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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综合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
今年完成整治清单任务的 40%，明年 9月底前基本完成全省整治任务

“散乱污”企业污染隐

患大，监管排查难，针对这

个污染防治的痛点，广东

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散乱污”工业企业

（场所）综合整治。记者获

悉，《广东省“散乱污”工业

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已于近日正式印发。

《方案》显示，广东明

确全面排查摸清全省“散

乱污”工业企业（场所）底

数，按照关停取缔、整合搬

迁、升级改造的方式实施

分类整治。2018年重点

整治城市交界区域、工业

集聚区、村级工业园等“散

乱污”工业企业（场所），

2019年 9月底前基本完

成全省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通讯员陈惠陆

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整治清单

疏堵结合，扶治并举，分类处置

为强化信息公开的倒逼作用，《方案》
要求将综合整治清单在各地政府门户网
站专栏进行公开。从 2018 年 10 月起，于
每 月 月 底 前 在 专 栏 公 开 整 治 进 度 。 要
设 立 专 门 举 报 热 线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 对
于 已 查 处 的 违 法 违 规“ 散 乱 污 ”工 业 企
业（场 所），作 出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的 部 门 要
及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
东）”和“信用广东网”公示环境违法企业的

行政处罚信息，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实施
联合惩戒。

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政府是开
展“散乱污”工业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工作
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落实本行政区域内
的排查整治工作。省“散乱污”工业企业

（场所）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适时组织对
各地综合整治工作进行抽查督导，定期通
报工作进度。

各地整治工作情况纳入省级环境保护
督察范围，工作落实情况按程序纳入相关
涉环境保护考核。对工作成效突出的，予
以通报表扬，并可在相关扶持政策中予以
倾斜。对排查不到位，上报清单不实，虚
报、瞒报、漏报、迟报，整治进展缓慢、工作
不力的，及时督促整改纠正并进行通报，视
情节严重程度依法依规对相关负责人予以
约谈或问责。

广东省政府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
（场所）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
开展此项工作。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成
立本地区的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
负责人担任组长，牵头部署推动工作落实，组
织各有关单位联合开展综合整治。

广东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广东省各地陆续开展“散乱污”工业企

业（场所）综合整治工作，但此前调研情况
显示，全省“散乱污”工业企业（场所）清理
整治数量与实际存在情况差距较大，部分
地市政府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底数不清、
力度不大。

对此，《方案》提出，各地要尽快排查摸
底、建立整治清单。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
抓紧制定本地区“散乱污”工业企业（场所）

综合整治方案，已制定方案的要与此方案
进行衔接完善，进一步扩大排查和整治范
围 。 要 组 织 深 入 开 展 拉 网 式 排 查 ，进 一
步 摸 清 本 地 区“ 散 乱 污 ”工 业 企 业（场
所）底 数 ，建 立“ 散 乱 污 ”工 业 企 业（场
所）综 合 整 治 清 单 ，逐 一 明 确 处 置 方 式、
存在问题、改造具体措施、责任部门和计划
完成时间等。

《方 案》明 确 提 出 ，集 中 整 治 阶 段 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至 2019年9月30日。2018
年完成整治清单任务的40%，2019年9月底前
基本完成全省整治工作清单确定的任务。

各地要按照“先停后治、疏堵结合、扶
治并举”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做到“关停
要坚决、搬迁有去处、整改有标准”。建立
整改销号制度，依法整治一个、销号一个。

关停取缔一批。对不符合国家或省产
业政策、依法应办理而未办理相关审批或
登记手续、违法排污严重的工业企业（场

所），达到法律规定应停产、停业、关闭情节
的，坚决依法进行查处。列入关停取缔类
的，基本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
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

整合搬迁一批。对达不到法律规定应
停产、停业、关闭情节，符合国家和省产业
政策，但不符合本地区产业布局规划，或者
没有按要求进驻工业园区的规模以下且长
期污染环境的工业企业（场所），要加强排
污监管，并由县级以上政府组织进行综合
评估，评估认为经整合可以达到相关管理

