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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 11 日，长兴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签订合
约，吉利集团总投资 326 亿元的新
能源汽车项目正式落户长兴。

“长兴县铅蓄电池产业格局进
一步优化，行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长兴县副县长杨永章介绍，目前，超
威、天能已成为千亿级企业，2017
年营业收入均超过 1000 亿元，位列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

如今的长兴，从传统铅蓄电池
“黑色产业”转型为新能源这一“黄金
产业”，初步形成了以新型电池为核
心，涵盖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

新能源装备、新型能源材料等的较为
完整的新能源全产业链。继 2015年
获批“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纯
电动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发展基
地”后，长兴去年又相继获批“浙江省
新能源汽车项目产业化基地”和新能
源特色小镇，新能源汽车“两基地一
小镇”的产业格局基本成型。

据统计，2017 年，长兴 60 家新
能源产业规上企业完成产值 305.5
亿元，占全县比重达 23.4%；新签约
新能源重大项目 12 项，计划总投资
约 175 亿元，产业竞争力和生命力
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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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晏利扬 通讯员倪永兴

行业内流传着一句话：铅蓄电池产业发展，全国看浙江，浙江看长兴。
铅酸蓄电池产业是长兴县的支柱产业之一。长兴铅酸蓄电池产业

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到2004年已发展到175家之多。但是由于粗
放式发展，这一行业的铅污染物年排放量达十余吨之多，让产业陷入了
污染之困。长兴县因此先后被列入“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和“全
国重金属污染防控区”。

痛定思痛，长兴县分别于2005年、2011年对铅酸蓄电池行业开展
了两轮环境整治。如今，长兴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区”“中国电
池产业之都”“中国绿色动力能源中心”。2017年，长兴县铅蓄电池行
业实现产值 246.32 亿元，全县规上企业产值 1305.83 亿元，占比
18.86%；贡献税收7.8亿元，全县工业税收39亿元，占比20%，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长兴的华丽转身，诠释了“生态优化发展、绿色引领转型”。

经过两轮整治，终结“低、小、散”发展格局

2004 年 底 ，浙 江 省 启 动“811”
三年环境整治行动，对全省八大流
域和 11 个地市的 11 个重点环境监
管区开展全面整治。长兴县因铅酸
蓄电池污染被列为“省级环境保护
重点监管区”。

长兴县痛下决心，于 2005 年按
照“关闭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
的思路，开展了第一轮铅蓄电池行
业专项整治。

经过整治，全县铅蓄电池企业
由 175 家减少到 61 家，企业技术装
备由手工操作转向机械设备，且都
配备了治污装备，污染负荷大幅下
降。2006 年 6 月，长兴摘掉了“省级
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的帽子。

随 着 环 境 管 控 力 度 的 加 大 ，

2010 年，长兴又被列为“全国重金
属污染重点防控区”。2011 年，按
照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行动要
求，长兴县在全面仔细分析行业特
点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将这次全
国性行业整治作为加快全县铅蓄电
池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契机，痛下
决心，开展了第二轮专项整治。

长兴县环保局党组成员俞文杰
介绍，2011 年的第二次整治中，长
兴县按照“关停淘汰一批、搬迁入园
一批、原地提升一批”的总体思路，
2005年整治后保留的 61家铅蓄电池
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减少到 30家，目
前实际投产16家，并全部集中到园区
发展，彻底终结了长兴铅蓄电池产
业“低、小、散”的发展格局。

“整治不是把行业整垮整掉，而是整大整强”

“整治不是把行业整垮整掉，而
是整大整强。”长兴县环保局局长王
楚斌说。

为扶优汰劣，长兴县出台了铅
酸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16 条扶持
政策”、《关于金融支持铅酸蓄电池
企业专项整治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
见》以及《铅酸蓄电池行业专项整治
扶持政策》等多项举措，实现了转产
转行企业有扶持、停产关闭企业有
奖励、搬迁入园企业有支持、企业员
工安置有补贴、企业银行信贷有周
转，有效提升了企业开展整治行动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整治后，长兴铅蓄电池企业向
城南工业功能区和郎山新能源产业
集聚区集聚。长兴县还制定了《长
兴县铅蓄电池行业准入条件》，明确
了企业入园 16 条标准以及行业工
艺装备、行业安全生产规范等多项
规范标准，达到了国家甚至国际先

