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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

日前印发的《“十三五”时期京津
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了
京 津 冀 地 区 未 来 五 年 的 发 展 目 标 。
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修复环境改善
示范区的任务中，提出要强化大气污
染的区域联防联控。

2015 年 底 出 台 的《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规 划》，对 京 津
冀 的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提 出 明 确 目 标 ，
要 求 到 2020 年 ，京 津 冀 地 区 PM2.5

浓 度 要 比 2013 年 下 降 40% 左 右 ，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 64 微克/立方
米左右。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是两会代
表委员热议的一个话题。他们认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攻克的一个难
题就是大气污染。

化解过剩产能推进转型升级

3 月 7 日，河北省长张庆伟在河
北代表团小组会议上针对代表提出
的大气污染治理相关问题进行回应。

张庆伟表示，今年河北省环境保护
的主要目标是：11个设区市 PM2.5年均
浓度较上年下降6%以上；主要河流优良
水质断面比例提高2.76个百分点，劣Ⅴ
类断面比例下降1.37个百分点；化学需
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分别比上年削减1.5%、1%、2%和2%。

张 庆 伟 介 绍 ，过 去 两 年 半 时 间
内，中央财政给予了河北大力支持，
河北省用于治理空气污染的投入已
经达到 240亿元。

去年，河北省 PM2.5的平均浓度相
比上一年下降18.9％，相比前年下降了
28.7％。PM10等出现相应幅度的下降。
今年1月、2月的污染指标出现了更大幅
度的下降，超过20％。预计3~5年内，京
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将明显改善。

然而，河北省作为京津冀乃至全
国大气污染严重、防治任务繁重的地
区，大气环境总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3 月 1 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正式实施。这部法规的实施对
改善河北省大气环境有何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环保厅厅
长陈国鹰在接受采访时说，出台此条
例短期看可能会给河北的经济带来

“阵痛”，长远看对经济是利好，利用
环保倒逼企业转型升级。

河北产能过剩现象较为突出，在
全国人大代表王义芳看来，化解过剩
产能已经到了攻城拔寨、啃硬骨头的
关键阶段。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在化解过剩
产能过程中，应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的顶
层设计，使新产业、新项目能够及时跟
进，提升河北转型动力，保持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在统筹安排大气治理专项
资金时，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安
排。据了解，目前，北京、天津已经分
别与河北省廊坊、保定，唐山、沧州四
市签订大气污染防治合作协议。

环境治理应实现四个统一

要破解京津冀环境 污 染 困 局 ，

三 地 必 须 突 破 行 政 区 划 和 条 块 分
割 的 掣 肘 ，率 先 在 环 境 治 理 上 实 现
统 一 规 划、统 一 标 准、统 一 监 测、统
一执法。

全国人大代表褚现英介绍说，目
前，京津冀三地各自制定《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对区域权限和责任没有
明确表述，污染物排放、排污费收费
等标准不统一。

以排污费标准为例，据了解，北
京 市 已 将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的 排
污 费 征 收 标 准 提 高 至 原 标 准 的
14～15 倍 左 右 。 天 津 市 将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氨 氮 、化 学 需 氧 量 4
项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污 收 费 标 准 平 均
提 高 9 倍 以 上 。 河 北 省 2014 年 出
台 了《关 于 调 整 排 污 费 收 费 标 准 等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提 出 从 2015 年
至 2020 年 分 3 次上调排污费标准，
总的来看收费标准与京津两地存在
较大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包景岭说，目前京
津冀三地排污费征收标准约为 9∶7∶1，
易造成排污企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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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

以联防联控攻克雾霾治理难题

◆本报记者刘晓星

本报记者吕望舒3月9
日北京报道 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今日举行第二次
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的报告。

张德江指出，过去一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推进民
生领域立法。针 对 社 会 反
映 强 烈 的 雾 霾 频 发 、污 染
严 重 等 大 气 环 境 问 题 ，常
委 会 在 持 续 加 强 监 督 工 作
的 同 时 ，积 极 推 进 相 关 法
律 的 修 改 完 善 工 作 ，对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作 出 全 面 修
订 。 条 文由原来的 66 条增
加至 129 条，使法律的针对
性、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明
显增强。

张德江强调，执法检查
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和重

要途径。一年来，常委会共
检查了水污染防治法等 6 部
法律的实施情况。委员长、
副委员长担任执法检查组组
长 ，带 队 赴 地 方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在 常 委 会 会 议 上 作
执 法 检 查 报 告 ，主 持 常 委
会 专 题 询 问 。 注 重 加 强 跟
踪 监 督 ，在 2014 年 开 展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 执 法 检 查 、
听 取 审 议 相 关 报 告 的 基 础
上 ，2015 年 专 门 安 排 听 取
审 议 国 务 院 关 于 研 究 处 理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
告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

告，持续推动加强和改进相
关工作。

在谈到今年常委会的主
要工作时，张德江指出，2016
年是全面建成 小 康 社 会 决
胜 阶 段 的 开 局 之 年 。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将 会 加 强 对 法
律 实 施 情 况 的 监 督 。 检 查
环 境 保 护 法 、食 品 安 全 法 、
水 法 等 6 部 法 律 的 实 施 情
况 ；结 合 审 议 环 境 保 护 法
等 3 个 执 法 检 查 报 告 开 展
专 题 询 问，增强针对性和实
效性；开展水污染防治法实
施情况专题调研。

