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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开启八大流域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今年将实施河长制、生态补偿、环境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等工作

◆梁隽 岳植行

继赤水河、乌江、清水江流域生态
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之后，今年起，
贵 州 将 南 盘 江 、北 盘 江 、红 水 河 、都 柳
江 、牛 栏 江 — 横 江（含 草 海）纳 入 规
划 ，全 面 开 启 八 大 流 域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改革行动。

积累了可复制的治水经验

贵州河流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流
域。长江流域包括牛栏江—横江、赤水
河—綦江、乌江和沅江水系，流域面积
11.57 万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省 面 积 的
65.7%。珠江流域包括南盘江、北盘江、
红水河、都柳江水系，流域面积约 6.1 万
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34%。

贵州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流
域水环境保护特别是长江流域水污染防
治工作，每年均把乌江、赤水河等流域作
为重点流域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
护，积累了可复制的治水经验。

贵州省先后在赤水河、乌江流域实
施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在清水江、红枫
湖、赤水河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在全省八
大流域实施河长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后，贵
州省建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联席会议
制度，省分管领导任召集人，省直有关单

位为成员单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重大
措施。

2015 年，贵州省政府先后批准并实
施了《乌江流域水环境保护规划（2015
年~2020 年）》和《乌江流域水污染防治
生态补偿办法》，切实抓好三峡库区及上
游区水污染防治工作。

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下达挂牌
督办任务以及深入推进清洁生产等措
施，贵州切实加强流域工业企业污染治
理，最大限度减少生产废水排放。

贵州省先后关闭了流域内贵阳市五
矿（贵州）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龙
汇纸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6 家高能耗、高
污染企业，共淘汰落后产能 100.7 万吨。
集中整治了乌江重要支流洋水河、瓮安
河，先后对流域内 23 家磷化工、煤矿企
业 实 施 一 厂 一 治 理 方 案 、一 厂 一 处 理
设施。

保障居民饮水安全是环保工作的重
中之重。近年来，贵州省先后完成了地
级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状况评估工作，报请省政府审定施行了

《贵州省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办法》，严
格控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
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

“十二五”期间，全省共安排 7440 万
元环保专项资金，用于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的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治理保护区
内的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目前贵州全

省县城以上所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均
已划定保护区，总数达 163个。

同时，贵州加强镇（乡）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2014 年完成了 100 个示范
性小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分，2015 年完成了乡镇及农村 1000 人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
1200 个 1000 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纳入此次划分工作。

2015 年，贵州省长江流域共布设监
测断面 59 个，47 个河流断面水质达到优
良水质标准，三岔河龙场、赤水河鲢鱼
溪、乌江望水渡口 3 个考核断面水质达
到Ⅱ类。

重点目标为水质保护

“鉴于八大流域总体水质为优良，此
次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重点目标为水质保
护。”贵州省环保厅厅长熊德威告诉记
者，今年开始实施的八大流域改革，将在
赤水河、乌江、清水江取得成效的基础
上，制定各流域生态文明改革工作方案，
实行一域一策。

根据之前的流域改革试点模式，贵
州省将在今年启动实施南盘江等流域环
境保护河长制、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保护
红线制度、农业农村污染整治改革、生态
环境保护监管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工作。

针对八大流域的一、二级支流，贵州
省将深化实施河长制，层层落实州、县、
乡镇水污染防治责任，充分整合资源，强
化部门联动机制，综合推进流域水污染
防治各项工作。对河流环境保护不力
的，将按照《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党政干
部问责暂行办法》进行问责。

按照保护者受益、利用者补偿、污染
者赔偿原则，贵州省将参考乌江、赤水
河、清水江生态补偿办法，结合流域实
际，探索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今后，贵州省将根据各流域生态环
境承载能力，依据生态保护相关规范性
文件和技术方法，确定各流域生态保护
重要区域，划定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红线，
并制定流域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环境准入
制度与管理措施。

按照计划，贵州省将调整传统农业
产业结构，将规模化养殖场纳入建设项
目环境管理，科学规划布局，严格控制流
域内畜禽、网箱养殖规模。同时因地制
宜处置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建立流域
农业农村污染合力整治制度，减缓农业
面源污染。

同时，贵州省将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监管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流域水
体中主要污染物总量管控制度，建立和
完善污染物排污许可制度，对超标、超总
量排放污染物和没有排污许可证的企业
事业单位加大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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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王学鹏

伴着隆隆的机械轰鸣声，一辆辆
满载生石灰的重型卡车来回穿梭，两
台挖掘机挥动长臂，将一铲铲生石灰
与底泥进行搅拌……这是记者日前在
山东省博兴县店子镇张侯村废弃窑坑
处置现场看到的情况。

