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刘蔚

呼伦湖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
大淡水湖，也是我国第五大淡水
湖，素有“草原明珠”之称，对维系
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和丰富
动植物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
特殊地位。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
于2002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其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是筑
牢我国北方生态屏障的重要任务，
也是中央环保督察关注的重点。

2018年 6月 24日，中央第
二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翟青带队对呼伦湖综合
治理情况开展了现场督察，从督
察情况看，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及呼
伦贝尔市在推进呼伦湖生态环境
治理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
效果并不明显，工程项目随意调
整，治理工作不严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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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炭土窑依然存在

2016 年 7 月，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宿迁
市沭阳县木炭加工企业污染环境。案件转办后，沭阳县虽然
进行了一定整改，但未能建立长效机制，没有举一反三彻底整
改到位。督察人员下沉督察时发现，一些没有任何治污设施
的土窑依然在进行烧炭生产。

督察人员在现场看到，这家土窑厂没有名字，建在桑墟镇
三台村，周边都是农田。这家窑厂没有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废
气直排，木焦油直接排入厂外农田沟渠，浓黑黏稠，周边土壤
已被污染。现场检查时，窑炉外壁温热，炉内正在生产木炭。

这样的土窑不止一家，督察人员在周边随便一转，就发现
了另外一处。厂方留守人员说，这座窑是两个月前才停产的，
但是窑体没有拆除，随时可以复产。

据当地群众反映，这种土窑在沭阳县至少还有十多家，附
近华冲镇、万匹镇、青伊湖镇等地也有。因为时间关系，督察
人员没能一一核实。

沭阳县对待中央环保督察就事论事，敷衍应对，对群众举
报明确的企业查处后便万事大吉，没有举一反三，以至于早该
取缔的土窑依然继续生产，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周边环境。

泽龙公司直接掩埋污水渗坑

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群众举报，反映新
沂市阿湖镇石英砂加工厂酸洗作业污染环境。徐州市政府整
改报告显示：新沂市取缔了多家违法企业，但因石英砂加工是
当地的传统产业，因此保留江苏泽龙石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泽龙公司）等两个酸洗集中点，完善环保配套设施，做到集中
管理，规范化建设和达标排放，责成新沂市环保局和阿湖镇政
府加大对这两家酸洗石英砂加工企业的监管力度。

然而，这次督察“回头看”发现，泽龙公司作为保留企业，
在厂墙北侧有多个污水渗坑，酸性废水随意排入其中，没有任
何防渗措施，土壤已被污染。企业附近就是农田，给周边环境
带来污染隐患。

更为恶劣的是，次日督察人员再次来到现场时看到，酸性
废水没有做任何处理，挖掘机和铲车却正在对污水渗坑进行
掩埋。

作为一家整治后重点企业，本应做到规范运行、达标排
放，然而泽龙公司却肆意排污，而且在督察人员发现后，不是
积极整改，而是企图掩盖违法事实。

蓝丰公司露天堆放工业固废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蓝丰生
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丰公司）固废处置不当。徐州新
沂市环保局对其进行了相应查处。然而，这一处罚并没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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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步雪琳

江苏泽龙石英江苏泽龙石英
有限公司肆意排污有限公司肆意排污
并用挖掘机直接对并用挖掘机直接对
污水坑进行掩埋污水坑进行掩埋。。

起蓝丰公司的重视，新沂市也未能对蓝
丰公司违规堆放工业固废问题进行彻底
排查和监管。

这次“回头看”下沉督察期间，督察人
员在蓝丰公司的厂区内看到，大量废弃反
应釜、储罐、化工废桶、试剂瓶等被随意露
天堆放，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堆放区域及周
边有明显刺激性气味，一些废弃的反应釜
有残液洒落地面并渗入土壤。

蓝丰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没有

认真担负起应尽的环保责任，整改不彻
底，工作不到位，带来不良社会影响。

督察组表示，江苏徐州、宿迁两地市
及有关市、县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转
办案件敷衍了事，对长期存在的污染问
题睁只眼闭只眼，存在不作为、慢作为，
甚至失职失责等问题，督察组还将进一
步调查，并要求地方依法依规严格处理、
严肃问责。

生态环保精神

新时代风采

弘扬
展现展现 本报记者谢佳沥桂平报道 中央第

五环保督察组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以
来，桂平市高度重视边督边改工作，以铁
腕手段关停拆除严重污染的 17 座小高
炉和 4 个土烧结厂，进一步解决了全市
小高炉、小冶炼污染问题。