进水平。
在 长 兴 超 威 集 团 污 水 处 理 车

间，可以看到一个养着金鱼的玻璃
鱼缸。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养鱼
的水是处理后的污水。去年，由超
威集团承担的省科技厅重大科技专
项社会发展项目“蓄电池生产重金
属废水污染防治技术开发与应用”
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治污上下功夫的不止超威集
团，长兴所有铅蓄电池企业都是如
此。目前，长兴县铅酸蓄电池企业
的污水处理设备全部完成自动化改
造，改造升级后的出水总铅排放浓
度稳定在 0.2mg/L 以下，中水回用
率由原来的 40%提升至 70%以上，
部分企业达到 95%以上。在废气治
理方面，全部改造为滤筒+高效过
滤除尘器，改造后铅及其化合物排
放浓度稳定在 0.2mg/m3 以下，部分
企业达到 0.1mg/m3以下。

产业格局进一步优化，行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中央第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山东省
开展“回头看”。通过对相关部门
走访问询，并抽查有关企业，发现
山东省物流运输企业违规使用普
通柴油或其他高硫分燃油问题依
然十分突出，柴油货车尾气污染
严重。

普通柴油替代车用柴油
情况较多

《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禁
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
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第一
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指出，山东
省以普通柴油替代车用柴油的情
况较多，滨州等地市大量物流运
输企业违规使用普通柴油，尾气
污染问题突出。

为此，山东省整改方案要求，
杜绝违规使用普通柴油的情况，
并明确由原省工商局负责部署推
进相应整改工作。原省工商局于
2018年8月1日上报山东省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声称该问题完成整改并销号。

整改任务目标完全落空

督察发现，原山东省工商局
作为整改责任主体没有认真履行
整改职责，未就整改工作进行部
署推进，整改任务目标完全落空，
全省物流运输企业违规使用普通
柴油或高硫分燃油问题依然普遍
存在。

违规售油无人管。督察组抽
查 3 个地市的 4 家炼化公司，发现
这些炼化公司违规大量向物流运
输企业销售普通柴油或其他高硫
分燃油，导致这些柴油大量替代

车 用 柴 油 使 用 ，污 染 严 重 。
2018 年，东营齐润化工有限公
司 将 3 万 余 吨 硫 含 量 近
2000mg/kg 的常压柴油售给物
流运输企业和加油站，垦利石
化有限公司也将 3 万余吨硫含
量 2000mg/kg-3000mg/kg 的
燃油售给相关物流运输企业和
加 油 站 ，硫 含 量 最 高 超 标 约
300 倍。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
以来，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
公司将近 40 万吨普通柴油销
往多家物流运输企业，潍坊市
昌邑石化有限公司将 5 万余吨
国Ⅳ和国Ⅴ的普通柴油售给物
流运输企业。现场抽查发现，
物流运输企业多数在自身停车
场内私自安装加油装置，将所
购违规油品自用，昌邑市盛宏
物流有限公司甚至违法转售其
他社会车辆。

督察整改做样子。原省工

商 局 作 为 督 察 整 改 的 责 任 主
体，接受任务时服从安排，实际
整改时做做样子。督察反馈明
确指出问题主要是炼化公司违
法向物流运输企业销售普通柴
油替代车用柴油使用，导致汽
车尾气污染。但原省工商局等
部门整改时仅部署对加油站和
成品油仓储批发企业的检查，
没有将炼化公司到物流运输企
业的黑色链条作为查处对象。
整改工作指东打西，真正问题
没有触及。另外，整改方案明
确的目标是“强化日常监督管
理，杜绝违规使用普通柴油”；
但原省工商局擅自在销号材料
中将目标改为“针对加油站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此蒙混过
关，虚假销号。

执法监管走过场。 2017
年以来，山东省各市共打击取
缔非法加油点近 2000 家，但仅

对涉案物流运输企业进行了处
罚，未能以此为线索追根溯源，对
源头炼化公司违规售油问题进行
查处，炼化企业到物流运输企业
的黑色链条始终未被斩断。

一些炼化企业长期游离于监
管 之 外 ，缺 乏 对 法 律 的 敬 畏 。
2018 年 8 月，生态环境部调研发
现中国化工集团山东昌邑石化有
限公司涉嫌违法生产销售国Ⅳ普
通柴油，但在进一步调查时，企业
拒绝配合，不提供相关台账，并临
时编造相关记录。“回头看”进驻
后，督察组再次现场检查，要求企
业提供储运台账，企业依然拒绝
提供，并继续编造谎言，提供虚假
材料，性质十分恶劣。

对此，潍坊市查处不严不实，
甚至试图蒙混过关。在督察组两
次督导后，查处工作依然走过场，
在未调度企业生产记录和储运台
账等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即采信
企业说法，甚至未调阅生产记录
就作出该企业 2018 年未生产销
售国Ⅳ普通柴油的结论。直到督
察组再次督导、进一步明确要求
后才加大查处力度，发现该企业
2018 年实际以燃料油名义违规
销售国Ⅳ普通柴油 4万多吨。

