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杜宣逸12月26日
北京报道 新修改水污染防治法
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今
日上午，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
环境保护部联合召开新修改水污
染防治法实施座谈会。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出席会议
并作重要讲话。

陈昌智表示，新修改水污染
防治法是我国多年防治水污染、
保护水环境有效做法的经验总
结，是推动水污染防治工作、解
决 突 出 水 环 境 问 题 、维 护 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的 法 治 保 障 ，是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确
保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实 现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目 标 的 重 要 举 措 ，也
是 落 实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生基本方略的重大举
措。要充分认识新法颁布实施的
重要意义，推动法律全面正确有
效贯彻实施。

陈 昌 智 指 出 ，各 级 政 府 和
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好新法学
习 贯 彻 工 作 ，重 点 宣 传 新 法 的
主要原则和制度安排。各级人
大 及 其 常 委 会 要 积 极 督 促 、推
动和帮助本级政府、有关部门、
企业和公众及时了解法律的基
本精神和有关规定。各级宣传
部 门 、各 新 闻 媒 体 要 开 展 灵 活
多 样 的 普 法 活 动 ，努 力 营 造 法
律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

陈昌智要求，各级人 民 政 府

及 其 有 关 部 门 要 积 极 作 为 、主 动 担 当 ，行 使
好新法赋予的权利，切实承担起法律赋予的
使 命 和 责 任 。 各 部 门 、各 单 位 要 各 尽 其 责 ，
强 化 协 同 ，形 成 合 力 ，推 动 法 律 贯 彻 实 施 。
各级司法机关应充分发挥环境司法职能，依
法 严 肃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 各 级 人 大 及 其
常委会要积极发挥监督职能，监督和支持政
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在发言中指出，新
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将

生态文 明 建 设 新 要 求 和“ 水 十 条 ”提 出 的
新 措 施 予 以 规 范 化 、法 制 化 ，责 任 更 加 明
确，思路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监管更
加 全 面 ，惩 处 更 加 有 力 ，为 新 时 代 加 强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提 供 了 有 力 法 律 武 器 。 各
级 环 保 部 门 要 继 续 深 化 宣 传 学 习 ，严 格 执
法监管，加强部门协作，强化信息公开，依
法推动“水十条”深入实施，坚决打好污染
防 治 攻 坚 战 ，不 断 增 强 人 民 群 众环境质量
改善获得感。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许安标、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刘炤分别介绍了新修改水污染防治
法的亮点和创新，并对今后完善配
套立法提出明确要求。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副部长倪虹、水利部总规划
师汪安南、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结
合各自部门职责，介绍了相关工作
进展，并对贯彻落实新法作了具体
部署。

“河长”代表、中共浙江省浦江
县委书记施振强就如何贯彻落实

“河长制”、改善水环境质量作了发
言。法学专家汪劲和环保组织代表
马军对新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实施
提出了建议。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在主
持会议时强调，陈昌智副委员长的
讲话对新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贯
彻 实 施 具 有 重 要 指 导 意 义 ，全 国
环保系统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
中 去 ，确 保 新 法 严 格 执 行 、落 地
见效。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
云龙，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质
检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参加会议。

各省（区、市）环保厅（局）、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环 保 局 、计 划 单
列 市 环 保 局 、环 境 保 护 部 各 督 查
局以及同级地方人大和政府相关
部 门 负 责 同 志 ，在 分 会 场 参 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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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12月26日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今日向媒体通报各地环
保部门 2017 年 11 月执行《环境保护法》
配套办法及移送环境犯罪案件的情况，并
对1~11月份案件较多的浙江、江苏、广东、
安徽、山东、福建等地进行表扬。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
介绍说，11 月份，全国适用《环境保护
法》配套办法的案件总数为 3385 件，同

比去年 11 月增长 0.5%。其中，按日连
续 处 罚 案 件 103 件 ，查 封 、扣 押 案 件
1728 件，限产、停产案件 624 件，移送
行政拘留 717 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
犯罪案件 213件。