要求的，要按照产业发展规模化、现代化的
原则，依法限期整合搬迁进驻工业园区并
实施升级改造，并依法办理审批或登记等
手续。

升级改造一批。对达不到法律规定应
停产、停业、关闭情节且未列入整合搬迁计
划，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符合本地区产
业布局规划，依法可以补办相关审批或登记
手续的工业企业（场所），要加强排污监管，依
法限期进行整改，并按照程序补办相关审
批或登记手续，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整治情况纳入省级环保督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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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正值一年中最美的时节，赣鄱大地犹如
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蓝天碧水、苍莽林海随处可
见，自然和谐之美令人陶醉。在这美丽的画卷中，
井冈山作为一颗绿色生态明珠，更是璀璨夺目。

回首往昔，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这块红
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培育了
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凝望当下，井冈山坚持生态
立市，紧紧围绕“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
好”的奋斗目标，奋勇争先。

加大投入，积极打造绿色城镇

井冈山市将美丽乡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
设及城乡环境整治工作有机结合，城乡环境面
貌发生显著变化。

“近年来，井冈山市针对城区面积规模不断
扩大，积极推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坚
持从实际出发，竭力申请环保专项资金，推进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井冈山市副市长肖永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近年来，井冈山市投入了 3000
余万元实施“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工程，重点在
公路、铁路沿线、城镇周边等打造绿色长廊。筹
措各方资金投入 1.5 亿元，用于开展龙江河、拿
山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同时，井冈山市积极筹措资金用于建设城
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城镇污水收集管网
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在新城区、茨坪城区建设
了日处理能力为0.3万吨、1.5万吨污水处理厂，日
处理1万吨的龙市瓷城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正稳
步推进，有效提高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

坚持生态立市，加大绿色投入的做法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截至2017年，井冈山的生态优势
进一步巩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了86%，位居全省
乃至全国前列，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42.86
平方米，全市环境质量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绿色发展，大力推广生态旅游

◆本报记者吕望舒

在 井 冈 山 这 片 红 色 的 土 地
上，旅游业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井冈山市不满足于发展“红色”旅
游，而是“依靠红色吸引人，依托
绿色留住人”。让旅游业紧跟绿
色发展的步伐，在红色的海洋中，
绽放出不一样的绿色精彩。

为了推广乡村旅游，井冈山
市按照“一村一景一品一文化”的
发展模式，高标准打造了 458 个
美丽乡村建设点，涌现出拿山村、
茅坪乡、渥田村、文水村等一批环
境整洁、景观生态、村风文明的特
色旅游文化村、生态村、民俗村。

现如今，这些旅游特色村早
已经不满足于“卖门票”“卖特产”
等初级旅游收入，而是通过实施

“旅游+”计划，以旅游业为主导，
重点发展总部经济、休闲经济、会
展经济、电商经济等新型经济，增
加 旅 游 卖 点 ，构 建 新 型 经 济 体
系，拓展旅游承载空间，并加快

“ 智 慧 井 冈 山 ”建 设 ，完 善 网 络
订 票 、订 餐 、订 房 、订 购 等 智 慧
旅 游 功 能 ，让 井 冈 山 旅 游 插 上

“绿色”的翅膀。

创新产业，努力实现绿色崛起

绿色和生态是井冈山最大的
优势、最大的品牌、最大的财富。
立足实际，井冈山立下了这样的

“领先”目标——“既要加快发展，

更要注重环保，确保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达全国领先水平，绿色崛
起成为鲜明特色。”

“绿色崛起”不是一句停留在
纸上、嘴上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
各项措施和制度上。从去年开
始，井冈山增加了一项离任审计
——生态审计。在对乡镇领导干
部进行经济审计的同时，一并进
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也就是
说，在任期间，如果对生态环境造
成了破坏，领导干部政绩再突出，
也要被问责、追责。这是井冈山
树立绿色发展导向的重要一招。