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提出

持续加强环境执法检查

党政同责牵住环保牛鼻子
史小静

总工会组全
国政协委员日前
建议，将错峰生
产的行业自律行
为变成国家产业
政策。委员们认
为，错峰生产对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峰值、降低能
源 消 耗 有 着 积
极意义。图为委
员们在小组会上
发言。
本报记者邓佳摄

今年两会以来，多位地方党政“一把
手”将话题、关注点放到了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上，且谈得更多、谈得更透、谈得
更专业。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提出，自行加压，
重拳治理大气污染；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书记李建华强调，绿色是宁夏发展的永恒
主题；山西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坦言，要顶
住压力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可以看到，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理念正在
逐步深入到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头脑中。

改善环境质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地
方党政“一把手”责任尤为重要。在各地行
政区域中，党政“一把手”处于领导核心，是
地方解决各项问题的总舵手、总协调。环
保工作涉及经济、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

企业要生存、经济要发展、群众要生活，连
带问题广泛，牵扯利益复杂，解决这样的问
题，尤其需要“一把手”在更高的层面统筹，
以更大的力度部署。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环境保
护“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到中组
部提出“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
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再到去年《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等文件的密集出台，推进环保“党政同
责”的制度安排正日渐完善，有力地推进了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的强化和落实。

在实践层面上，从福建党政“一把手”
共签环保责任状，到内蒙古印发《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越来越多的
地方开始探索环保“党政同责”；从地方党委
书记亲自部署环保工作、亲力抓环保工作，到
上级政府约谈、督查环保不力的下一级政
府，环保“党政同责”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
键。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环
保“党政同责”还将继续释放动能，推进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坚持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构建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海洋
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2015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自然保护区建设和
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结合审议环境保护法执法检
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开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专题调研

检查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制定环境保护税法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开展的与环保相关的主要工作

制图/刘海涛 陈琛

图表内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重大决策。江苏省作为全国
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综合改革的试点
省份，综合改革任务涉及到 20 项。两
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
厅厅长陈蒙蒙向本报记者介绍了改
革试点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进展。

谈垂直管理：
政府环境责任不能弱化只

能加强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
执法垂直管理，是对环保管理体制的
重大创新和突破。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表示，要加快推进生态环保体
制改革，做好顶层设计与基础创新的
结合，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
试，积累改革经验。

作为垂直管理的改革试点省份，
陈蒙蒙认为江苏拥有 3 个基础。首
先，江苏是全国城镇化进程比较快的
省份，遇到环境问题也比较早，环境
管理的工作基础和自身机构网络相
对健全。其次，过去几年，江苏在体
制 机 制 改 革 方 面 积 累 了 一 些 经 验 。
例 如 区 级 环 保 局 的 垂 管 试 点 工 作
等。最后，江苏省被环境保护部确定
为综合改革的试点，环境管理体制改
革与综合改革试点的工作可以有机
结合相互促进。

“垂直管理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
为 环 保 形 成 整 体 化 的 监 管 和 监 察 体
系。”陈蒙蒙介绍，环境监测的垂直管理
要体现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监
察执法垂直管理，则能够使环境监察独
立执法，破除各种因素的干扰。

改革是否会削弱地方政府在环境
保护方面责任？陈蒙蒙给出了答案：

“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环境
保护法律责任只能加强不能减弱。”陈
蒙蒙强调，法律赋予环境保护部门的
职责和各部门所担负的环境保护责任
不能削弱，现有的队伍建设和工作能
力也不能削弱。

陈蒙蒙告诉记者，目前江苏正在
进行摸底工作，将在环境保护部的统
一要求和部署下开展试点方案的制定
和实施。在试点推进方面，江苏省将

在省内个别地区进行试点，在有把
握的基础上推向全省。

谈战略环评：
变“一刀切”为差别化

江苏省另一项环境管理改革的
试 点 工 作 是 区 域 战 略 环 境 影 响 评
价。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规划出空
间、总量、准入“三条铁线”，指导各
地处理好利用环境容量、控制排污
总量、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实
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陈蒙蒙认为，战略环评最具现
实的意义就是不再以“一刀切”的形
式分配减排指标，而是根据不同地

区的承载能力对项目进行控制，科学计
算出区域和重点行业的污染物总量指
标，这就要求战略环评要精准到位。

据陈蒙蒙介绍，按照总量减排要
求，连云港市已经没有容量继续上比
较大的项目。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
比较低，但是小而散的企业占据了环
境容量。目前，江苏省正在连云港市
进行试点工作，就是以战略环评为核
心对其区域产业实施差别化调控、精
准化减排。

谈排污许可制度：
将排污许可证作为“企业的

出生证明”，构建完整的监管体系

把固定污染源特别是重点工业
污染源管好管住，是环保部门最为重
要的“责任田”。

陈蒙蒙介绍，江苏一直在试点排
污许可证制度。针对目前环评存在
的“三同时”执行不到位等问题，江苏
省下一步的试点工作考虑将排污许
可证作为“企业的出生证明”，取代建
设项目环评验收，以质量约束、总量
减排为向导，把建设项目环评、总量
控制、排污权交易、排污收费以及网
格化监管、双随机检查、信用评价等
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有效捏合起来，构
建一套系统完整、权责清晰、高效协
同的监管体系。

改革创新环境管理制度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

◆本报记者童克难

“在改革试点过程中，地
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
只能加强不能减弱。”

——全国人大代表、江
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