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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晓星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日前向河北省反馈了督察情况。环境保护督察制
度作为生态环保领域一项重大改革，自去年出台以来就备受关注。那么，开
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对于深化环保督政有哪些积极意义？环境保护督察作
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化安排，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完善？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
此次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单位负责人。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举措，是强化地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抓手，是深
化环保督政的重要依托

中央环保督察突出了这样一种责任的归位：地方党委政府对本地区环
境保护负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直接针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党
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并下沉至部分地级市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

在环境保护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副主任刘国才看来，与以往环保督政
相比，中央督察的层级更高，覆盖的范围更广，传导的压力更强，督政的效果
更好。

河北是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首个省份，接下来将有更多的地方接受督
察。“毫无疑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持续开展，有助于将党中央、国务院有
关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压力自上而下、逐层逐级地压紧压实；有助于
从源头上、根本上防止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等思想的滋生和蔓延。”刘国
才说。

在采访中，一些业内专家坦言，一方面，由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内容系
统、重点明确、问题深入，有助于发现地方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各类突出问题、
共性问题以及深层次问题；与此同时，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频次密集、工作持
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地方重点环境保护工作的动态监控和对有关
问题的持续跟进。

应该说，与以往的环保督政相比，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设计是开创
性的。在刘国才看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实施，将会督促地方党委和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起地方党委和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地方政府
的环保部门对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各相关部门
分工负责的环境保护工作新机制。

据了解，目前，福建、湖南、河北等地已参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设
计，制定并印发了省一级的环境保护督察实施方案。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重大问
题、突出矛盾，坚定环境质量改善核心目标

改善环境质量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又是地方党委、政府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应落实的主体责任，同时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
目标。

在环境保护部东北环保督查中心副主任白保柱看来，要深入分析近年
来督察省份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将环境质量持续恶化、改善缓慢以及与国家
要求差距较大的地区和流域作为督察工作的重点。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不能面面俱到，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环境保
护部西南环保督查中心副主任杨为民说。

应该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定位决定了要关注宏观性、全局性的问
题。正如白保柱所言：“要把督察重点聚焦在中央重大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
贯彻落实、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环境问题的处理解决上，聚焦在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改善环境质量的决策、执行、监督责任上。要切合实际、因地制
宜，突出地方特点，明确督察主攻方向。要特别关注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种
情况。”

由于环保工作专业性强、模糊地带多、关联因素多，各方面的出发点和
参照物不同，容易出现杂音和争论。杨为民认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过程
和结果都要经得起各方面和历史的检验，所以必须做到公正客观、实事求
是、高效严谨。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是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如期实现“十三五”环保目
标的重要保障。加快建立和完善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环境保护改革
的当务之急

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理念、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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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通讯员王云 盛芹

清澈的湖水波光粼粼，缕缕水草随波漂
游，湿地芦苇蓬勃丛生，水鸟欢鸣纵情飞舞。
满载游客的快艇划开湖水，穿行在微山湖中。

记者乘坐的是殷昭立师傅开的快艇，他
告诉记者：“从县里2012年组织清理、规范大湖
网箱网围养殖，我就不养鱼了。想着湖里生态
好了，来玩的人肯定多，我就买了快艇接送游
客，现在年收入8万元左右，比当渔民强多了。”

微山岛镇常务副镇长陈雷对记者说：“为
了保护微山湖水质，我们镇从原来的 40000
亩湖区养殖面积压缩到了8000亩，党委政府积
极引导渔民转型，现在全镇生态旅游业年收入5
亿元左右，占到全镇经济‘半壁江山’。”

济宁市南四湖人工湿地管理处主任、微
山县环保局局长李德珍告诉记者：“如今，湖

内水质连续 13 年改善，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
水质，成功跻身全国水质优良湖泊行列。 去年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9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
增幅高于济宁市平均水平。多少年来群众都是
靠湖吃湖，但如今吃法不一样了，用群众的话说
就是，打的生态牌，挣的生态钱，吃的生态饭。”

世世代代靠湖吃湖的微山人，为了一泓清
水北上，清理、规范湖内养殖 ，实现了生态环
保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执行最严排放标准

