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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调
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
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近
年来，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取得了阶段
性进展，但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仍然偏
小、标准偏低，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
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行动的成效，须进一步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意见》强调，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转
移支付制度，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逐步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
标准，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积极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意见》提出，按照权责统一、合理补
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兼顾、转型
发展，试点先行、稳步实施的原则，着力落
实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
地 等 重 点 领 域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任 务 。 到
2020 年，实现上述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
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
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相适应，跨地区、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
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基
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意见》分领域明确了重点任务。
森林方面，《意见》提出，健全国家和地

方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完善以
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公益林管护机制。

草原方面，《意见》提出，扩大退牧还
草工程实施范围，适时研究提高补助标
准，逐步加大对人工饲草地和牲畜棚圈建
设的支持力度。

湿地方面，《意见》提出，稳步推进退
耕还湿试点，适时扩大试点范围。探索建
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率先在国家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
要湿地开展补偿试点。

荒漠方面，《意见》提出，开展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试点，将生态保护补偿作为试
点重要内容。

海洋方面，《意见》提出，完善捕捞渔
民转产转业补助政策，提高转产转业补助
标准。继续执行海洋伏季休渔渔民低保
制度。

水流方面，《意见》提出，在江河源头
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敏感
河段和水生态修复治理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大江大河重要蓄滞洪区以及具有重要
饮用水水源或重要生态功能的湖泊，全面
开展生态保护补偿，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耕地方面，《意见》提出，完善耕地保
护补偿制度。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
农业生态治理补贴制度，对在地下水漏斗
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实
施耕地轮作休耕的农民给予资金补助。

《意见》明确，将推进七个方面的体制
机制创新。一是建立稳定投入机制，多渠
道筹措资金，加大保护补偿力度。二是完
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制，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研究制定相关生态保护补偿
政策。三是推进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研究
制定以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
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办法。四是健
全配套制度体系，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
基础，完善测算方法，加快建立生态保护
补偿标准体系。五是创新政策协同机制，
研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
场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协同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的新机制。六是结合生态保护补
偿推进精准脱贫，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开
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探索生态
脱贫新路子。七是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不
断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化和法制化。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
化组织领导，建立协调机制，研究解决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加
强督促落实，对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落实不
力的，适时启动追责机制。加强舆论宣
传，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产品有价、保护
生态人人有责的意识，营造珍惜环境、保
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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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
见》近日对外发布。专家认为，这一意见
将使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
化，促进补偿机制更大范围覆盖，充分发
挥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综合运用行政
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各相关方
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此前，我国对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06 年，“十一五”
规划纲要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
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生态受益
者与保护者间的利益关系脱节、补偿范围
偏窄、区域间生态补偿政策和方式不明确
等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坚持
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
向生态补偿制度。

2015 年，我国开始实施修订后的《环
境保护法》，其中明确规定：“国家加大对
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
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目前，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正在共同

推动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工作，通过上下游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
享、合作共治”的机制，更好地运用经济杠
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形成流域保
护和治理的长效机制。

“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环境保护全覆
盖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国家行政学院
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说，建立补
偿机制，只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
依靠市场的机制，建立起谁污染谁补偿、
谁使用谁付费的制度。

这次发布的意见提出从多个方面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包括建立稳定投入机
制、完善重点生态区域补偿机制、推进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创
新政策协同机制、结合生态保护补偿推进
精准脱贫和加快推进法制建设。

专家指出，随着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
善，生态补偿不仅有利于生态保护，更重
要的是有利于建立生态保护者恪尽职守、
生态受益者积极参与的激励机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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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日前公布了今年 3 月~
4 月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反映的环境案
件处理情况。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这些
案件的一些特点。

从案件数量看，今年 3 月~4 月共 9
件，较去年 3 月的 24 件、4 月的 21 件大
幅减少。

从涉及领域看，主要集中于水污染、
大气污染和危废管理问题。据统计，其中
涉及水污染的有 3件，涉及大气污染的有
两件，涉及危废管理的有3件。

从 行 业 分 布 看 ，制 药 行 业 占 比 近
半，涉及山西运城市风陵渡开发区德宝
药物复配有限公司、江苏盐城江苏兄弟
维生素有限公司、江苏盐城大丰海嘉诺
药业有限公司、湖北宜昌东阳光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等。未批先建、未经竣工验
收擅自投产、生产原料及危废贮存不规
范等是这类企业被举报的重要原因。

从问题类别看，9 起案件涉及环评

或验收手续不全、跑冒滴漏问题严重、
治污设施运行不正常、监控设施维护不
规范、防尘措施不到位、危废管理不规
范等。

涉及环评手续和环保验收问题的
有 5 件，有的未批先建，有的未执行环
评批复要求，有的超期试生产，有的未
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涉及危废管理不规范的有 3 件，主
要包括生产原料露天堆放、污泥贮存不
规范、未设识别标志等。

