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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关于2019年2月18日-2019年3月4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这份获得感，公众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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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关于唐山 LNG 外输管线项目（曹宝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贵州省遵义市观音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山西小回沟煤业有限公司小回沟矿井 300万吨/年新建工程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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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审〔2019〕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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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时间

2019-2-18

2019-2-18

2019-2-18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审批决定文件全文详见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 http://www.mee.gov.cn）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有关规
定，经审查，2019 年 2 月 18 日-2019 年 3 月 4 日我
部对 3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
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2019 年 3月 5日-2019 年 3月 11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
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
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6556405、66556045（行政审
批大厅）

传 真：010-66556428
通讯地址：北 京 市 西 城 区 西 直 门 南 小 街

115号
邮 编：100035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2019 年全国两会拉开序幕，
老百姓们关注着什么？又期
待着什么？

近日，人民网推出“两会
调查”，在参与调查人数超过
440 万人的投票结果中，“生
态 环 保 ”位 居 热 词 榜 第 十
位。其中，过去一年里，哪些
变化感受最明显？空气质量
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了，路面垃圾减少了……这
些实打实的“获得感”成为人
们评价最多的内容。

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为了进一
步了解生态环保领域哪些方
面公众更为关切，在今年全
国两会召开之前，本报列举
了 20 个候选热词，在网络上
进行调查。在热心网友挑选
出的最关心的 10 个议题中，
大气污染治理排在第一位；
农村环境整治位列第二；接
下来分别是黑臭水体、机构
改革、土壤污染、基层能力建
设、固废治理、自然生态保护、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环保资
金投入。

而在去年本报所做的两
会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热
点分别是环保问责、环保机
构垂改、基层环保。从这个
变化可以看出，今年，人们对
身边环境质量的改善有了更

多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部署 2019 年经济工作时，
明确将“加强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任
务之一，“获得感”成为关键
标尺，这就需要出实招、下硬
功夫。

“议要议在百姓期许的
目光上，决要决在民众渴求
的心思上。”如何进一步提升
百姓身边的环境质量，成为
各地党政“一把手”需要想清
楚、说明白的紧要事。在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委
书记蔡奇提出，要充分认识
优质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北京以改善大气和水环
境质量为重点，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为了让民生
福祉有新提升，江苏省委书记
娄勤俭则指出，要坚持环保整
治和产业转型统筹考虑，推动

“重化工围江”和苏北小化工
问题联动解决，努力为未来
发展腾出空间。湖北省委书
记蒋超良提出，牢记环境就
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促进生态环境高
颜值和经济发展高素质同步
发展，让绿色成为荆楚大地
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 有 连 续 不 断 的 新 起 点 ”。
环保每每成为热词，正是现
实的反映，是民意期待、民生
寄托，对相关具体领域的关
注度或许在不断更换，但不
变的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对更大民生获得感的
期待。

◆本报记者闫海超

两会关注
LIANG HUI GUAN ZHU

◆本报记者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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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小玲成都报道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完成了厅
内设机构和人员调整，并召开了

“大换血”后的第一次专题会，大
家集思广益，谋划新年新思路和
新安排。

“要想在 2019 年一展身手，
实现新的更大作为，当务之急是
要着力建立健全十大工作机制。”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
长 于 会 文 表 示 ，首 先 就 是 要 建
立 健 全 协 作 配 合 机 制 。 今 年 3
月底就要完成垂改，队伍超过 1
万 人 ，没 有 一 个 高 效 顺 畅 的 协
作配合机制，打不了硬仗，更打
不了胜仗。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今
年，在信息化建设上，按轻重缓急
出台信息化建设工作方案，做到
既有总体目标又有分阶段分年度
具体目标。让全省生态环境系统
信息化建设上一个大台阶，使工
作效率大大提高。建立健全督查
督办机制。要建立专门督查督办
电子平台，对超期的督办件要发
督办函、催办单，纳入年度绩效目
标考核，并作书面报告。建立健
全联系协调机制。要继续发挥好
厅党组成员联系市州机制，每年
每位厅党组成员到联系市州的
调研不少于 30 天。建立健全学
习培训机制。22 个处长每年都
要 在“ 环 保 大 讲 堂 ”讲 一 堂 课 。
厅领导要带头到所联系的市州
去宣讲，指导各市州环保局开展
工作，少提要求多讲方法。建立
健全智库储备机制。各相关业务
领域都要组建专家库，成立专家
委员会，解决疑难杂症；组建厅内
人才“智库”，围绕一些重要、紧急
或专业的工作任务搭建临时专
班，集中研究攻关；进一步深化与

