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连山等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严重22

重发展、轻保护问题比较突出

●允许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
开采矿产，导致部分自然保护区
内违法采矿问题突出

●白银市对白银稀土公司继续使用已闭库的
2号尾矿库等违法行为督促整改不力

●甘肃省政府2013年制定《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但
一直未与各市（州）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
标责任书

●质监等部门2014年以来违
规注册每小时10蒸吨以下的
燃煤锅炉912台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
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

●祁连山区域现有水电站
150余座，其中42座位于
保护区内

●白银市涉重金属企业集中，环境风险问
题突出

●2015年国家下达财政专项资金1.3亿元用
于治理东大沟重金属污染和含铬土壤污染，
但项目至今仍未开工

●山丹河流域每天有4万余
吨生活污水直排，2013年
以来水质持续为劣Ⅴ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部分地区环境风险和污染问题突出33

制图/刘伟龙

环境保护推进落实存在薄弱环节11
●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失之以宽，导致
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环境保护的压力感受
不足

●广东省对广佛交界河流污染问题实
施挂牌督办，但在水质继续恶化的情况
下解除省级挂牌，工作流于形式

● ●

●深圳市在茅洲河等流域污染治理中，
大量采取箱涵截污，导致清污不分、
雨污不分，截污效果大打折扣

●广州市曾先后投入300多亿用于
水污染治理，但后续措施没有跟上，工作
缺乏连续性，导致污染反弹

●截至督察时，广州全市51条重点河涌
中有35条为黑臭水体

5151条条重点河涌重点河涌 35条为
黑臭水体

●2016年广东省69条主要河流124个
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由2013年的85.5%，
下降为77.4%

85.5%

77.4%

2013年

2016年

●广东省“十二五”规划要求建成污水收
集管网1.4万公里

但 实 际 只 完 成
9000余公里

●汕头、揭阳两市长期以来存在等靠要思想，练江治理计划年年落空，每天约62万吨
生活污水直排环境

●东莞市城市污水管网“十二五”规
划要求建设1080公里，仅完成
240公里

●为了治理三利溪黑臭问题，潮州
市从韩江调水稀释，不作为、乱作为
问题突出

●潮州市潮安区大肚坑垃圾临时堆
放点每天堆放垃圾量达800吨，
无防渗措施，渗滤液直排

部分地区水污染问题突出22

部分地区
环境问题突出

33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
在规划边界与实际管控边界不一
致，历史形成的4800多公顷养

殖场没有清
退，以及局部
侵占或破坏红
树林等问题

800800吨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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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抓共管不能只说不管
——三论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意见反馈与整改

张楠

本报记者李曙东 蔡新华上海报道 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 4 月 12 日
向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了督察情况反馈。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对反馈
意见整改进行部署。

韩正表示，督察组反馈意见在肯定上海成
绩的同时，明确指出了我们在环境保护和建设
方面存在的问题，点到要害、实事求是、十分及
时，提出的整改要求和意见建议中肯明确，针对
性、指导性、操作性强，完全符合上海实际，对于
上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绿色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韩正强调，这次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是
一个个具体问题，但具体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我
们思想认识必须进一步提高。要充分认识环境
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和自
觉性。

韩正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扎实实抓好
整改工作。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针对问题、
解决问题。明确责任分工，完善措施方案，确保
条条有整改、件件有着落。通过这些问题的解
决，带动全市环保工作，使上海生态环境有明显
的改善。要聚焦水环境治理、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等重点，坚决打好攻坚战，围绕垃圾无害化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强整体顶层设计，研究解决
好城市垃圾问题。要强化环境执法监管。

韩正强调，上海市委、市政府将成立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案，按督察要求及时上
报中央。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将及时向社
会公开。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就督察反馈表态

确保条条有整改 件件有着落

立行立改

本报记者白刘黎4月13日兰州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
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6年11月30日至12月30日，中央第七环境保护
督察组对甘肃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
组于2017年4月13日向甘肃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馈。

