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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岳靓 记者冯永
强榆林报道 以“建设生态文明，
圆梦绿色中国”为主题的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大讲堂近日在陕西
省榆林市举行。活动紧紧围绕
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
署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各地生态
文 明 创 建 的 工 作 需 要 ，组 织 开
展一系列理念传播、政策解读、
创 建 指 导 及 产 业 对 接 活 动 ，是
落 实 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
求的具体举措。

据 悉 ，大 讲 堂 活 动 从 2016
年 ~2021 年，历时 5 年，贯穿整个

“十三五”时期。榆林是本次活动
的第三站，也是参加人员最多的
一次。本次大讲堂邀请环境保护
部原总工程师万本太，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副所长常纪文，中国行政 体 制
改 革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国 家 行 政
学 院 教 授 汪 玉 凯 ，分 别 围 绕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新 路 径 、生 态 文 明
建设与绿色发展以及国家生态
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进行了
精彩的讲座。本次大讲堂活动主
办方同时带来了十多家企业以及
其他金融机构在会后组织专场对

接会，与本地的各项环保项目进
行面对面交流。

在我国能源化工重要基地的
榆林市，专家的授课使当地各级
领导很受启发，盛赞这一活动是
一次绿色发展的思想盛宴，给榆
林今后的转型发展送来了绿色的
指引；而一批节能环保项目的洽
谈合作，更为当地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送去了新风，是一场生态文
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及时雨。定
边县副县长李建宁告诉记者，这
次生态文明大讲堂让大家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背景、理论、道路、模
式等有了认识和提高，在未来的
工作中将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
重要位置，同经济、政治、文化建
设同部署。

本次大讲堂活动由中国环境
报社主办，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指导，宁波德安生态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协办。榆林市委、
市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市人大、
市政协环资委主任、各县区分管
环保工作的县（区）长、市环保局
机关、局属事业单位全体人员，各
县区环保局主要负责人、全市重
点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建设生态文明 圆梦绿色中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讲堂走进榆林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坡
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坡是大青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组成部分，是重
要的水源保护地。由于多年人为破坏
和自然原因，2012 年综合治理前，大青
山分布着 235 家砂石采矿企业，形成 31
处沙坑，土地破坏面积累计达 154.72 公
顷。因环境治理欠账多，沿线村庄垃圾
堆放、污水横流，有多家泔水和垃圾猪
饲养场，建厂 50 余年的鹰翔水泥厂成
为城市上风口重点污染源。遇到刮风
天，整个区域黄沙肆虐，严重影响呼和
浩特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环境保护
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向呼和浩特
市公开反馈综合督查情况时，也指出大
青山自然保护区存在关停废弃多年的
采石场依然裸露，生态破坏没有得到及
时修复等问题。

2012 年以来，呼和浩特市举全市之

力，把大青山南坡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作
为重中之重。5 年来，自治区党委常委、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那顺孟和先后主持
召开 7 次专题会议，6 次在专项报告上
批示，多次亲临现场督导推进。治理工
程规划东西长约 45 公里、南北平均宽
约 3.4 公里，规划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
涉及 26个村庄，约 5.43万人。综合督查
反馈后，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连续召开 1次市委常委会、3次政府常务
会，在推进综合督查整改工作中，进一步
加大大青山南坡综合治理工作力度。

督察期间，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
组通过听取汇报、调阅资料、现场调查
等方式了解到，大青山南坡综合治理工
程取得重大进展。5 年来，累计完成投
资 72.83 亿元，植树 1290 万株，种草 1.5
万亩，绿化荒山 6.5 万亩，森林、草原生

态建设面积约 118 平方公里，大面积的
植被恢复，逐渐形成山前小气候，降水
明显增多。通过几年的攻坚克难，取得
显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把昔日满目疮痍的矿山荒地变成呼
和浩特北部亮丽风景线。新的历史条
件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如何不欠新
账、多还旧账，实现发展与保护共赢，是
摆在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重大任
务。那顺孟和在介绍大青山南坡治理经
验时强调，关键是一个政绩观的问题，核
心是能否将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真正落到实处。