1~11 月，全国查办五类案件总数
35667 件 ，同 比 去 年 1~11 月 增 长
102.4% 。 其 中 ，按 日 连 续 处 罚 案 件
1046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31.1%。罚

款金额达 107540.3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43.4%；查封、扣押案件 16429 件，比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21.6% ；限 产 、停 产 案 件
7842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77.8%；移送行
政 拘 留 7827 起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39.1% ；移 送 涉 嫌 环 境 污 染 犯 罪 案 件
2523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46.3%。

环保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区域分布
表及典型案例见今日五版

环保部通报《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1~11月五类案件总数同比翻倍
浙江江苏广东安徽山东福建案件较多

本报记者郭薇北京报道 全国人
大环资委近日在京召开核安全法实
施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沈跃跃出席会议并讲话。

沈 跃 跃 指 出 ，核 安 全 法 将 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部
法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 30 年来我国核
安全管理有效做法的经验总结，是完
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的实际措施。要充分认识核安
全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
核安全法的学习宣传，抓住法律的重
点内容、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学
习宣传，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在全
社会营造良好的核事业发展氛围；各
部门、各单位要依法履行责任，强化
核 安 全 监 管 ，加 强 沟 通 协 调 ，形成
合力，推动法律的全面正确有效贯彻
落实。

沈跃跃在核安全法实施座谈会上要求

贯彻实施好核安全法 依法保障核安全

本报记者高楠北京报道按照国务
院关于“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规章清理
工作要求，环保部决定对《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两部规
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现已开始实
施。

针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
查办法》，“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且其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依法由地方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其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在审批前是否征得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的
部分，修改为：“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且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依法由地方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
在审批前，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生
态影响专题报告是否征得省级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三条第六项修改为：“在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
活动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是否编制
方案，编制的方案是否符合自然保护区

管理目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参观、
旅游活动是否按照编制的方案进行”。

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违
反有关规定情形中的“未经批准，在自
然保护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不按
照批准的方案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
修改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未编制方
案或者编制的方案不符合自然保护区
管理目标的；不按照编制的方案开展参
观、旅游活动的”。

此外，《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修改
为：“ 除医疗使用Ⅰ类放射源、制备正
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用放射性药
物自用的单位外，生产放射性同位素、销
售和使用Ⅰ类放射源、销售和使用Ⅰ类射
线装置的辐射工作单位的许可证，由国
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第二款修改为：“除国务院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审批颁发的许可证外，其他
辐射工作单位的许可证，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
批颁发”。

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

环保部修改两部规章

本报记者邢飞龙济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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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中央第三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 向 山 东 省 委 、省 政 府 进 行 反
馈。反馈会由龚正省长主持，马中
平组长通报督察意见，刘家义书记
作表态发言，刘华副组长，督察组有
关人员，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
成员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会议。

督察认为，2013 年以来，山东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决策部署，特别是新一届省委班子
明确提出把“生态环境优”作为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的四个目标之一。成
立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双组长的
生态山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2017 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
治攻坚方案》并狠抓落实，印发《山
东省环境保护约谈办法》等加快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相 关 文件。针对
2017年 6月菏泽、德州等地环保违法
企业撕毁封条擅自生产行为，对 68名
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

扎实推进大气和水环境治理工
作。率先建立基于空气质量改善的
生态补偿制度，激发各级党委政府
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坚 决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和 化 解 过 剩 产
能，关闭青岛钢铁集团，提前实现济
南钢铁集团全部停产。济宁市约谈
整改工作取得实效，2017 年 1~8 月
全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大
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中排名
第一。全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效明
显，水环境质量主要指标连续 14 年

持续改善，南四湖水质近年来稳定
为Ⅲ类。

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将重
要湿地、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
区划入保护范围。大力开展湿地建
设，建成一批人工湿地项目。积极
开展植树造林，2013 年以来新增和
更新造林 1000 余万亩。青岛市出台