反馈会由甘肃省代省长唐仁健主持，督察组组长马中平通报督察意见，甘肃省委
书记林铎作表态发言。督察组副组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督察组有关人员，
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了会议。

中央第七环保督察组向甘肃反馈督察情况
全省仍有 404台 20蒸吨以上燃煤锅炉未提标改造；
甘肃已拘留 32人，约谈 744人，问责 836人

督察认为，2013 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
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考察甘肃时提出的“八个着力”战略要
求，积极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甘肃省十分重视环保机制建设，先后出台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甘肃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等重要文件，不断强
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在责任追
究方面，针对武威荣华公司环境违法案件、陇
星锑业尾砂泄漏事件等，不回避、不护短，对
21 名领导干部进行约谈，对 22 名干部作出党
纪政纪处理。

坚持综合治理、精准施策，实施减排、压
煤、抑尘、控车 、增 容 等 铁 腕 治 污 措 施 ，扎 实
推 进 兰 州 等 重 点 城 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
全 面 实 施 城 市 网 格 化 管 理 ，将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任 务 层 层 分 解 落 实 到 具 体 单 位 和 个 人 。
敢于动真碰硬，强化督查问责，先后对工作
不 力 的 60 余 个 单 位 和 950 余 人 实 施 效 能 问
责 。 兰 州 市 2016 年 PM10、PM2.5 年 均 浓 度 比
2013 年下降 25%以上，优良天数增加 50 天。
以较小投入取得显著环境效益，成为全国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典型。
加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排查清理

违法采矿和建设项目，截至 2016 年底，对保护
区内大部分采矿、探矿项目实施关闭或冻结。
积极实施防沙治沙生态建设工程，2010 年以
来完成封山封沙、育林育草 237 万亩，建设封
禁围栏 193.7 公里，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分别减
少 38.7 万亩、14.1 万亩。加快石羊河等重点流
域治理，干涸半个世纪之久的民勤青土湖形成
25.2 平方公里水面和 106 平方公里旱区湿地，
局部地下水位得到恢复。实施甘南黄河重要
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规划，甘南州森林面积净
增 134 万 亩 ，草 场 区 域 牧 草 平 均 盖 度 增 加
12.8%，草原植被综合盖度达到 96.3%，每年向
黄河补水量稳定在约 65亿立方米。

甘肃省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按照边督边改要求，认真办理群众来电来信举
报案件，并向社会公开。截至 2017 年 2 月，督
察组交办的 1984 件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
结，责令整改 1255 家，立案处罚 661 家，拘留
32人，约谈 744人，问责 836人。

督察指出，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
遏制，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重发展、轻保护问题比较突出
在谈话和走访过程中，不少干部反映，重

发展、轻保护的问题在甘肃省不同层面、不同
领域、不同范围内依然存在。2013 年修订的

《甘 肃 省 矿 产 资 源 勘 查 开 采 审 批 管 理 办
法》，允 许 在 自 然 保 护 区 实 验 区 内 开 采 矿
产 ，违 背《矿 产 资 源 法》《自 然 保 护 区 条 例》
上 位 法 的 规 定 ，导 致 部 分 自 然 保 护 区 内 违
法采矿问题突出。2011 年以来康县大鲵省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先 后 两 次 调 整 范 围 ，调 减 面
积 占 保 护 区 总 面 积 50%。 白 银 市 为 了 支 持
企业生产，不顾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对白银稀
土公司继续使用已闭库的 2 号尾矿库等违法
行为督促整改不力。

甘肃省 2014 年、2015 年连续两年未完成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目 标 ，PM10 浓 度 不 降 反
升。在这种形势下，省政府虽然于 2013 年制
定《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的实施意见》，但推进落实不够，一直未
与各市（州）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有关部门也未按省政府要求对各市（州）2014
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2015 年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于当年 9 月才由省大气
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各市（州），导
致全省大气治理工作整体较为被动。

下转二版

督察认为，广东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
提出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体要求，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强化主体责任，以实际行动争当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排头兵。