9 月 11 日，督察组组长陆浩，环境
保护部副部长、督察组副组长翟青在与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自治区
政府主席布小林就督察报告主要内容
交换意见时，充分肯定大青山南坡治理
进展，希望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效。9月20
日，李纪恒深入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南坡生
态综合治理区，实地考察生态保护建设情
况，要求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擦亮生态
建设这张亮丽名片，通过生态建设促进城
市整体升值，不断提高城市发展水平。

呼伦贝尔市切实整改
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

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建成投产后，由
于布局不合理，处于城市上风向，异味
扰民等问题长期受到群众举报。2013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各级环保部门共
收到关于北方药业的投诉达 143 件，且
呈逐年增多趋势。在此期间，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和牙克石市三级环保部门
对北方药业实施行政处罚 29 次，都未
能解决该企业异味扰民的问题。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内
蒙古自治区期间，收到关于北方药业环
境污染的投诉 80 次，几乎天天都有，最

多时一天投诉达 24 次。7 月 24 日上午，
督察组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有关人员
陪同下对北方药业进行了现场检查，检
查中发现北方药业厂区内腐臭扑鼻，所
属生力源肥业公司涉嫌在厂区东北侧
洼地违规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督察组当
场要求调用在现场的挖掘机挖开覆盖
的石块和土方，最终查实生力源肥业违
规填埋北方药业委托处置的废菌渣 1
万余吨，违规填埋区域占地约 4000 平
方米，埋深 2~3米。

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对北方药业

环境污染问题高度重视，向督察组表示
要 迅 速 查 处 ，坚 决 整 改 。 7 月 24 日 下
午，专门召开市委常委会，部署推进整
改问责工作，迅速安排市环保局和公安
局组成专项调查组进行调查，对北方药
业和生力源肥业公司 5 名监管人员实
行监视居住，对两名高管人员进行取保
候审。组织全面排查出北方药业 27 项
突出问题，其中涉及环境保护方面 11
项，并依法对北方药业采取停产整治措
施，明确达不到整改要求不能复产。目
前，有关整改工作正在推进。针对主厂
区及滤渣干燥厂臭气超标的问题，企业
已在有关车间加装负压尾气回收装置
等设施，7 台烘干炉投料口由无组织改
为有组织控制。违规填埋的废菌渣经
专业机构鉴定不属于危险废物，已全部
按规定转运清理完毕。

内蒙古自治区对大兴安岭浆纸公司
夜间偷排废气调查不实问题严肃问责

2016 年 7 月 16 日，中央第一环境
保护督察组接到群众举报大兴安岭浆
纸公司夜间偷排废气问题后，随即向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进行了转办。当
晚，自治区政府责令呼伦贝尔市委、市
政府依法调查处理。但是，7 月 23 日
呼伦贝尔市向督察组反馈称群众举报
问题不属实。

8 月中旬，督察组要求自治区政

府对该问题进行复查核实。经核实，
内蒙古大兴安岭浆纸有限公司 200 蒸
吨碱回收炉和 75 蒸吨锅炉烟尘和氮
氧化物超标排放，厂区运输道路无抑
尘措施，存在道路扬尘污染。为此，自
治区党委、政府要求呼伦贝尔市委、市
政府按照有关规定严厉追究失察人员
责任，并立即对该问题进行查处和整
改。

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责成市环
保局对大兴安岭浆纸公司依法实施了
行政处罚，该公司也制定了详细整改
计划，加大运输道路洒水抑尘频次，减
少道路扬尘，对 200 蒸吨碱回收炉和
75 蒸吨锅炉环保设施实施升级改造，
目前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同时，呼
伦贝尔市委共对 7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
问责。其中，对涉事企业党委书记、总
经理给予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分管环保的副总经理、车间主任及
环保部长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
负有监管责任的扎兰屯市环保局局
长、副局长以及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
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推进
呼伦湖综合治理