《胶州湾保护条例》，实施“蓝色海
湾”“南红北柳”“生态岛礁”等海洋
生态修复工程。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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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督察组交办的 8170 件环境问
题举报已全部办结，责令整改 10073
家，立案处罚 1471 家，累计罚款 1 亿
余元，立案侦查 61 件，拘留 76 人，约
谈 1186 人，问责 1268 人。

督察指出，山东省环境保护工
作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重发展、轻
保护问题较为突出，以重化工为主
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带来的环境问题依然严重，环境保
护力度和成效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
盼 仍 有 较 大 差 距 。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有：

一是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
署不够到位。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站
位不高，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自觉
性、主动性不够，2013~2016 年，山东
省共召开 202 次省委常委会，研究议
题 757 个，环境保护议题仅 3 个。一
些 部 门 对 自 身 环 保 责 任 认 识 不 到
位，认为是替环保部门“扛活”。一
些地方发展“路径依赖”严重，在上
项目、搞建设时习惯于“先上车，后
补票”，往往要求环保“让让道”，贯
彻落实国家有关决策部署作选择、
搞变通。

滨州、聊城等地违反国家要求
大力发展电解铝等过剩产能项目，

电解铝总产能严重超过控制目标。
全省化工行业无序发展问题突出，
大量项目违规建设，环境污染和风
险十分突出。潍坊市寿光侯镇海洋
化工园、临沂市沂水庐山化工园、滨
州工业园区等突破城市总体规划范
围，违规建设多个化工项目；山东昆
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未
批先建两个涉危化品化工项目，用
地性质不符合要求，但临沂市政府
仍违规将项目所在区域认定为化工
集中区，沂水县据此为该企业项目
补办相关手续。

省发展改革委和省经信委减煤
压钢工作推进不力，国家 2013 年就
明确煤炭减量有关要求，但山东省
直到 2015 年 7 月才出台工作方案，
2015、2016 年全省煤炭消费总量分
别比 2012 年增加 694 万吨和 706 万
吨。山东省要求，2015 年底前淘汰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10 万
吨炼铁产能和 594 万吨炼钢产能，但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未督促企业
按期淘汰，至督察时，上述项目仍在
正常生产。省海洋渔业厅违法违规
对位于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及缓冲区的荣成烟墩角水
产 有 限 公 司 码 头 进 行 海 域 使 用 登
记。省国土资源厅 2013 年以来违法
违规在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内核发
1 个采矿许可证，延续 35 个采矿许
可证。截至 2017 年 7 月底，全省各
级自然保护区内共有采矿权 49 个，
其中省国土资源厅发证 40个。

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滨州
市于 2014 年将尚未建成的 244 万吨
电解铝产能虚报为建成产能，并出
具虚假证明，骗取合法手续，同时瞒
报部分电解铝违规在建产能，截至
督察时，违规产能均已建成。2014
年 5 月，聊城市多个部门提供虚假材
料，将刚刚动工的茌平信源铝业有

限公司年产 45 万吨电解铝项目虚报
为建成项目；2014 年 11 月工业和信
息化部对该企业现场核查时，聊城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弄虚作假，以已
经 建 成 的 项 目 顶 替 该 项 目 接 受 检
查。章丘市 2012 年出台阻碍环保执
法的“土政策”，不仅未按国务院有
关要求进行清理，反而在 2016 年还
发出通知要求继续执行。

二是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落
实不到位。山东省大气环境形势十
分 严 峻 ，2016 年 PM10、PM2.5 浓 度 分
列全国倒数第 4 和第 5 位，济南市在
74 个重点城市中位列倒数第 9，未列
入排名的德州等地市大气环境质量
更差。

“大气十条”明确要求，新建项
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但
近年来山东省自备燃煤电站呈井喷
式增长。2013 年以来，滨州市魏桥
创业集团违规建成 45 台机组，滨州
市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聊城
市信发集团违规建设 9 台机组，聊城
市通过领导帮包协调、按月调度等
措施推进违规项目建设。由于大量
燃煤电站投运，导致两市煤炭消费
量 大 幅 增 长 ，大 气 污 染 问 题 十 分
突出。

