煤 80 万吨，目前已外运
煤 炭 70.5 万 吨 ，现 场 地 存 煤 9.5 万
吨。下一步，土左旗将进行后续清理
工作。 贾晶

本报讯 近年来 ，呼 和 浩 特 市 新
城 区 通 过 一 系 列 行 之 有 效 的 措 施
全面推动生态区建设工作，于今年
顺 利 通 过 国 家 级 生 态 建 设 示 范 区
技术评估，5 项基本条件和 22 项建
设指标全部满足国家考核的标准要
求。

新城区是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首
个创建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的地
区，也是全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城区
创 建 国 家 级 生 态 建 设 示 范 区 的 地
区。多年来，新城区紧紧围绕打造
宜 居 城 区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优 化 产
业结构的奋斗目标强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工作取得了新突破、新成
果 ，助推首府生态文明建设迈上了
新台阶。

为推进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新 城 区
全 面 实 施 大 青 山 前 坡 生 态 保 护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治 理 总 面 积 达 150 平
方公里，新城区占 85%，共 127 平方

公 里 。 新 城 区 流 转 了 10 万 多 亩 土
地 ，栽 植 各 类 苗 木 1000 万 株 。 同
时，加大大青山前坡地区污染企业
治 理 力 度 ，共 关 停 取 缔 污 染 企 业
152 家 ，拆 除 排 污 设备 162 套，区域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全面降低碳排放，积极完善废
水、废气、噪声污染防 治 ，提 高 治 理
水平。2010 年以来，新城区废水处
理 能 力 增 加 了 3.6 倍 ，通 过 燃 煤 锅
炉拆并整合、煤改气及脱硫除尘等
有 效 措 施 ，每 年 可 削 减 二 氧 化 硫
1000 多 吨 、氮 氧 化 物 190 多 吨 ，减
排粉尘、烟尘近 1000 吨，城区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

同时，新城区加强综合整治，对
沿山乱挖滥采形成的 8 个沙坑进行
了彻底整治，通过植树绿化、整平沙
坑、护好边坡等措施，消除地质灾害
隐患，恢复生态环境。

朱瑞祥

本报讯 结合环境保护整治年任务
部署，2015 年，呼和浩特市环保局积极
推进环境执法检查工作，严格执行新《环
境保护法》及相关配套法规，重拳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保障环境安全，不断提升首
府环境质量，维护群众环境权益。

通过采取日常检查、节假日督察和
夜查等方式，呼和浩特市对重点企业污
染物排放量、污染治理情况细化建档，定

人、定责，分片负责，确保污染治理设施
正 常 运 转 、污 染 物 达 标 排 放 。 加 强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投诉的处理，
按期转办回复信访案件，做到件件有回
音、件件有结果，进一步推进执法信息公
开。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每两个月开展一
次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对重点环境
风险隐患企业、饮用水水源地和重点区

域流域环境风险隐 患 排 查 ，并 对 存 在
环 境 风 险 隐 患 的 企 业 进 行 复 查 。 依
法 运 用 查 封 扣 押 、按 日 连 续 处 罚 、限
产 限 排 、停 产 整 治 、行 政 拘 留 等 手 段 ，
重 拳 打 击 违 法 排 污 等 突 出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做 到 严 查 、严 处 、严 惩 ，从 源 头
上 消 除 环 境 隐 患 ，确 保 新《环 境 保 护
法》的 执 行 落 到 实 处 ，深 入 组 织 开 展
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回头看工作，夯实环
境执法监察成果。

截至 11 月 15 日，今年呼和浩特市共
出动监察执法人员 1642 人（次），排 查
企 业 568 家（次），查 处 违 法 企 业 45
家 ，约 谈 违 规 企 业 12 次 共 36 家 ，移 交
纪检委约谈企业 12 家，移交法院强制
执 行 1 起 ，移 交 移 送 公 安 机 关 处 理 12
起，行政拘留 8人（次）。 康舒宁

本报讯 呼和 浩 特 市 积 极 借 助
“互 联 网 +”行 动 的 有 利 契 机 ，在 环
境 宣 教 和 机 动 车 尾 气 检 测 方 面 逐
步提升环保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

呼和浩特市强化机动车环保检
测网络化管理，实现了机动车环保检
测站与国家和自治区、市三级环保部
门联网，对机动车排气检测中的数据
采集、检测结果判定、异常数据预警
等进行全方位监控，提升了远程在线
监管能力和机动车尾气检测智能化
水平。

随着“呼和浩特环保”微信公众

平台正式上 线 ，呼 和 浩 特 市 环 保 工
作 已 构 建 了 门 户 网 站 、官 方 微 博 、
官 方 微 信 的“ 一 网 双 微 ”宣 传 格
局，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双
管 齐 下 ，进一步加大了线上宣传力
度，提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环境
宣传水平。

同时，呼和浩特市充分运用新手
段提供环保服务，使公众及时了解环
保工作动态，不断提升环保关注度与
影响力，传播环保正能量，真正发挥
公众平台的宣传教育作用，不断推进
全市环保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康舒宁

全面推进污染物减排
31个国家减排目标责任书项目全部完成

提标改造+管网建设

新增污水日处理
能力11万吨

土左旗全力整顿煤炭物流园
整改 56家煤炭企业，外运煤炭 70.5万吨

打造宜居城区 改善环境质量
新城区通过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技术评估

尾气智能化检测 宣教形成“一网双微”格局

环保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

运用新法严打违法行为
查处违法企业 45家，约谈违规企业 36家

控车降尘治理大气污染
淘汰黄标车 6573 辆，整治建筑垃圾 52万立方米

图为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常军政（前右二）调研呼和浩特市环保工作。

公开反馈 8月，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向市政府反馈大气和水环境治
理综合督察情况，指出八大问题。

落 实 8月，连续召开3次市政府常务会、1次市委常委会，出台整

治方案，列出122个环境问题清单。

整 治 8月，关停沙尔营煤炭物流交易中心56家无证煤场。

9月~10月，检查企业 1088家（次），立案处罚 50家，罚款

214.76万元，约谈污染企业15家，关停取缔28家。

11月，拆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内31家违法建材企业。

环境问题整改情况

●

●

●

◆本报记者杨爱群 通讯员云素枝

● 截至12月18日，122个环境问题已完成整改90个。其中，

列入2015年计划的 87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81个，完成率达

93.1%。剩余问题均在积极整改中。

成 效

呼和浩特市开展大青山前坡污染企业综合整治行动，图为工作人员正在
拆除选金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