呼伦湖又称达赉湖，位于呼伦贝
尔草原腹地，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内
蒙古自治区第一大湖，1992 年被批准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 年被列入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保护区总面积
74 万公顷。呼伦湖历史上最大水域
面积曾达到 2339 平方公里，是我国北
方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湖泊和草本沼泽
型湿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止
荒漠化以及维系周边草原生态系统平
衡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功能。
前几年，呼伦湖蓄水量持续减少，水循
环能力减弱，水质恶化趋势明显，大面
积湖滨芦苇湿地丧失，草场退化、沙化
严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对呼
伦湖保护治理工作均作出重要批示
指示。

2014 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和呼
伦贝尔市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切实加强呼伦湖生态环
境治理，实施“引河济湖”和“河湖连
通”工程，制定出台《呼伦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条例》，开展为期 5 年的限产
休 渔 ，呼 伦 湖 生 态 环 境 发 生 很 大 变
化。截至 2016 年 7 月，呼伦湖水域面
积从 2012 年的 1750 平方公里扩大到
2038 平方公里，蓄水量由 40 亿立方米
增加到 112 亿立方米，水环境质量和
生物多样性都有较大幅度改善，但生
态功能恢复任务仍十分艰巨。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了解到，2016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呼伦
湖流域生态与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共包括七大类 48 个项目，总投资
91.26 亿元。自治区虽然制定了具体
实施方案，但进展较为缓慢，到 2016
年 7 月督察进驻时，项目前期资金尚
未落实。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督察
组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自治

区政府主席布小林对呼伦湖保护治理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9 月中旬，李纪
恒将呼伦湖作为呼伦贝尔调研第一
站，指出保护好呼伦贝尔的生态，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惠及邻国。各级各部
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正
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坚持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将生态治理保护纳入
法治轨道，进一步组织实施好各项生
态治理工程，创新机制、加强督查、形
成合力，以铁的决心、铁腕治理，把各
项保护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玉明也多次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呼伦湖综合治理
项目整体推进工作。目前，已建立完
善项目推进协调机制，明确了责任分
工，及时研究解决推进落实过程中的
问题。加快推进呼伦湖环境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确定了草原生态保护、湿地
生态系统恢复、环境整治、渔业资源恢
复等六大类 20 个项目，总投资 21.08
亿元。目前已实施两个项目，完成投
资 3.91 亿元，其他项目正在按程序紧
锣密鼓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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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责任意识不容忽视。内蒙
古自治区半数盟市党委常委会很少
专题研究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一年间
没有研究环境保护问题；河南省不少
干部仍然认为短期内牺牲环境换取
增长不可避免；黑龙江省七台河、双
鸭山等地市 2013 年~2015年市委常委
会未专题研究过生态环保工作。更有
甚者，绥化市部分县市对中央环保督察
组交办的环境信访事项办理不认真、调
查不细致，办案质量标准不高、定性不
准确，导致上访人重复上访或案件被
督察组退回，为此，4 名县级领导和
11名案件查办人员被问责。

缺乏转型意识不容忽视。在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大力推动绿色发
展的大背景下，8 省（区）在转型发展
方面差距依然不小。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政府对推进绿色发展的艰巨
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
重开发、轻保护问题。河南省重增
长、轻保护情况较为普遍；江西省鄱
阳湖水质 2013 年~2015 年持续下降，
鄱阳湖流域特别是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内违法违规排污问题严重。记者
查阅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发现，2013
年鄱阳湖Ⅰ类~Ⅲ类水质点位比例
为 58.8%，2014 年下降到 41.2%，2015
年仅为 17.6%。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地方存
在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一
些群众反映十分强烈而且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