近日，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下沉贵
港市，对此前在桂平市暗查时发现的多
个正在生产的小冶炼企业开展突击检
查。督察组发现，这些企业已停产，生产
设备均已彻底拆除，部分企业还拆除了
厂房，正在开展场地平整、复绿等后续
工作。

据了解，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指出
钦州市存在小高炉、小冶炼等污染问题
之后，桂平市迅速组织对照检查，举一反
三 。 检 查 发 现 ，桂 平 市 也 存 在 类 似 的
情况。

“其实桂平市从 2016 年、2017 年就
开始打击这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小企业、
小窝点。但必须承认，当时打得不彻底，
打打停停，反反复复。”贵港市委副书记、
桂平市委书记钟畅姿坦言。

2018 年 4 月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回 头
看”启动之前，桂平市再次组织了专项打

击 行 动 ，采 取 的 是 断 水 断 电 等“ 软 ”措
施。“但钦州市的问题被通报后，给我们
的震撼很大，我们痛下决心，决定一拳打
到底。”钟畅姿说。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桂平市首先
对严重污染的小企业、小窝点开展网格
化排查，“只要是路能走到的地方，乡镇
村都要去排查是否有类似企业。一旦发
现，立即采取一停二拆三清理措施。”钟
畅姿介绍。

每拆除一座小高炉，打掉一家小冶
炼，桂平市都做好相关资料存证。截至
目前，桂平市已经关停拆除桂平市木乐
镇联兴锰矿加工厂、桂平市宏阳锰矿加
工厂、桂平市诚意锰矿加工厂、李信发烧
结厂等严重污染的 17 座小高炉和 4 个土
烧结厂，很多突出环境问题迎刃而解，周
边居民群众纷纷点赞。

据了解，这些严重污染的小企业、小
窝点基本都属于依托本地锰铁资源进行
粗加工的冶炼企业。“桂平市矿产资源较
为丰富，冶炼行业并不是不能发展，而是
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们会
精心谋划发展方向。”钟畅姿表示，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既是一把利剑，更是
一阵“东风”，不仅指出各地存在的环境
问题，更为各地发展的转型升级创造了
绝佳契机。

边督边改动真格 立行立改见真章

广西桂平加快小高炉小冶炼治理

◆本报记者张铭贤

李 恩 科 ，除 了 是 别 人 口 中 的 执
法“ 尖 兵 ”，还 有 着 让 人 羡 慕 的 高 学
历——冶金与生态工程专业博士。

扎实的环保专业知识，以及 16 年
来在总量处、污控处、监测站、执法支
队等多个业务处室的磨练，让这位河
北省唐山市环境执法支队支队长练就
了一双发现环境违法问题的“火眼金
睛”。

对超总量排污进行处罚，开
全省先河

“新的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以 及 水 污 染 防 治 法 实 施 后 ，对 超 总
量 排 污 都 有 明 确 罚 则 ，但 在 实 际 操
作 中 ，由 于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到 什 么 时
间 段 的 排 放 总 量 ，如 何 将 这 些 法 律
条 款 落 实 到 位 ，成 了 执 法 中 的 一 个
难 题 。”在 同 事 们 的 眼 中 ，李 恩 科 是

个“爱琢磨事的人”。
“去年年底，我们与市环保局机关

信息中心合作，对辖区内的钢铁、焦
化、水泥、电力等重点排污企业加装了
计算排放总量的专用软件。”李恩科介
绍说，“今年 1 月份，我们通过监控系
统发现，辖区一家水泥企业氮氧化物
超总量排污，经过现场调查核算，我们
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规
定，依法对企业处以 55 万元罚款，实
现了唐山市对超总量排污进行处罚的
执法新突破。”

这也是河北省新版排污许可证核
发后首个超总量排污行政处罚案件。
目前，唐山市环境执法支队还正在办
理 3 起涉嫌超总量排污的行政处罚案
件，按月核验企业是否超总量排污，已
成为唐山市日常环境执法检查的一项
重要内容。

事 实 上 ，这 样 的 突 破 只 是 一 个
缩影。

近年来，一批新的环境法律法规
陆续出台，李恩科自 2014 年 1 月到唐
山市环境执法支队以来，带领全体执
法人员打破惯性思维、学法用法、钻研
业务，参与并指导全市办理按日计罚、
查封扣押、移交移送等环境案件，不断
实现新突破。

