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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海口报道 根
据海南省生态环保厅日前印发的《2016
年海南省环境监察工作计划》（以下简称

《计划》），海南将从创新执法机制、强化
环境监管、提升执法效能等 7 个方面，全
面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工作。

海南将不断规范环境监管，加大环
境执法力度。按照《计划》，海南将制定
出台《海南省环境保护“黑名单”企业管
理办法》等系列执法监察制度，依法查处
各类环境违法案件，坚决遏制未批先建、
不落实“三同时”制度、偷排偷放、非法排
放有毒有害污染物等恶意违法行为，通
过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移送移交，
增强环境执法的威慑力。

在执法机制方面，《计划》提出，海南

将开展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按照“属
地管理、分级负责、无缝对接、全面覆
盖、责任到人”的原则，逐步规范全省
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实现全省
环境监管全覆盖。

《计划》还提出，海南还将围绕建
设项目和污染源现场监督检查工作、
生态和农村环境监察工作、环境违法
行为查处等环境监察日常工作，全面
做好环境监察稽查工作。

此外，海南还将加强信息公开，设
立“环境违法曝光台”等信息公开专
栏，建立案件信息上报制度，及时、准
确公开行政处罚信息、超标企业名单
及处理情况，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
监管力度。

海南全面部署环境监察工作
加大查处力度，增强环境执法威慑力

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

采取更严格措施保护野生动物

4月27日上午，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
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
案”）进行了分组审议。

二审稿在“总则”未变的
情况下，主要进行了5个方
面的修改。常委会组成人员
在审议时认为，修改内容是
对初稿的完善。

此次修改明确，只有因
物种保护人工繁育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确有需要时，
才可采用野外种源，并遵守
本法有关特许猎捕证的规
定；为其他目的人工繁育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都
不得采用野外种源。对于人
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一些
人工种群，此次二审稿中规
定，可通过调整《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将其移出
这一目录，实行与野外种群
不同的管理措施。

二审稿同时明确，对于
猎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的审批权不下放，仍由国务
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
准。

建议禁止食用国家保护名录中的一些野生动物，对食用行为本身做禁止性规定

在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以及专业委员会成员对修订草案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欧阳
昌琼指出，现在的草案更多的是对生产
和经营者的限制性规定以及处罚，建议
明确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中的一些野生动物，对食用行为本
身做禁止性规定，让行为主体也受到处
罚，才能够更好地禁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对此一些代表、委员也表示，这些年
来，滥食野生动物的现象没有得到很好
的遏制，在某些地区呈现出愈演愈烈的
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
惩戒措施。

有代表指出，对猎捕、杀害、收购、运
输、出售国家保护濒 危 珍 稀 野 生 动 物
的 行 为 ，我 国《刑 法》及《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中 都 规 定 了 严 厉 的 处 罚 措 施 。
近年来，执法部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并且从重
处 罚 捕 猎 、杀 害 濒 危 珍 稀 野 生 动
物 的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但 吃 野 味 并
不 在 法 律 禁 止 之 列 ，导 致 吃 野 味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形 成 对 野 生 动 物
需 求 的 市 场 ，导 致 一 些 见 利 忘 义
的不法之徒铤而走险。如果不在
食用上加以限制的话，可能会反过
来导致捕猎和杀害、出售行为难以
得到更好的控制。

要明确野生动物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的具体范围，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修订草案”规定，人工种群不再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管
理。对此，周天虹委员表示，实行了与野
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野生动物就从
法律上分成了两个概念，即人工种群和
野外种群，这也是这次法律修改的比较
大的变化之一。

“这样人为地将野生动物划分成两
类，不是生物学上的分类意义，而是动物
被利用的意义，确实也是我国当下的现
实。但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必
须注明清楚哪一种动物只保护野外种群，
比如梅花鹿；哪种动物既保护野外种群，还
要保护人工种群，比如说老虎，不管是野

外 种 群 还 是 人 工 种 群 ，都 必 须 得 到 保
护。”周天虹说。

周天虹指出，对于野生动物的人工
种群和野外种群，由 于 现 在 没 有 生 物
学 上 的 鉴 定 分 别 ，监 管 就 更 要 严 格 ，
否 则 借 人 工 种 群 的 名 义 而 捕 猎 野 生
动 物 的 现 象 就 会 出 现 ，“ 所 以 我 建 议 ，
在‘法律责任’中要加入一条，即以人工
种群之名，实际是利用野外种群的，法律
要加重处罚。”

在审议中，周天虹委员指出，“修订
草案”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对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野外考察或拍摄电
影录像的，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其授
权的单位批准并且遵守有关的法律
法规规定，但对外国人和中国境内
一些组织和机构或者单位合作或授
权国内一些单位进行拍摄的行为，
并没有做出相应限制。如果不做出
规定的话，此条文很可能成为一纸
空文，建议对这方面加强限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
湘也赞成周天虹委员的建议，他进
一步指出，批准权应该掌握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手
中，不应做过多授权。否则可能产
生一些权钱交易行为。