原山东省工商局虚假整
改，有关地市不敢动真碰硬

原山东省工商局不在整改落
实中下功夫，反而在整改销号上
动脑筋，表面整改，虚假整改问题
突出。

山东省有关地市不敢动真碰
硬，对违法销售不合格油品的黑
色链条整治不力，未能对油品来
源追根溯源，未对炼化企业的违
法行为依法查处。 杜察文

山东工商部门整改做样子
违法销售柴油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中央第五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贵州黔东
南州台江县督察发现，黔东南州
台江经济开发区整改不力，敷衍
应对，涉重企业管理混乱，园区污
水处理设施徒有其表，不能有效
发挥作用，重金属污染隐患突出。

整改方案提出确保园区
废水应收尽收

黔 东 南 州 台 江 经 济 开 发 区
是 2012 年 1 月 经 省 政 府 批 准 设
立 的 省 级 开 发 区 ，规 划 面 积
43.87 平 方 公 里 ，首 期 开 发 面 积
9.93 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 3 平
方 公 里 。 目 前 ，园 区 共 进 驻 企
业 35 家 ，其 中 有 华 胜 集 团 及 其
下 属 企 业 等 9 家 铅 酸 蓄 电 池 及
再生铅企业。

2017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反馈指出：贵州省“工业园
区污染防治设施不配套”“全省工
业 企 业 污 染 防 治 水 平 有 待 提
高”。贵州省整改方案明确，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确保依托城镇污
水处理厂处理废水的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
园区所排放污水达到相关要求后
才能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建设完善已
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园区
配套管网，确保园区废水应收尽
收；强化执法监管，严厉打击设施
不正常运行、偷排及超标排污等
违法行为。

当地谎报整改任务已完成

园区企业管理粗放，环境
风险隐患突出。2018 年 9 月，
生态环境部组织暗查发现，园
区内企业华胜集团下属永鑫冶
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鑫
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
施，厂区环境管理粗放，防渗措
施不到位，含铅含酸废渣堵塞厂
区内导流沟，废水处理系统跑冒
滴漏造成厂区外林木大面积死
亡。此次“回头看”现场检查发
现，企业虽将受污染林木铲除后
补种了树木，但并未及时加强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也未完善
防渗措施，整改治标不治本。

督察发现，永鑫公司雨污
分流、清污分流不到位，废水处
理系统混乱，清水收集池贮存
大量工业废水。未按规范设置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随意将危
险废物和其他杂物混合堆放，
危废管理混乱。作为再生铅生
产企业，废气在线监测系统不
能监测其特征污染因子——铅
及其化合物，不能监控含铅粉
尘 进 入 外 环 境 状 况 ，形 同 虚
设。此外，包括该企业在内的
华胜集团及其下属 9 家铅酸蓄
电池及再生铅企业均未按规定
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园
区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园区未按要求建设集中式
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园区规划

建设两座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其
中北部片区 7500吨/日，南部片
区 6500吨/日。督察发现，该园
区实际并没有按要求建设上述
两座污水处理设施，而是依托设
计处理规模为2000吨/日的台江
第二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置，但该
污水处理厂自 2016 年 9 月建成
以来，由于管网建设不配套，长
期无法投入运行，2018年 5月才
基本具备污水收集条件，2018年
11 月 5 日才开始调试。园区污
水管网虽已接通，但大部分管网
处于无水状况，实际进水量仅60
吨/日，园区污水实际并未得到
有效收集处理。

2018 年 8 月，贵州省省级
督察即指出台江经济开发区存
在污水收集管网不健全，污水

处理厂长期不能正常运行问题。
此次“回头看”督察时，黔东南州
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整改，却
谎报该项整改任务已完成。

黔东南州及台江县党委、
政府整改责任落实不到位

黔东南州及台江县党委、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整改责任落实不
到位，工作推动不力。台江工业
园 区 管 委 会 表 面 整 改 ，敷 衍 应
对。相关企业环境意识淡漠，主
体责任不落实，管理混乱，环境风
险隐患突出。