探索交叉互查，主动适应监
管新形势

作为全国首个试点省份，2017 年
河北省全力推进了省以下环保机构监
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

如何适应环境监管新形势，把规
范执法与严惩违法紧密结合起来，这
让李恩科花了很多心思。“我们仔细研
究过省里的改革方案，按照改革要求，
市里可以统一调配辖区执法力量，这
为我们打破行政区划进行异地执法提
供了可能。”

李 恩 科 回 忆 说 ：“2017 年 6 月 3
日，正好是个周末，当时唐山市的改革
方案还未正式出台，我们就试探性地
从全市 7 个县（区）抽调了 8 名执法骨
干，由市支队骨干力量带队成立了 4
个突击执法检查小组，对古冶区开展
了为期两天的突击执法检查。”这次异
地执法让李恩科很欣喜，此次行动虽
然规模小，两天检查了各类排污企业
25 家，发现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并立案
的企业却有 14家。

进一步探索环境执法监管新模
式，盘活辖区环境执法资源，交叉执法
模 式 如 今 在 唐 山 已 经 趋 于 常 态 化 。

2017 年下半年，唐山市环境执法支队
直接主导了 6 次交叉互查行动，对 67
家企业存在的 98 个环境违法问题进
行立案处罚。

改变人海战术，“智慧”执法
先人一步

“与环境违法企业不仅要斗智更要
斗勇，不少企业对检查很抵触，有的企业
干脆装聋作哑大门紧闭，为了固定企业
违法证据，同事们就翻墙进院，但无疑增
加了人身风险。”执法风险高、执法效率
低，这让李恩科深有感触。

“目前，唐山市在岗环境执法人员
有近 300 人，全市工业污染源动态数
据库内企业有 8300 多家，环境执法存
在明显的‘小马拉大车’现象，靠人海
战术显然不能长久。”在李恩科多次调
研、申请和呼吁下，2016 年，唐山市在
全省率先投资建设了移动执法平台，
并逐步配备了暗管探测仪、无人机等
现代化执法装备，且多套系统实现了
与控制平台的对接。

据统计，2017 年，唐山市无人机
飞行执法累计飞行 280 余架次，飞行
覆盖面积 250 余平方公里，发现挡风
抑尘网未建设、露天矿山擅自生产、垃
圾焚烧等各类问题 260 余个，有效震
慑了各类排污单位。

群雁高飞头雁领。在李恩科的带
领下，唐山市环境执法支队先后获得
省、市先进单位等荣誉，环境执法工作
整体水平连续提升，环境执法队伍中
有近百人次被原环境保护部和河北
省、唐山市评为先进个人。

环保博士“突破”多
——记全国环保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北省唐山市环境执法支队支队长李恩科

立行立改

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呼伦湖综
合治理方案经国家批复后，自治
区制定了 2016 年~2017 年实施方
案，但进展缓慢，到督察组进驻
时，责任分工及项目前期资金尚
未落实，进入冬季后无法施工，
2016 年任务恐很难完成。

针对这一问题，内蒙古自治
区在督察整改方案中明确：自治
区发改委牵头，呼伦贝尔市党委、

政府作为主要责任单位，会同自
治区其他有关部门，2017 年底前
完成 20 个重点项目的实施；2020
年具备区域水资源调、补、蓄、配
综合能力，流域生态蓄水量得到
基本满足和有效补给，水环境质
量实现明显改善。为此，自治区
政府于 2016 年 5 月印发《呼伦湖
流域生态与环境综合治理责任分
工方案》，同年 7 月 25 日批复《呼
伦湖流域生态与环境综合治理一

期 工 程（2016~2017 年）实 施 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按照《实施方案》，2016 年～
2017 年重点建设任务包括：草原
生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水
利工程、环境整治、管 护 能 力 等
五 大 类 20 项 工 程 ，规 划 投 资
21.08 亿元。通过上述治理工程，
显著增强呼伦湖水循环能力，减
轻湖泊富营养化程度，力争 2017
年底湖泊水质从劣Ⅴ类提高到Ⅴ
类，环湖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湖区
周边沙化土地、工矿区、生活区环
境得到有效治理，管护能力明显
增强。

中央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呼伦湖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
重点治理项目被人为搁置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江苏徐州市、宿迁市下
沉督察时，针对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群众举
报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部分举报问题整改不
彻底、不到位。泽龙石英有限公司的污水渗坑被督察组
发现后，不但没有立即整改，还直接就地掩埋，企图掩盖
环境违法事实，性质恶劣。