针对当前的放生活动，建议增加关于规范管理合法放生、禁止随意放生的内容

“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
义务，有权向有关部门和机关举报或控
告违反本法的行为。对此规定，万鄂湘
建议应该增加公益诉讼的渠道。他指
出，对动物的捕杀，如果没有专门组织提
出公益诉讼的话，仅靠个人举报或控告，
很难达到严管严查的目的。

任茂东委员说，在草案中建议增加
禁止不规范的放生的规定并且增加相应
的处罚规定，有些人借保护动物之名随
意放生，给他人和其他动物造成了极大
的伤害。

“放生的本意是保护动物的生命，但
需要科学指导，否则对生态环境将带来
不良影响。盲目放生还会带来严重后
患，有人在居民生活区放生蛇蟒，更有人

把凶猛的外来物种在国内的自然环境中
放生，其行为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
破坏。”任茂东委员说。

闫小培委员也表示，建议增加关于
规范管理合法放生、禁止随意放生的内
容。生态系统是一个很精密、相互关联
的体系，随意添加或者减少其成员或改
变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都会对生态
系统的稳定和健康造成危害。

“动物的放生行为应该是一种严格、
科学、专业的活动，而不应该成为一种随
意、大众、作秀的活动。不当的随意放生
活动，既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甚
至酿成生态灾难，也对被放生的动物本
身造成伤害，随意放生就相当于杀生。”
闫小培委员说。

闫小培委员建议可从两个方面予以

考虑：
一 是 放 生 是 一 项 专 业 性 的 工

作，应该由野生生物保护专业机构
实施，并且对放生的生态影响进行
评估，个人、民间机构和宗教团体的
一般放生活动应当禁止，确有特殊
必要的应报放生地当地野生动物保
护专业部门，经主管部门评估其对
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后予以批准或
否决。即使批准放生，活动也应由
主管或评估部门工作人员现场监
管；二是大规模、风险性较高的放生
以及外来物种投放活动，即使是当
地政府部门组织的，也要由国家层
面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估
以后进行，当地政府部门无权随意
实施。

建议增加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检测和救护体系建设内容，实现疫源疫病信息化管理

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委员建议，应在
有关条款中增加“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检测和救护体系建设”的内容。他指
出，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野生动物
与人、畜禽之间接触频繁，而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的广泛性、多样性、流动性等特
性，不仅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和畜牧业
等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还直接影响到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生态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
“这些野生动物由于生活习性不同，

生存环境各异，因此携带的病原体非常
复杂，形成一个庞大的传染病源体库。
近年来，诸多研究资料表明，许多畜禽和
人类的疫病都来源 于 野 生 动 物 ，所 以
要 加 强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的 信 息 化 管
理 。”艾 斯 海 提·克 里 木 拜 委 员 说 ，目
前 国 家 级 疫 源 疫 病 监 测 站 实 行 信 息

化管理，通过网上测报系统，使野
生动物疫情能够第一时间到达国
家层面，完全实现了“早发现、早控
制、早处置”的防控目标，但是地方
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信息管理平台，
建议增加地方野生动物病原疫病信
息化平台，实现疫源疫病的信息化
管理，提升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防
控水平。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举报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统筹监管机制

董中原委员建议建立对发现、举报
以及打击危害野生动物行为奖励的机
制，他的理由是：奖励发现、举报以及打
击危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包括物质奖励
和精神奖励等，让正面行为得到政府和
社会肯定，可以有效激发更多公众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如果可能，应
建立全国统一的举报机制。

车光铁委员建议 进 一 步 健 全 和 完
善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统 筹 监 管 机 制 。 他
指 出 ，“ 修 订 草 案 ”明 确 了 林 业 和 渔 业
对 陆 生 和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监 管 的
主 体 责 任，但在实际执行中，对两栖野
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因条块分 割 管 理 ，
极 易 造 成 监 管 交 叉 、保 护 不 当 和 责 任
盲 区 等 现 象 。 而 且 从 教 育 、管 理 、监

督、保护、处罚等各环节综合保护的
角度看，还涉及教育、工商、海关、畜
牧、检验检疫、公安等多个部门。他
对此建议，在明确对两栖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责任的同时，进一步建立
健全综合协调和整体联动机制，加
强部门间的沟通配合，统筹做好保
护工作。

本报记者王轶慧哈尔滨报道 《哈尔滨
市燃煤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日
前经黑龙江省人大批准予以公布，并于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条例》对燃煤污染防治工
作主体责任、燃煤消费总量控制、燃煤质量监
管、燃煤设施、燃煤使用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
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切实解决哈尔滨市燃
煤污染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