“革命老区的发展就是要奔
着 绿 色 产 业 去 ，紧跟国家方向。
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同时
可以做一些优秀的绿色产业，像旅
游业可以更深入地挖掘，开创绿色
养老产业等。这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要从源头控制产业发展方向，让
红色老区可以积极造血，实现绿色
崛起。”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善成在参
加红都生态行时建言献策。

不是不要发展，也不是延缓
发展，而是换一种思维抓发展，追
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井冈山市正是循着这样的理念，
立足实际，更新思路，努力将绿色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升级
绿色实力，努力实现绿色崛起。

今年以来，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投资 1273 万元，深入推进侧水河
二期治理工程，综合治理河道 4.44 公里，改善了河道环境，实现“水清、
流畅、岸绿、景美”目标。 人民图片网供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省份

北京
天津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问题总数（个）

45
9
74
63
179
118
108
439
1035

已完成
问题数（个）

21
4
33
31
78
71
50
301
589

尚未完成整改
问题数（个）

24
5
41
32
101
47
58
138
446

任务完成比例

44.7%
44.4%
44.6%
49.2%
43.6%
60.2%
46.3%
68.6%
56.9%

8省份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情况

8省份相关地市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城市

吉林省四平市

黑龙江省鹤岗市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山西省大同市

内蒙古区包头市

黑龙江省鸡西市

辽宁省辽阳市

辽宁省本溪市

辽宁省营口市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山东省潍坊市

辽宁省抚顺市

山西省太原市

吉林省长春市

天津市

北京市

吉林省辽源市

辽宁省丹东市

内蒙古区赤峰市

辽宁省葫芦岛市

山西省晋中市

问题总数
（个）

6

2

5

11

15

10

9

33

24

4

29

12

20

14

18

25

9

47

29

21

23

27

14

已完成整
治问题数
量（个）

0

0

0

1

3

2

2

8

6

1

9

4

7

5

7

10

4

21

13

10

11

13

7

正在整治
问题数量
（个）

6

2

5

10

12

8

7

25

18

3

20

8

13

9

11

15

5

26

16

11

12

14

7

零进展
问题数量
（个）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任务完成
比例（%）

0.0%

0.0%

0.0%

9.1%

20.0%

20.0%

22.2%

24.2%

25.0%

25.0%

31.0%

33.3%

35.0%

35.7%

38.9%

40.0%

44.4%

44.7%

44.8%

47.6%

47.8%

48.1%

50.0%

序号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城市

内蒙古区巴彦淖尔市
山东省济南市
辽宁省大连市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山西省运城市
吉林省延边市
山西省临汾市

黑龙江省黑河市
内蒙古区呼和浩特市

山东省东营市
山东省青岛市
山东省烟台市
山东省临沂市
辽宁省朝阳市
吉林省白山市
山东省日照市
辽宁省铁岭市
山东省德州市
山东省泰安市
吉林省通化市
山东省莱芜市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山东省淄博市
山东省威海市
吉林省吉林市

黑龙江省大庆市
吉林省松原市

内蒙古区阿拉善盟
内蒙古区呼伦贝尔市

辽宁省阜新市
山东省滨州市
山东省菏泽市
山东省枣庄市

问题总数
（个）

4
23
21
11
21
7
10
13
16
11
144
108
6
11
11
37
18
9
16
11
11
6
30
8
10
16
19
4
1
1
8
3
5