中央环保督察组对云南省反馈
时指出，高原湖泊治理保护力度仍需
加大，九大高原湖泊规划治理项目总
体进展缓慢，违规开发现象突出。据

《春城晚报》报道，今年 6 月以来，昆
明艺术职业学院在滇池一级保护区
内，对滇池湖滨湿地进行违法填埋，
在没有任何审批、无施工图审查的情
况下，在紧邻滇池水体的空地上违法
建设房屋约 3600 平方米。昆明市官
渡区相关执法部门多次下达《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询问调查通知书》和

《催告书》，责令当事方立即停止施工
行为、清理施工现场、清退施工人员，
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但施工方仍利用
执法巡查间隙继续施工。在查处过
程中，昆明艺术职业学院多次组织在
校教职工及学生拦截执法车辆、阻挠
执法，妨碍正常执法。在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昆明艺术职业学院因填埋滇
池湖滨湿地被立案处理。

从督察反馈情况看，一些省（区）
对“两山论”还缺乏深刻的领会。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绝不能把绿
水青山变卖成为金山银山。一些具
有生态资源优势的地方，对于如何将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

开辟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共赢的发展道路，还缺乏科学和系统
的考虑，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缺思路、
缺办法；在淘汰落后产能上缺魄力、
缺手段。

由表及里找准症结 治理
尚需痛下苦功

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中暴露出
的 现 象 ，迫 使 人 们 深 入 思 考 3 个
问题。

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是否足够全
面？显然，不够。经过不懈努力，我
国经济逐步企稳回升，但与经济渐渐
稳定向好的趋势相比，不少地方环保
工作显然滞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6 年沿海大省半年报数据显示，江
苏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36531.7 亿元，
位居全国第二。然而同时在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中却看到，江苏全省
现有各类化工生产企业 6300 余家，
入园率仅 30%左右，有的地区入园率
甚至只有约 10%,盐城市、连云港市等
地被点名批评。中央环保督察组督
察期间，江苏全省责令整改企业 2712
家，立案处罚 1384 件，处罚金额 9750
万元，拘留 108 人，约谈 618 人，问责
449 人。立案处罚数量占 8 省（区）总
处理案件的 50%以上，处罚金额占总
处罚金额的 45%以上，拘留人员占总
拘留人数的 30%以上。这些数据一
方面说明了江苏的经济发展水平，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党委和政府对
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统筹还显得不
足。同样，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存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
开发事件依然多见、部分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突出等现象，这
说明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资源环境
的消耗，用的还是“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的老套路。

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落实是否
足够到位？显然，不够。在目前的政
绩考核中，虽然相关部门一再要求大
幅增加环保权重，可实际上，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执行。江苏省在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方
面还存在考核偏软问题。2015 年 10
月，江苏省明确将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责
任红线，但在对 2015 年各地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考核时，对南京市七桥
瓮、昆山市赵屯断面水质不升反降问
题，没有明确处理措施；对无锡、泰州
违反生态红线规定侵占绿地或违规
建设等问题，也未明确相关要求。在
2013 年 ~2015 年 太 湖 治 理 目 标 责 任
考核中，对直湖港、武进港等 11 条河
流总磷、总氮未达国家治理目标的责
任单位和人员，也未提出整改要求。

河南省郑州市空气质量在全国 74 个
重点城市排名中，2016 年上半年倒数
第三，成为全国污染最重的省会城市
之一，但 2015 年郑州市却在环保考
核未完成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考核竟然为优秀。根据《河南省市
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工作
办法》，“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只占到了 18%的权重，这还是针
对郑州这样的发达地区，对于人均生
产总值在 3 万元以下的地区，“生态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只占到了
16%的权重。而与之相对应，“经济
规模质量效益”的权重高达 50%。这
充分说明，一些地方仍在坚持“GDP
主义”，环保考核的权重依然不大，环
保工作被放到考核边缘，小打小闹可
以，一旦碰到“硬骨头”就啃不动了。