“污染最厉害的时候，湖水就是酱油色，泛着
白沫，记得 2001年水质最不好的时候，我当时养
的螃蟹刚长到二两多，来了污水，连鱼带蟹全死
了，一次就损失 40多万元，真是从心里恨死污染
了。”提起原来微山湖的污染，微山县永胜河蟹养
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刘林举记忆犹新。

微山县因微山湖而得名，境内微山湖面积
达 1266 平方公里，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重要
的输水廊道和调蓄湖泊，承接苏鲁豫皖 4 省 32
个县（市、区）的来水，入湖河流 53 条，流域面
积 3.17 万平方公里，无入海通道，污染物要全
部就地消化，治污压力可想而知。

围绕建设清水走廊，微山县委、县政府坚
持生态立县战略，成立了最高规格的生态建设
领导小组，将办公室设在县环保局。组织实施

《微山生态县建设规划》，相继出台了《关于建设
生态微山的决定》《生态微山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等系列文件，把指标完成情况列入年度科学发展
考核体系，明确了“一票否决”的硬措施，从严实
行跟踪问效、挂牌督办、责任追究等制度。

“为确保南水北调水质永续达标，我们全
力构筑治用保防控并举的科学治污体系，采用
倒逼机制，对工业企业执行全国最为严格的排
放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的Ⅲ类水标准，在
财力紧张的情况下，累计投入近 10 亿元，建设
日处理污水 4 万吨、生产回用水两万吨的城市
污水处理厂及配套工程，建成企业污水处理工
程 38 个，形成日污水处理能力 22.5 万吨，实现
了县域污水全部处理并达标排放。”李德珍对
记者说。

同时，微山县还实施了退渔还湖、退池还

湖、退耕还湿 34 万亩，在主要河流入湖口都建
设了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先后清理湖内网
箱网围18万亩、水上经营性餐饮船55条、非法货
运小码头108处、畜禽养殖场户136户，规范改造
畜禽养殖场户228户，实现了微山湖及入湖河流
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严守红线严控污染

为保护占全县总面积 2/3 的微山湖水质，
微山县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始终坚持各
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的
原 则 ，沿 湖 15 公 里 内 不 上 有 污 水 排 放 的 项
目。同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
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对污染物超标排放、出境
河流断面水质不稳定达标的乡镇，实施严格
的区域限批。

面对投资 10 多亿元、可以上缴 3 亿元利
税但有污水排放的一个大项目，微山县委、县
政府态度坚决：这样的项目拒绝落地。

同时，微山县以生态建设倒逼经济转型，
下大力气加快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陆续
关停县造纸厂、昊福集团化肥厂、县水泥厂等
20 余家规模以上企业，不断优化和提升船艇
修造、渔湖产品加工、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
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光伏发电并网规模
达到 100 兆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 48 家。
三次产业比例由“十一五”末的 11.4∶50.5∶38.1
调整为 10.3∶46.2∶43.5。

微山县还深入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按照
“减量化、资源化”原则，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发
展到 20 多家，年利用固体废物 200 多万吨。
建成蓄水能力 157 万立方米的截蓄水库，经过
处理后的污水可回用于城市景观和工农业，
有效改善农灌面积 1.5 万亩，重点企业再生水
使用比例达 80%。

依托独特的微山湖生态资源，微山县主
打生态牌，发展湿地游、农家乐、渔家乐，用生
态文明引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微山湖湿地
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湿地”，微山湖景区被
评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下转二版

本报记者丁冬沈阳报道 辽宁省委
省政府近日在《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
调，对产能过剩行业，要加强环境监测
和减排核查等监督检查。

根据《意见》，辽宁力争经过3年~5年
努力，集中力量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攻坚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
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意见》强调，要加大淘汰落后产能

力度，建立健全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
制，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健康发
展。尤其要加大重点行业去产能的工
作力度，严格禁止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
能项目。抓紧落实《辽宁省钢铁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和

《辽宁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
困 发 展 实 施 方 案》，引 导 企 业 主 动 退
出。同时，要加大对违法违规增加过剩
产能企业的整改监督、依法处罚或取缔
力度。要分年度制定全省落后产能淘
汰计划，并落实到各市及相关企业。要