高等院校合作，加强厅校“联姻”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实现
双赢。

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基层服务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干部
流动机制、干部监督机制。

河北省副省长调研白洋淀治理保护时要求

进一步创新生态环境治理
本报记者周迎久 张铭贤雄

安报道 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陈刚近日就白洋淀生态环境治
理保护和水质监测工作进行调研。

他强调，白洋淀生态环境治
理是新区的生命线，要坚决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按照白洋淀生态环境治
理和保护规划以及实施意见既定
的路线图、时间表，进一步创新生
态环境治理，加快重点工作进度，
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稳步持
续推进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不断
取得实效。

陈刚先后来到高阳县蒲口乡
北蒲口村和安新县龙化乡拥城村
思乡桥，仔细询问了白洋淀上游

来水和监测断面水质情况。随后，
陈刚来到新区生态环境局，听取白
洋淀治理推进及项目谋划有关情
况，对重点任务进行现场调度。

陈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
划（2018-2035 年）》，明确工作机
制，全面压实责任，切实细化今年
全年工作时间表、路线图。要突
出重点，狠抓关键，加强府河、孝
义河和生态湿地的监测、导污和
净化工程建设；加大淀边、淀中村
垃圾、污水、厕所一体化治理工作
力度，确保年内按时完成目标任
务。加快白洋淀清淤试点工作，
加大依法治污力度，形成联动工
作机制，严厉打击各种破坏白洋
淀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山东省长岛县聚焦城市社区，充分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使“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成为居民的行动自觉。
图为长岛县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设施。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
徽省副省长何树山近日主持召开
2019 年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联席
会议及一季度调度会议，总结回
顾 2018 年工作，分析形势，研究
部署 2019 年工作任务。

会议听取了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徐恒秋关于 2018 年全省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和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汇报，审议通
过了《2019 年全省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重点任务》，宿州、亳州、淮北
市政府作了表态发言。

何 树 山 说 ，2019 年 是 实 施
“十三五”规划十分关键的一年，
全省 14 个未达标城市 PM2.5 浓度

要较 2015 年下降 14.4%，完成这
一目标任务压力很大。截至 2 月
25 日，今年全省 14 市 PM2.5 平均
浓度不降反升，加大了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压力。

何树山强调，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提高站位抓落实，进一步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增强人民群众的蓝
天获得感。要强化领导抓落实，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要求，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省政府将对各市年
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继续实行考核，充分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

安徽召开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

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今年我计划提出的几

个建议只有一个与生态环境

保护有关。”3月2日下午，身

穿白族服饰的全国人大代

表、云南省大理州环境监测

站副总工程师杨晓雪刚放下

行李，第一句话就让记者有

些意外。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杨

晓雪提出的几个建议，件件

都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今

年，作为来自生态环境系统

的全国人大代表，她为什么

只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建

议呢？

“这几年，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洱海保护工作
也进展十分顺利，这方面可以提出建议
的 问 题 越 来 越 少 了 。”杨 晓 雪 解 释 说 。
2018 年，洱海水质已经恢复到Ⅱ类。

和杨晓雪一样，全国人大代表、福建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也减少
了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建议。

去年全国两会上，张玉珍提出了 7
个建议，主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水环境
保护、环境执法等领域。今年，她将重点
关注土壤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食品
安全等领域。