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的力度是否
足够强大？显然，也不够。黑龙江省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水质状况 10 月月报显示，全省
监测的 33 个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中，有 22 个水源达标，占 66.7%，其中
齐齐哈尔市 6 个监测点位中仅有 1 个
达标，达标率不足 20%。记者逐月查
阅了今年黑龙江省地级及以上城市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月
报，发现从 2016 年 1 月至今，齐齐哈
尔市这样的状况持续了近 1 年。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中也指出，齐齐
哈尔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十余万
吨污泥堆存于嫩江行洪区内，对嫩江
水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样的
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群众
的强烈反映，数据的不断恶化，却没
有引起地方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国家行政学
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曾
说,由于思维惯性和地方利益驱使,一
些地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还没有
充分认识。中央环保督察“重拳出
击”,一方面是对具体环境问题进行
整治;另一方面是向全社会传递信号,
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关乎国
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信中央
环保督察不仅仅凸显出了各省（区）
的环境问题，更是找准了问题的症
结，督促地方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源
上消除地方环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推动问题解决。

中央环保督察是手段不是目的，
环境保护工作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
真正重视起来并切实采取行动。美
国的质量管理专家威廉·戴明博士曾
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产品质量是生
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这句话
放在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也同
样有效，好的生态环境也应该是地方
党委和政府治理出来，而不是依靠督
察检验出来。

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
向云南反馈督察情况
上接一版

落后冶炼产能淘汰不力。个旧市政府明确，
2012 年底前需淘汰鸡街片区 12 家鼓风炉粗铅冶
炼企业，至今仅淘汰 1 家。督察发现，沙甸、鸡街
片区鼓风炉炼铅小企业众多，废气无组织排放严
重。云南陆良龙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陆良县金
泰博化工有限公司、云南陆良乐事达工贸有限公
司、个旧市超拓有限责任公司硫酸生产线生产规
模均小于 10 万吨/年，属于污染严重应淘汰类生
产装置，但省、市、县三级工信部门于 2013 年 3 月
违规为其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

四是自然保护区和重点流域保护区违规开发
问题时有发生。2013 年以来，有关企事业单位违
反《自然保护区条例》，在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缓冲区建成有机生态实验农场养殖场 9623
平方米，在保护区核心区建成两处旅游设施，面积约
4000平方米。针对上述违规建设问题，有关地方政
府和部门监管不力，整改不力，导致相关问题至今仍
然存在。

牛栏江流域是云南省重点保护的调水水源
区。2013 年 11 月和 2014 年 7 月，昆明市有关方面
违反《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批准云南安一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在牛栏江流域重点污染控制区建
成 5 万吨/年草甘膦原药及其配套装置。2012 年
12 月和 2014 年 1 月，昆明市有关部门和区县分别
违规批准云南常青树化工有限公司在牛栏江流域
水源保护核心区建设 6000 吨/年氟化铝项目和 5
万吨/年磷酸盐项目，目前两个项目均已建成。

此外，个别企业环境问题群众反映强烈，云南
先锋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的恶臭污染问题长
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昆明市东川区因民镇、汤丹
镇部分选矿厂尾矿库风险隐患突出。

督察要求，云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决策部署，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对云南省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共抓大保护，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排头兵。要进一步细化职责分工，推进部门联动，
狠抓考核问责，真正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要加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和涉重金属
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尽快扭转部分地区重金属污
染严峻态势。继续加强高原湖泊治理，科学确定
治理目标和措施，持续改善湖泊水环境质量；强力
整治湖区违法建设问题，坚决遏制高原湖泊周边
无序开发势头。严格自然保护区管理，坚决查处
违法侵占保护区行为，加快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
理整改。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对于督察中发
现的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逐一
厘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督察强调，云南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环境保
护督察方案（试行）》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
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了梳理，将
按有关规定向云南省委、省政府进行移交。

福建省厦门市环保局、集美区政府日前联合在厦门联星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举办 2016 年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活动。此次参演单位
包括环保、消防、安监、水务等 10 个单位，参加和观摩演练人员约 100
人。图为环境监测人员开展采样分析。 沈胜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