提升产能过剩行业的环保、能耗、质量、
安全、技术、土地等指标的约束性标准，
增加落后产能企业和项目使用能源、资
源、环境、土地等税费成本，加强环境监
测、减排核查和企业执行质量标准等监
督检查。

据悉，为确保在 2020 年底前完成
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主要任
务，辽宁省委、省政府将采取领导约谈、
挂牌督办等方式推动工作落实。对工
作落实不到位的，将按有关规定严肃
问责。

环保压力必须传导到位
闫海超

辽宁强化环保作用去产能
增加落后产能资源环境成本，加强环境监测和减排核查

路、新战略，为建立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指明了
方向，提出了要求。

杨为民提出，在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的过程
中，建议把“建立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作为一
项 重 要 内 容 ，并 确 立 其 在 环 境 监 督 管 理 体 系 中
的核心地位。同时，进一步整合、完善环境管理
制 度 体 系 ，使 国 家 环 保 督 察 和 日 常 环 境 监 管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做 到 无 缝 对 接 ，避 免 工 作 出 现“ 两
张皮”的问题。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在借鉴中央巡视制度
的经验和做法的同时，如何结合环保工作自身特点
和实际实现创新？

“建议建立中央和省级两个层面的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把目前由各省级环保部门组织开展的对市
地级政府的环保综合督察，升格为以省级党委名义
组织开展的对市地级党委和政府的环境保护督察，

做到无缝对接、全面覆盖。”杨为民说。
同时，在杨为民看来，要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规

范、完善国家环境保护督察的程序、标准和方法，把
改善环境质量作为衡量各级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指标，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推动各地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会同组织、纪
检、发改等部门，建立国家环境保护督察评价标准
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职到位的边
界、深度、效果和追责尺度；健全科学发展考核评价
指标体系，进一步明确地方科学发展的质量、效益、
潜力和约束评价标准。

做好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离不开一支高素质、
高水平、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专业化队伍。刘国
才认为，当下迫切需要组织开展相关学习培训，提
高环境保护督察队伍综合能力和专业水平。

保证微山湖水质持续改善13年，微山县实现以湖致富

水碧荷香蟹肥的“两山论”实践

环保压力有没有真正传导到位，直接关
系环境问题能否得到切实解决。根据中央环
保督察组反馈，河北省在落实环保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方面重视不够，环保工作压力在向各
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传导中层层衰减。

问题出在了河北，但估计不唯河北独有。
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甚
至懒政惰政、失职渎职，都是环保压力层层衰
减的表现。这就容易导致环保政策在执行过
程中或走形变样，或注水打折，或成为摆设空
文，或力度明显减弱。这背后，看似没有真正
重视环保，实则是没有深刻理解“两山论”、没

有科学把握发展与保护关系；实则是没有真
正重视科学发展、没有真正重视民生改善。

由于发展理念、执政观念没有切实转
变，在一些地方，落实环保责任，往往成了开
开会、发发文、表表态、做做样。在一些地方
领导那里，对环保工作，说起来重要，喊起来
响亮，做起来往往会挂空挡。尤其是在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情况下，一旦保护和发展之间出现
矛盾，一些地方还是习惯性地让环保让路。

环保压力层层衰减的问题出现在传导
过程中，自然也要在传导过程中加以解决。
制定环境政策后，不能就不问了；作出环境部

署后，不能就不管了；明确环境责任后，不能就
不督了。也就是说，有了方案还要看成效，有
了部署还要抓落实，有了考核还要真问责。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高要求，而是底线
要求、基本要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
题，环保压力决不能在传导过程中层层衰
减，环保责任决不能在落实过程中层层虚
化。根据这一要求，各地传导环境压力，不
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而应拿出实打实
的举措，将环保目标设定得更高，将环境准
入执行得更严，将转型升级落实得更实，将
质量改善推进得更快。

编者按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是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根本大计，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就是在
全党和全社会形成新的发展观、政绩观
和 新 的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并 真 正 付 诸 实
践。本报今日起推出“建设生态文明 引
领绿色发展”栏目，重点聚焦各地通过抓
环境保护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并给人民群众更多
获得感的典型经验，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