3 月 31 日，有媒体报道了博兴县
店子镇张侯村废弃窑坑存水污染情况
后，山东省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调
查。截至目前，涉事 7 家作坊式“土
小”企业已被依法取缔。博兴县 6 名
干部被问责，其中店子镇党委书记、镇
长等 3人被免职。

三级联动深入调查

张侯村废弃窑坑水污染事件发生
后，根据山东省政府要求，山东省环保
厅、公安厅、国土厅等部门组成省联合
工作指导组连夜赶赴博兴，对存水污
染处置工作进行现场指导。滨州市政
府成立了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
凯任组长的联合调查组。博兴县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
调查处理领导小组。

经现场调查，窑厂废弃窑坑位于
张侯村北约 1 公里处，地处滨州博兴、
东营广饶、淄博临淄三地交界处。窑
厂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1992 年废弃，
原为当地群众取土烧砖、建房修路的
土源。

窑坑面积 28.3 亩，分为北坑和南
坑。北坑内有积存废水，宽约 20 米，
长约 40 米，水深约 2 米，南坑内没有
积水。

窑坑西侧约 200 米处建有岩棉、
电镀、彩钢瓦表面胶等 7 家作坊式“土
小”企业。紧靠窑坑西侧存有两个炼
油废罐，2013 年废弃。

2015 年，当地政府对窑坑垃圾进
行过清理，并在窑坑东侧和北侧设置
了 500米彩钢板、200米铁丝网。

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在听取初步
调查情况汇报后，要求抓根治本，深入
全面调查，绝不姑息，严肃查处有关责
任人。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
作具体安排部署，要求对废水、底泥及
地下水质进行全面监测，制定综合治
理方案；与相关市进行联合跨界执法，
严厉打击跨界排污行为。对涉嫌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同时追究县镇有关人员责任。

周边地下水未受窑坑存水影响

根据有关部署，省、市、县三级环保
监测部门分别就窑坑存水进行取样化
验，并作了比对分析。

结果显示，甲苯浓度为 10.62mg/L，
Zn 浓度为 62.3mg/L，Mn 浓度为 35.45
mg/L，Ni 浓度为 1.36mg/L。根据以上
数据，判断窑坑存水主要来源于窑坑西
侧原“土小”炼油企业被取缔前倾倒的
生产废水和被取缔后因长期腐蚀造成
的残液外溢，以及周边电镀、彩钢瓦表
面 胶 等 企 业 产 生 的 生 活 污 水 和 生 产
废水。

据了解，该地区农田灌溉全部使用
160 米以下的深井水，环保执法人员分
别对窑坑周边南、北、东 3 个农业灌溉
井 水 质 进 行 了 取 样 监 测 ，结 果 表 明 ：
Mn、Ni、Cu 有检出但未超标，Zn、Cd、
Hg 均未检出，由此判断周边地下水未
受到窑坑存水影响。

经省、市联合调查组核实，窑坑周
边农田以种植粮食为主，间有零星苗
木、蔬菜，粮食作物近三年平均产量均
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废弃窑坑附近土
壤样品的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

值，土壤未受污染。
店子镇党委副书记张志华告诉记

者，窑坑底泥的取样监测结果还没有
出来，现在先采取技术措施对其固化，
装袋转移至经过专门防渗处理的贮存
场所暂存，并安排专人对贮存场所严
格监管，防止衍生次生危害。

记者在窑坑西侧看到，一辆吊车
正在对企业的厂房进行拆除，相关生
产设备散落在地上。博兴县环境监察
大队大队长李清胜告诉记者：“我们对
窑坑周围企业的生产、工艺、排污等情
况逐一进行了调查，共发现 7 家作坊式

‘土小’企业，均无环保手续，公安、环
保联合执法予以取缔，现在拆除的就
是其中一家。”

严肃追责举一反三

针对博兴县店子镇张侯村废弃窑
坑存水污染问题，滨州市依据《党政领
导 干 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责 任 追 究 办 法
(试行)》和《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对博兴县县长殷梅英进行了约谈，对
博兴县政府分管副县长郝波、县环保
局分管副局长王祖学按干部管理权限
分别予以书面诫勉。

博 兴 县 委 召 开 县 委 常 委 会 议 研
究，并报请滨州市委同意，对店子镇党

委书记、人大主席任瑞新予以免职处
理；对店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峰以
及分管环保工作的镇政府专职信访助
理员耿明泉予以免职处理。

滨州市举一反三，专门下发了《关
于对全市范围内废坑进行紧急排查的
通知》，在全市集中开展砖瓦窑坑、矿
坑、自然坍塌坑体及明显低洼地段拉
网式排查整治行动，对有污染问题的
实施彻底治理，对有纳污隐患的废坑
等进行回填造地，同时严厉打击偷排
偷放、恶意倾倒等环境违法行为。