燃煤污染防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治理。《条例》首先规定
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对燃煤污染防治工作负
总责，并负责《条例》的组织实施，区、县（市）
人民政府在各自辖区范围内负相应责任。同
时，《条例》也规定了发改委、工信委、环保、市
场监管、供热、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各自承担
的责任，并规定燃煤生产、加工、储运、购销、
使用单位和个人也要履行相关义务，共同保
护大气环境质量，充分体现了燃煤污染防治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同治理”的原则。
《条例》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燃煤污染大气

环境行为进行监督、举报，环保、市场监管部
门应建立燃煤污染防治举报制度。

燃煤消费总量控制是减少燃煤污染最重
要、最根本的措施，国家和黑龙江省均对降低
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出了明确、具体
要求。《条例》设专章规定，哈尔滨市政府应当
制定燃煤消费总量控制规划，确定目标。对
不 能 实 现 燃 煤 消 费 总 量 控 制 目 标 的 区、县

（市）政府，将暂停审批这一地区新增燃煤消
费总量的建设项目。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
染燃煤项目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供应和推广力度，推广使用新能源技术，
提高城市清洁能源使用比重。

据了解，在 2017 年底之前，哈尔滨市禁
燃区内工业企业 143 台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生
产锅炉将改用清洁能源；完成哈药集团、物业
供热集团、哈投集团等企业优质煤的统一配
送；减少低质燃煤使用总量 1800 万吨，增加
替代优质煤 1320 万吨，燃煤消费比重降至
65%以下。

燃煤锅炉吨位越大，燃烧效率越高，单位
能耗越小，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越低。《条
例》规定，在哈尔滨市建成区和建成区以外的
工业园区内，不得新建、扩建容量低于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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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污染防治是系统工程

燃煤消费实行总量控制

实行更严格的锅炉吨位限制

定期公开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5 蒸吨、29 兆瓦的燃煤锅炉，燃煤锅炉
吨位的要求，比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规定的“禁止新建每小时 20 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的吨位限制更加严格。

燃煤质量管控是燃煤污染防治的重
要手段，《条例》规定，市场监管、环保行
政部门要将燃煤质量纳入年度抽检计
划，对销售、购买和使用的燃煤质量进行
抽检，并设定了法律责任，同时加强了对
居民用煤市场的监督管理，从用煤源头
上加强煤质管控。

《条例》规定，销售、燃用不符合质量

标准燃煤的，没收燃煤和违法所得，并
处 以 货 值 金 额 1 倍 以 上 3 倍 以 下 罚
款。对低于规定标准在用的燃煤锅炉
未在规定期限内并入集中供热管网或
者改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由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拆除燃煤
锅炉，并处以两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罚款。

《条例》还规定，电力、钢铁、水泥
企业和集中供热等燃煤使用单位，必
须定期如实公布燃煤数量、质量情况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方式、总量、
超标排放等情况，以及燃煤污染防治
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
督。

本报讯 应江苏省句容市环保局邀
请，江苏省环保厅苏南督查中心副主任
殷琨日前在句容市环保局开办了一场环
保法律知识讲座，句容市环保局中层副
职以上干部和环境监察大队全体人员参
加了为期 1天的封闭培训。

殷琨从《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
治法》和暗管偷排、直排、稀释排放、危险
废物转移、污泥非法处置、重金属废水污
染水体及化工废气排放监管重点等几个
方面，分析和讲解了当前环境违法行为
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现场督查执法工作技
巧。在总结多年督查执法经验的基础
上，殷琨介绍了自己在工作中 3 个方面

的深刻体会，即现场执法要细、现场情
况要熟、现场工作要勤，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

来自句容市环境监察大队开发区
监察所的武欣说，1 天的讲座虽短，但
所讲内容深入浅出、生动具体、针对性
强，不仅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具有较
强的指导意义，让我们开阔了视野、拓
宽了思路，受益匪浅。

据了解，《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
染防治法》出台后，句容市环保局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培训力度，进一步
提高了环境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徐波 张媛

句容法律讲座为干部职工“充电”

开阔视野 掌握利器

本报记者郭薇

与“修订草案”初稿
相比，此次二审稿做了
一些更加严格的规定：

一 是 禁 止 生 产 、经
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
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
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制作的食品。

二是禁止食用非法
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 动 物 及 其 制 品 。 同
时，二审稿明确了违反
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
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与《野生动物保护法
（修订草案）》初稿相比，此
次二审稿对野生动物保护
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图为青海省青海湖那仁湿
地的黑颈鹤。资料图片

相关链接

二审稿有哪些变化？

地球不仅仅属于人类。保护野生
动物，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