已完成整
治问题数
量（个）

2
12
11
6
12
4
6
8
10
7
94
71
4
8
8
28
14
7
13
9
9
5
26
7
9
15
18
4
1
1
8
3
5

正在整治
问题数量
（个）

2
11
10
5
9
3
4
5
6
4
50
37
2
3
3
9
4
2
3
2
2
1
4
1
1
1
1
0
0
0
0
0
0

零进展
问题数量
（个）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任务完成
比例（%）

50.0%
52.2%
52.4%
54.5%
57.1%
57.1%
60.0%
61.5%
62.5%
63.6%
65.3%
65.7%
66.7%
72.7%
72.7%
75.7%
77.8%
77.8%
81.3%
81.8%
81.8%
83.3%
86.7%
87.5%
90.0%
93.8%
94.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上接一版

一批突出问题被曝光，压力有
效传导至地方党委政府

本次专项督查过程中，生态环境部
每天通报督查进展，做得好的表扬，做得
不好的曝光，问题是什么，进度怎么样，
全盘曝光。

9 月 4 日督查发现，哈尔滨市西泉眼
水库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方案尚未制
定，没有开展实质性整改工作。生态环
境部在通报中直指阿城区政府重视不
够、推动不力。

9 月 7 日督查发现，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中心城区三座店水库水源保护区内
存在数家养猪场、养羊场，尽管赤峰市松
山区政府下达了依法关闭的决定，但问
题仍没有解决。

9月9日督查发现，云南省文山州暮底
河水库作为地市级水源地，本应于去年底
完成整改，至今其保护区内村庄生活污水

和垃圾未收集处置，直排水库库区。
与哈尔滨等城市相比，长春感受到

的压力可谓更大。专项督查和此间正在
开展的国务院大督查都指出了长春水源
地整改的问题，5 名负有领导责任及直
接责任的责任人还因此被严肃问责。

随着专项督查有力推进，地方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感受到了压力，整
治进程也明显加快。

在吉林，省检察院近日决定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保护水源地公益诉讼监督活
动；在天津，10 个地级及以上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已基本完成；在陕
西，省督查组也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专
项督查。

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在倒排工期、科技支
撑、督促检查、协调沟通、信息公开、工作
调度、责任落实、强化问责等方面强化工
作措施，加强跟踪调度，推动任务落实，
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水源地保护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序
号

1

2

3

省市

江苏省
泰州市

江苏省
泰州市

河南省
三门峡

市

水源地
名称

兴化市
横泾河
开发区
水源地

兴化市
横泾河
开发区
水源地
黄河三
门峡水

库

水源地
级别

县级

县级

地市级

保护区
类别

二级

一级

一级

问题具体情况

二级保护区内存在公路
桥穿越，未落实环境应
急防护措施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环城
西路公路桥穿越，未落
实环境应急防护措施

一级保护区内存在三门
峡黄河公路大桥穿越，未
落实环境应急防护措施

督查情况

防 撞 护 栏 、事 故 导 流
槽、应急池等应急防护
设施还在招投标，尚未
开始动工建设

防 撞 护 栏 、事 故 导 流
槽、应急池等应急防护
设施还在招投标，尚未
开始动工建设

方案目前正在评审，尚
未开始动工建设

本报记者牛秋鹏北京报道 9 月 17
日，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第二轮督查工作持续开展。第
三批次 6 个督查组在河南、江苏、浙江、
安徽、湖北、湖南等 6 省，现场检查了 90
个饮用水水源地的 257 个环境问题整治
情况。从检查情况看，179 个问题已整
改完成并销号，完成比例为 70%；其他 78
个问题正在整改过程中。

督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3 个水源

地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滞后。一些水源保
护区存在道路交通穿越问题，未依法建
设环境应急防护设施，造成水源地环境
安全隐患。主要涉及江苏省泰州市（2
个问题）、河南省三门峡市（1个问题）。

对未完成整治任务的问题，生态环
境部将继续加大督办力度，督促地方党
委政府落实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责
任，切实解决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有效
保障水源地环境安全。

生态环境部通报水源地专项第二轮督查进展
江苏泰州部分水源保护区道路交通穿越问题整改缓慢

整治进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