据了解，滨州市政府将对排查整
治情况进行全面暗访督查，并通过媒
体进行通报。把排查整治作为全市联
合 执 法 综 合 整 治 集 中 行 动 的 重 要 内
容，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制定整改方
案 ，限 时 办 结 ，彻 底 消 除 环 境 安 全
隐患。

博兴县从 4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在
全县开展窑厂坑塘倾倒废物排查和整
治工作，要求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集中力量准确摸清坑塘实际现状；
对检查中发现的恶意违法排污、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交由公安机关进
行严肃处理；对存在问题的窑厂坑塘，
科学制定整改措施，倒排工期，确保按
期完成整改，保障环境安全。

山东滨州博兴全力处置废弃窑坑存水污染

严密监测 严肃追责 严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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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昆婷4月7日北京报道
为 进 一 步 落 实《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督促地方强化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环境保护部 2016 年继续组织开展每
月一次的大气污染防治督查行动。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
介绍，2016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华北、
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东北环境保护督
查中心分别对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太
原市、晋中市、临汾市、长治市，内蒙古自
治区赤峰市、乌兰察布市，辽宁省沈阳
市，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山东省济南
市、潍坊市、青岛市，浙江省湖州市，河南
省郑州市、焦作市、平顶山市、濮阳市，湖
北省武汉市、宜昌市，广东省佛山市、江
门市、云浮市，四川省成都市，云南省红

河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昌
吉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五家
渠市等 30个城市进行了重点督查。

各督查组采取明查、暗查相结合的
方式，共抽查各类企业 392 家。部分企
业仍存在违法排污问题，超标排放、不正
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问题相对突
出。现将北京市明珠供热公司等 22 件
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向社会公开通报（详
见今日 2版）。

田为勇表示，各督查组已将上述问
题反馈地方，并督促依法处理处罚并进
行整改。下一步，环境保护部将继续做
好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督促地方做
好相关工作，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积极监督。

环境保护部通报1~2月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督查情况

超标排放等问题相对突出

22件典型案件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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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要求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严格落实环保法推进绿色发展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部公布的22件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本报记者郭薇4月7日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今日
出席全国人大环资委“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深入推进实施环境保护法”座谈会时
要求，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沈跃跃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小康全
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是“十三五”确定的
主要目标。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
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扭转环境恶化趋势，使生态环境质量得
到总体改善，必须推进一场深刻的绿色
变革，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
利实现。

沈跃跃要求，要加快水、土壤污染
防治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构建起以
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法为重点的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
进程。要加大监督工作力度，增强监督
工作实效。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要深入推进环境
保护法贯彻实施，扎实做好环境保护法
执法检查工作。

她强调，各级人大常委会和环资委
要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实行有效监督，
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要紧紧
围绕环境资源 保 护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
的 重 大 问 题 和 突 出 问 题 开 展 监 督 工
作 ，综 合 运 用 执 法 检 查、专题询问、听
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专题调研
等形式，对环境保护领域的重点问题加
强监督。

日前有媒体报道，我国一些地方投入巨资发展清
洁能源却遭弃用，例如在西北地区，大量的风力发电设
备因为一些原因被停用闲置，浪费资源的同时还造成
了经济损失。

事实上，弃风电问题早已存在，也不止是在西北地
区。根据国家能源局的统计数据，2015年，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风电弃风限电问题进一
步加剧，弃风电量达到 339亿千瓦时，全国风电平均年利
用小时数下降到1728小时，比2014年下降165小时。

除了风电领域，在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领域，类似
问题同样存在。清洁能源遭弃用的问题已成为影响我
国能源体系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这个矛盾如果长期存在，不仅影响我国能源结构
的优化，还会影响我国的节能减排减碳工作以及生态
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在化石能源短缺、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为
何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这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
会在实施中面临如此困境？

这其中，既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能源生产中心
和消费中心逆向分布、配套基础设置滞后等客观原因，
也有缺乏规划引导、各相关主体自我利益保护等主观
原因。但深究起来，缺少科学合理制度设计是阻碍政
策落地的根本原因。

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再好的政策也无法真正
落到实处，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矛盾，导致发展的链条不通
畅，有梗阻。因此，打破横亘在供需之间的藩篱、破解当前
清洁能源发展的困境，还须通过创新制度设计来推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
入，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如何落实这些制度，
如何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各方共
同努力。既要重视各项制度的衔接、部门之间的协调
配合，也要重视制度的细化，以及各相关方的责权利划
分，打通“肠梗阻”。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制
度 体 系 ，方 能
确保各项政策
最 终 落 地 ，为
解决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提供
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