督察发现，在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中，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呼伦贝尔市存在
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
等问题。

自治区发改委作为整改任务牵头单位，
没有履行应承担的职责，自第一轮中央环保
督察以来，直至 2018 年 5 月“回头看”进驻前
夕，才组织一次专题会议研究；没有加强对工
程项目的实施管理，对随意调整、擅自变更问
题，或不知情，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建立
监督考核机制，也未实施有效的监督考核，仅有
的工作调度也流于形式；统筹推进和协调各有
关部门和地方不够，不作为、慢作为明显。

呼伦贝尔市作为实施责任主体，没有把呼
伦湖综合治理放到战略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在
推进工作中缺乏“钉钉子精神”，不仅没有一盯
到底，甚至敷衍应对，得过且过。在工程项目实
施中，没有抓住呼伦湖生态环境改善这个核心，
避重就轻，避难就易，甚至为了当地有关监管单
位利益，不惜大幅度调整项目建设内容。

自治区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到位，尤其
是自治区水利厅对自身承担的多个水利工程
项目的组织协调职责、任务一无所知，向督察
组提供的汇报材料只有简单的一页纸，而且
没有谈到实质性工作，履职尽责没有到位。

针对上述问题，翟青明确提出要求：自治
区有关部门和呼伦贝尔市要认真学习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反思
存在的问题，以更高、更严的标准履行整改职
责，转变工作作风，坚决扛起呼伦湖生态环境
治理的政治责任，确保呼伦湖生态环境治理
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督察组表示，将对呼伦湖生态环境治理
工作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
好后续督察工作。

分析：存在政治站位不
高、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作风
不实等问题

按照《实施方案》，自治区有
关部门和呼伦贝尔市开展了相关
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问题依
然突出：

（一）水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
善。监测数据显示，与 2015 年相
比，呼伦湖水质在 2016 年～2017
年虽然总氮、高锰酸盐指数有所
下降，但 COD、总磷、氟化物指标
却不降反升。2015 年、2016 年、
2017 年呼伦湖水质 COD 平均浓
度 分别为 64.6mg/L、70.2mg/L 和
72.8mg/L，总磷分别为0.112mg/L、
0.106mg/L 和 0.127mg/L，氟化物
分 别 为 1.65mg/L、1.75mg/L 和
1.85mg/L，水质仍为劣Ⅴ类。

根据2015年以来呼伦湖水位、
水量、水质以及呼伦贝尔地区气候
条件综合分析，总体看，呼伦湖水质
与入湖水量密切相关，受制于当地

气候条件和流域来水情况，水环境
质量“靠天吃饭”的现状尚未改变，
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二）治 理 工 程 随 意 调 整 变
更。《实施方案》明确的 20 个治理
工程项目，截至 2017 年底，两个
被调出实施范围；剩下的 18 个项
目，16 个实施内容大幅变更；只
有两个项目总体按计划执行，工
程项目调整变更率达到 90%。相
应的投资变更也一样令人吃惊：
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 21.08 亿元，
实际落实只有 13.15 亿元，其中，
农村安全饮用水项目计划投资 1
亿元，实际仅投入 640 万元；涉及
旅游景区治理改造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重大项目没有实施，但有关
管护能力建设却由规划的 1.9 亿
元，调增到 4.02 亿元。工程项目
实施存在避重就轻、避难就易问

题，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三）工 程 项 目 管 理 十 分 混

乱。从督察情况看，自治区各有
关部门和呼伦贝尔市在呼伦湖治
理项目实施中，既没有有效的协
同推进机制，也没有有效的监督
考核机制，工程项目任由呼伦贝
尔市实施，擅自调整，任意变更，
容易实施的实施，有难度的就调
出实施范围；对于环境治理影响
较大的项目往往被延期或简化，
而涉及保护区管护能力的项目却
被显著扩大规模、提高投资。分
析还发现，一期工程实际实施的18
个项目，总投资 13.15亿元，但其中
用于管护、执法能力的项目投资
4.25亿元，投资占比达32.3%。

特别是工程项目研究论证不
够，在项目调整变更过程中，不按
要求组织评估论证，不按程序组
织申报审批，有的甚至仅凭某个
研究单位的个别专家意见，就彻
底变更技术路线，管理混乱，监督
松懈。

整改：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后制定
整改方案

问题：水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改善，治理工程
随意调整变更

▲近年来呼伦湖水
环 境 质 量 没 有 得 到 改
变。

◀呼伦湖景区内仍
有未拆除的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