针对上述问题，督察组将进
一步调查核实，对存在的失职失
责和违法问题，将督促地方依法
依规处理到位。 杜察文

贵州黔东南州台江经济开发区整改不力

重金属污染隐患突出

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

省份

辽宁

吉林

山西

陕西

安徽

山东

湖南

湖北

四川

贵州

合计

收到举报数量（件）

来电

4049

3642

2058

3066

1988

3609

3550

2792

2386

2256

29396

来信

5713

4089

1003

593

1045

2306

1926

728

2023

739

20165

合计

9762

7731

3061

3659

3033

5915

5476

3520

4409

2995

49561

受理举报数量（件）

来电

2830

2694

1894

1532

1743

3215

2842

2335

2077

2119

23281

来信

3936

3100

732

593

783

1667

1384

507

1588

562

14852

合计

6766

5794

2626

2125

2526

4882

4226

2842

3665

2681

38133

交办

数量（件）

6766

5794

2586

1711

2526

4882

4226

2842

3665

2681

37679

已办结（件）

属实

3339

3290

1223

1155

924

3437

3207

1904

2138

1798

22415

不属实

652

1046

327

243

377

418

497

425

402

71

4458

合计

3991

4336

1550

1398

1301

3855

3704

2329

2540

1869

26873

责令

整改

（家）

1472

496

400

606

997

3399

1509

706

1523

1132

12240

立案

处罚

（家）

543

156

162

212

215

418

295

202

511

277

2991

罚款

金额

（万元）

3154.45

1820.94

1976.58

2218.60

1090.86

4766.80

1572.13

2459.59

322.591

2031.80

21414.36

立案

侦查

（件）

55

20

9

12

5

8

26

22

11

18

186

拘留（人）

行政

2

1

1

0

6

4

9

8

2

1

34

刑事

4

2

3

6

6

2

12

5

3

11

54

约谈

（人）

97

48

197

222

162

52

208

470

180

168

1804

问责

（人）

237

315

304

375

39

361

191

90

160

105

2177

注：数据截至 2018 年 12月 6日 20:00

本报记者郭薇苏州报道 首
届绿色技术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
日前在江苏省苏州举行，最终评
出一、二、三等奖共 6 个项目。获
奖团队将获得赛事主办方给予二
次研发支持、融资支持、项目落地
和产业合作以及市场推介等一系
列丰厚奖励。

本次大赛由清华苏州环境创
新研究院、中国环境报社和苏州
高新区共同主办，苏州清弘环创
投资基金承办，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为支持单位。大赛自今年 6 月
启动以来，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

注，吸引了近百个团队携各自绿
色创新技术报名参赛。经过专家
初审、复赛选拔、实地走访调研，
组委会评选出 10 个优秀项目进
入总决赛。

总决赛评审团由 9 位专家组
成，包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知名环保企业负责人以及创投机
构代表。总决赛共计两轮，第一
轮包含项目路演、评委自由提问、
评委打分等环节。第二轮由各参
赛团队自行邀请的一位副高或以
上级别外部人士担任各自项目的
推荐人对项目进行进一步介绍，

并对第一轮比赛中评委提出的疑
问、建议等给予进一步回应。评
委针对推荐人陈述对项目进行第
二轮打分。

最终，广东昱明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获得首届绿色技术创新应
用大赛一等奖；奥特拉斯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揽山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鸿能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安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海能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分获二、三等奖。

赛后，来自大赛主办单位的
负责同志介绍了明年大赛的初步
计划。明年赛事组委会将在今年
的基础上，增加面向在校大学生
的竞赛单元，以科技竞赛的方式，
鼓励大学生以其独创的科技理念
和发明制造参与到资源节约型与
环 境 友 好 型 的 和 谐 社 会 建 设
中来。

首届绿色技术创新应用大赛落幕
6个项目获奖，将获得二次研发支持等奖励

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沪滇对口帮扶环保合作工作组第
二十三次会议近日在云南省昆明
市召开，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云
南省生态环境厅签署了《2019 年
上海云南对口帮扶环保合作工作

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2019 年，滇

沪双方将继续加强干部交流学习
和人员培训，在上海举办环境监
测、环境监察、土壤环境管理、信
息化技术专题培训班。在环境监

测、固体废物管理、环保信息化管
理、环境科研、土壤污染场地修复
项目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务
实的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沪滇
环境保护对口帮扶与合作迈上新
台阶，取得新成绩。

上海和云南建立环境保护对
口帮扶关系20年来，两省市生态环
境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相互
促进，既有力助推了云南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又切实加深了两省市生
态环境系统的友谊和感情。

沪滇签署对口帮扶环保合作备忘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高质量发展

昌邑市
盛 宏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在 停 车 场
内 私 设 加
油装置。

9 月暗查发现永鑫公司防渗漏措施不到位，含铅含酸废水外
渗。11月“回头看”发现厂区内废水渗漏处仍未采取防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