广东省注重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研究出
台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实施细则、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决定等重要文件；
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珠三角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6年9月专门
成立由省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珠三角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进一步加大
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统筹推进全省水污染治理工作。省政府常务会
每两个月专题研究一次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各项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能够落
实到位。特别是在大气环境治理上早谋划、早行动，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珠三角地区在全国三个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
率先整体达标，创建了国家重点城市群空气质量达标改善的成功模式，为
全国大气污染治理树立了标杆。

广东省注重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
战略，在全国率先建立实施生态严格控制区空间管制政策；在推进粤东
西北地区振兴发展过程中，加强战略环评和规划环评，守住生态环境安
全底线；在珠三角地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实施资源能源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严控制“两高一资”和产
能过剩项目建设，在全国率先对火电行业实施大气主要污染物“倍量替
代”。2015 年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以
上，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 40.5%，不仅增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也从源
头上降低了污染排放总量。

广东省积极探索生态补偿制度，与广西、福建、江西分别签订省际生
态补偿协议。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在全国率先实施重点污染源环境保护信
用评价体系。颁布了《关于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选址工作的决定》，
为解决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选址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

广东省高度重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严查严处群众举报案件
并向社会公开。截至 2017 年 2 月底，督察组交办的 4350 件环境问题举
报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 6248 家，立案处罚 3346 家，罚款 1.38 亿元，拘
留 118人，约谈 1252 人，问责 684人。

督察指出，广东省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繁重，有效治理难度加大，
环境质量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差距。

环境保护推进落实存在薄弱环节

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失之以宽，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对环境保护的
压力感受不足。在环境质量考核子项中，对完成跨界河流污染治理工
作任务的有加分，对没有完成的无扣分，难以对地方形成压力；在污染控
制和环境管理考核子项中，要求对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重点项目未批
先建等问题予以扣分，但2015年实际考核中，有些地市没有扣分到位，考核
作用难以发挥。2013~2014年，广东省对广佛交界河流污染问题实施挂牌
督办，但在水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解除省级挂牌，工作流于形式。

不担当、不敢担当问题也比较突出，遇到问题“绕着走”。 粤东地区一
些地市在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工作不细、不实，群众意见很大。汕
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施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
导致区域垃圾无序堆放，污染问题突出。一些地方在处理群众环境诉求
时，态度消极、久拖不决，常常使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统筹协同不够，一些地方治水工作急功近利，治
标不治本，导致钱花了，活干了，但效果甚微。深圳市在茅洲河等流域
污染治理中，大量采取箱涵截污，导致清污不分、雨污不分，截污效果大
打折扣。还有一些地方在工作中缺乏久久为功的韧劲，治一阵、松一
阵。广州市曾先后投入 300 多亿元用于水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
后续措施没有跟上，工作缺乏连续性，导致污染反弹，截至督察时，全市
51条重点河涌中有 35条为黑臭水体。

部分地区水污染问题突出
2016 年 全 省 69 条 主 要 河 流 124 个 监 测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率 由

2013 年 的 85.5% ，下 降 为 77.4% 。 广 东 省“ 十 二 五 ”规 划 要 求 建 成
污 水 收 集 管 网 1.4 万 公 里 ，但 实 际 只 完 成 9000 余公里。（下转二版）

中
央
第
四
环
保
督
察
组
向
广
东
反
馈
督
察
情
况

广
州
全
市
五
十
一
条
重
点
河
涌
中
有
三
十
五
条
为
黑
臭
水
体
；

广
东
已
拘
留
一
百
一
十
八
人
，约
谈
一
千
二
百
五
十
二
人
，问
责
六
百
八
十
四
人

本报记者黄慧诚4月13日广州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6年11月
28日至12月28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东省开展环境
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7年4月13日向广东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馈。

反馈会由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主持，督察组组长陆浩通报督察
意见，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作表态发言。督察组副组长、环境保护
部副部长翟青，督察组有关人员，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及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了会议。