杨晓雪和张玉珍并不是个例。近年
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尤其在涉及大气

污染防治、解决群众身边环境问题等方
面的议案建议数量和类型有所变化。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公
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与 2017 年相比，去
年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议案数量呈下降
趋势。2017 年，环资委接到 64 件议案；
2018 年，议案的数量减少到了 41件。

而这两年，正是“大气十条”“水十
条”“土十条”相继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不断深入推进的时期。代表们建议数量
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18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9.3%。36 个重
点城市 1062 个黑臭水体中，95%消除或

基本消除黑臭，实现攻坚战年度目标。
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同比提高
3.1 个百分点，达到 71%；劣Ⅴ类比例降
低 1.6 个百分点，达到 6.7%。其中，长江
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同比提高 3 个百
分点，劣Ⅴ类比例降低 0.4 个百分点。污
染防治攻坚战开局良好。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了，群众的意见
也少了。2018 年年底结束的第二批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涉及的 10 个
省份中，与 2016 年-2017 年中央环保督
察下沉同期相比，除辽宁、安徽、湖南 3
省出现小幅增长，其他 7 省接到的群众
举报转办量均有所下降，特别是四川省
从 3895 件降到 1482 件，降幅最大。

全国人大代表肩负反映民生、民心和
民意的使命。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步伐加
快，力度加大，改革加深，群众身边突出环
境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群众获得感增强，自
然会对代表建议的数量产生影响。

环境不断改善带来议案数量变化
“这方面可以提出建议的问题越来越少了”

与往年相比，今年人大代表们提出
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突出问题导
向，更加精准，更加深入。而随着污染防
治攻坚战及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
平保护的不断深入，代表们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建议体现出“精、准、深、广”的特
点。一些代表的建议涉及治污攻坚战的薄
弱环节，长江大保护及机构改革带来的职
能变化、能力建设等深层次问题。

比如，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
文今年提出的几个建议大多围绕加强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土壤污染防治是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张玉珍说，海洋环
境保护是去年机构改革刚刚划归到生态
环境部的职责，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张玉珍表达了对未来污染防治攻坚
战面临巨大挑战的担忧。“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是需要‘刮骨疗毒’的。”

张玉珍说的“刮骨疗毒”是指对产业
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农业投
入结构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整。随着环

境治理措施深入推进，深层次的问题逐
渐凸显出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越来
越要啃硬骨头，一些问题解决的难度在
加大。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困扰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一个问题。杨晓雪
说：“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监测仪器
我们西部地区都没有见过。广东地区在
发展新能源，而我们云南却还在建污水
处理厂。”

“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还需要加
强。”张玉珍表示，基层专业人员缺乏，装
备水平和业务能力建设都亟待提高。尤
其是一些去年刚刚划归到生态环境部的
职责，相关人员队伍建设及设备技术标
准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生态环保建议深度和广度在拓展
突出问题导向，更加精准

本报记者王奎庭北京报道
今年年底“十三五”油气资源潜力
评价工作结束时，我国将诞生首
个生态约束性油气资源指标——

“红线内”资源量，即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的油气资源量。这是自
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
近日召开的 2019 年工作会议上
透露的。

“十三五”全国油气资源评价
将于今年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与以往相比，这一轮评价工
作重点开展了油气资源的经济评
价和生态评价，在提交常规与非
常规油气地质资源总量、可采资
源总量、经济可采量、分类分级资
源评价结果的同时，深入贯彻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首次提交我国

油气资源的“红线内”资源量。评
价工作完成后，将建成我国常规
与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软件系
统、油气资源评价数据库与图形
库。依据评价结果，研究提出我
国大盆地、深层、深水等重点领域
和方向战略布局，以及下一步工
作意见建议，为立足国内保障能
源资源安全提供基础支撑。

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将首次采用生态约束性指标
旨在系统弄清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资源量

全国人大环资委相关数据显示，与2017年相比，去年生态环保领域议案数量呈下降趋势

环保议案为何少？只因攻坚力度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