涉及污染防治设施不全、运行不正
常的有 3 件，主要存在治污设施破损、
停运时间长、维护不到位等问题。

从区域分布看，江苏省被举报案件

最多。9 起案件中江苏有 4 件，占比近
半 。 这 4 起 案 件 均 发 生 在 盐 城 市 大
丰区。

从案件处理来看，随着《环境保护
法》及其配套办法的深入实施，总体来
看，各地环境执法力度持续加大。按日
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
留、行政约谈等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其
中移送公安司法机关采取行政措施的
有两件。

针对浙江温州市瓯海梧田鑫隆胶
粘制品加工场污染问题，瓯海区环保局
3 月 16 日对这一加工场作出罚款 9.9 万
元并进行生态赔偿的决定。当晚 8 时，
瓯海区公安部门对加工场实际负责人
张玲妹做出行政拘留 14天的决定。

针对位于山东临沂的山东名扬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污染问题，2 月 5 日，蒙
阴县环保局针对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
污染防治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责令停
止生产，罚款 20 万元，同时依法移交当
地公安机关处理。

数说3月~4月环境案件特点

更积极、更坦诚、更实在，是广大人
民群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迫切要
求，也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更好地承
担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大势所趋。

5 月 11 日，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宣布，即日起按日披露前一日烟气在线
监测指标日均值、渗滤液出水指标日检
测值及炉渣热灼减率日检测值。此举
再次刷新国内垃圾发电行业信息公开
的新标杆，不仅主动公开，还将公开时
限压缩到每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
前 ，这 家 企 业 在 国 内 已 达 到 两 个“ 率
先”，即率先推动采用欧盟 2000 标准建
设垃圾发电项目，率先推行各排放数据
与项目当地环保部门在线联网。

公开，既是出于领先的自信，也是
出于守法的自觉。

去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企业事业单
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重点排污单位
环境信息公开和更新时限都做了强制
性规定。尽管公开已是社会共识，但人
为的秘而不宣、遮遮掩掩、“打太极”也
仍不鲜见。对“揭短者”恼羞成怒，对

“唱赞歌者”笑脸相迎，时下一些企业这
种选择性失明的做法，已经成为惯性。

不 做 亏 心 事 ，不 怕 鬼 敲 门 。 说 到
底，企业不公开环境信息，多是心虚。
如果没有污染或是污染很轻，想必企业
是愿意摊开来讲的。而企业之所以拿

“不愿说”、“不能说”等当借口不公开环
境信息，很可能是躲避监管、逃避责任，
怕公众看到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引起
公愤，而这个秘密就是损害公众利益、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排污。

还有些企业，则是“能不说，就不
说；说半句，留半句”，折射出其“主动”
非真心。态度看似热情了、行动看似积
极了，实质上却敷衍了事，甚至干脆走
形式、走过场。偏偏这只能算是一种

“软性违规”，说他错也没大错，却难以
一一规范，更难以具体问责。

实际上，在当前这样一个人人都有
麦克风、处处可见“随手拍”的时代，一
味想着“捂盖子”，最终只能“捅娄子”。
反过来，说了，才能亮明态度，赢得纠错
时间。聪明的企业家明白，企业既是信
息公开的主体，更是直接的受益者。公
开就像照镜子，能通过别人看到自身存
在的问题，能检验企业管理者的能力水
平，也是与公众实现良好互动的最佳渠
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企业主动公
开环境信息，可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消除公众疑虑，对于树立企业良好的社
会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如光大国际行政总裁陈小平所
说，所谓行业领军企业，不单是规模上
的领军，更重要的是在环境与责任承担
上的领先。公开是理念、是导向。企业
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于己、于人、于社会
都有益。

坦 荡 荡 的 态 度 ，才 更 能 为 企 业
加分。

公开环境信息应成企业自觉
徐琦

北京冬奥组委
办公地日前在新首
钢高端产业综合服
务区首次向媒体开
放。首钢原用于存
放 铁 矿 石 的 16 个
圆柱形筒仓和两个
料仓，经过改造成
为紧凑实用、功能
齐全的办公楼，既
体 现 了 节 俭 的 要
求，也符合奥林匹
克文化追求。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今年 3~
4 月，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陆续反映了
一些环境问题，共 9 件。其中，山西省 1

件，浙江省 1 件，山东省 1 件，江苏省 4
件，河南省 1件，湖北省 1件。

环 境 保 护 部 督 促 地 方 查 清 事 实 ，

依 法 实 施 处 理 处 罚 。 现 将 有 关 情 况
予以公布（详见今日二版），接受社会
监督。

环境保护部公布3月~4月人民群众
和新闻媒体反映的环境案件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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