从第二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
见来看，很多地方在生态环境 保 护 工 作
中 统 筹 协 调 不 够 ，一 些 部 门 不 作 为 、乱
作 为 问 题 突 出 ，履 行 环 保 职 责 不 到 位 ，
严 重 影 响 了 污 染 治 理 的 进 程 和 环 境 保
护的成效。

此轮督察反馈显示，甘肃省在 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两年未完成环境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有关部门也未按省政府要求
对各市（州）2014 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考核；质检等部门仍违规注册 10 蒸吨以
下燃煤锅炉 900 多台。广东省广州市“十
二五”期间污水管网建设仅完成计划的
31%；有些地方违规进行旅游开发和采矿
行为等。上海市水务部门有法不依、处罚
不严，导致一些工业企业超标纳管问题长
期存在。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协调落实
不力，致使全市本地发电量不降反增，给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带来被动。陕西省水
利厅违规批复河道采砂规划，占用朱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汉江河道 15.9公里等。

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
程，涉及方方面面，既需要环保部门积极
推动，又离不开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各
部门密切协作，则事半功倍；各部门推诿
扯皮，则事倍功半。在实践中，很多地区
对环保“齐抓共管”，的确发挥出了 1+1>2
的作用，治污工作绩效明显；而有些地区
各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则分散了力

量，甚至互相内耗，出现“钱花了，活干了，
但效果甚微”的局面，阻碍环境保护工作
的进展。

其实，相关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自身
环境保护职责，不是此次督察才发现的问
题，而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主要
原因，一是有些地方对环保工作齐抓共
管，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
有 些 部 门 不 是 选 择 积 极 协 调 ，而 是“ 袖
手旁观”。二是有些地方虽然出台了职责
分工文件，但落实不力，甚至形同虚设。
此外，还有些部门思路未转变，习惯了只
抓好自己主管的一亩三分地。有些部门
本位思想严重，有了利益一哄而上，有了
困难一哄而散，有了责任你推我搡，出了
问题板子不知道打在谁的身上。

中央对环境保护工作明确提出了“党
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各地各部
门要守土有责，切实增强保护生态环境、建
设生态文明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坚持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
生产经营必须管环保”的工作原则，认真履
行党委政府和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责。

众人拾柴火焰高，齐抓共管见成效。
面对当前的环境形势，必须树立“一盘棋”
的大局意识和荣辱与共的思想，凝心聚
力、协同配合，强化考核与问责，督促各地
各部门把环保责任落实到位，共同努力建
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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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昆婷4月13日北京报
道 按照《2017-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方案》安排，
督查组对固定污染源环保设施运行及
达标排放等情况进行督查。4 月 12 日，
28 个督查组共督查 389 家企业（工地），
发现 245 家单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约
占检查总数的 63%。

存在问题的企业中，小散企业违法
生产 49 个，污染物超标排放 3 个，VOCs
治理问题 7 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 29
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15 个，涉嫌在

线监测弄虚作假 2 个，防扬尘措施不完
善 93个，露天焚烧等其他问题 47个。

其中，部分玻璃行业企业存在较
为突出的环境问题：

一 是 河 北 南 玻 玻 璃 有 限 公 司 涉
嫌 干 扰 在 线 监 测 设 施 。 督 查 组 现 场
检 查 发 现 河 北 省 廊 坊 市 永 清 县 河
北 南 玻 玻 璃 有 限 公 司 600 吨 窑 炉 烟
气 二 氧 化 硫 自 动 监 测 系 统 ，通 过 软

件 设 置 量 程 上 限 为 195 毫 克 /立 方
米（低 于 其 执 行 的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标
准 ：250 毫 克 /立 方 米）。 通 过 现 场
修 改 参 数 测 试 ，修 改 量 程 上 限 ，可
以 实 现 对 自 动 监 测 数 据 的 干 扰 ，使
其 小 于 量 程 上 限 值 。 企 业 涉 嫌 干 扰
自动监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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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

玻璃行业企业问题不少

强化督查 打好蓝天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