山东省在用燃煤锅炉数量多，
燃煤清洁化替代工作推进滞后，大
量燃煤小锅炉治污设施不健全，排
放 问 题 突 出 。 2014~2016 年 ，全 省
仍违规新注册登记每小时 10 蒸吨
以 下 燃 煤 锅 炉 2442 台 。“ 散 乱 污 ”
问 题 普 遍 存 在 ，督 察 进 驻 期 间 信
访 举 报 中“散 乱 污 ”问 题 占 到 全 部
举 报 的 约 20% 。 临 沂 市 板 材 企 业
集群，潍坊市铸造企业集群，大部分
企业无环保手续，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不到位。

下转二版

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向山东省反馈督察情况
化工行业大量项目违规建设，大量燃煤小锅炉治污设施不健全

拘留 76人，约谈 1186人，问责 1268 人

本报记者吴玉萍12月26日兰州报道 甘
肃省兰州市政府今日召开中铝兰州分公司环
境污染有关问题调查处置情况新闻发布会。
兰州市副市长左龙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
中铝兰州分公司对历史遗留的电解铝大修渣
没有按国家要求及时处置，反映出企业对环
保重视不够，环保主体责任不落实。兰州市
红古区和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他表示，兰
州市将根据对问题的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从
严 从 快 ，对 相 关 责 任 人 员 进 行 严 肃 问 责 处
理。目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12 月 18 日媒体报道称中国铝业兰州分
公司近年来将大量废阴极炭块危险废物露天
堆放在山沟内，对当地环境造成了影响并存
在巨大潜在危害。事件发生后，甘肃省省市
联合工作组全面开展调查核实处置工作，并
于 18日下午进驻涉事公司。

据了解，今年 9 月，兰州市环保局接到有
关环保人士的举报后，对这起环境违法行为

立案，分别对中铝兰州分公司和第三方甘肃
欣鑫炉料公司罚款 10 万元，并责成企业及时
处置。10 月 1 日~2 日 ，企 业 将 1701.55 吨 大
修 渣 拉 运 到 厂 区 仓 库 存 放 。 10 月 9 日 ，又
分 拣 、转 运 出 大 修 渣 40.75 吨 。 截 至 18 日
媒 体 报 道 时 ，排 查 整 治 工 作 还 在进行中。
此前，中铝集团也对兰州分公司两名责任人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两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1 人被撤职。红古区对两名监管不到位的干
部问责。

新闻发布会上，中铝兰州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孙波涛表示，2016 年 8 月，《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2016 版）将“电解槽维修及废
弃产生的废渣”列为危险废物。此后中铝兰
州分公司产生的大修渣全部在厂内库房暂
存，但确实没有按照国家要求将此前产生的
大修渣及时处理。对此，孙波涛代表中铝兰
州分公司，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公开
致歉。

公安机关介入中铝兰州分公司污染事件

新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实施座谈会召开

12 月 26 日上午，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环境保护部联合
召开新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实施座谈会。 本报记者王亚京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国家统计局
网站今日发布《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
价结果公报》，首次公布了 2016 年度各省份
绿色发展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为北
京、福建、浙江、上海、重庆。

根据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我国将对各省区
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果
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
的重要依据。其中，年度评价按照绿色发展
指标体系实施，生成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
2017 年 8 月，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
完成了首次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工作，综
合评价各地区绿色发展总体状况。

从 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
来看，公众满意程度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
为西藏、贵州、海南、福建、重庆。

从构成绿色发展指数的 6 项分类指数结

果来看，资源利用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
别为福建、江苏、吉林、湖北、浙江；环境治理
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河北、上
海、浙江、山东；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前 5 位的
地区分别为海南、西藏、福建、广西、云南；生
态保护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为重庆、
云南、四川、西藏、福建；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
津；绿色生活指数排名前 5 位的地区分别为
北京、上海、江苏、山西、浙江。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年度
评价，对于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引导
各地方各部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科
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绿色发
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年度评价结果作为督促和引导地区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指示器”和“风向标”，对于推动
实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016各省份绿色发展指数发布
北京福建浙江上海重庆排名前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