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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山西省开展“回头看”，并统筹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发现山西省推进焦
化产业升级改造不力，优化产业布局形同虚设，
污染治理避难就易，污染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焦化产能“越调越多”，污染治
理避难就易

焦化是山西省重要产业，近年来山西省焦
炭产量每年保持在 8000 余万吨，位居全国之
首。2017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指
出，山西省焦化产能调整重组多年来推进不力，
调整重组效果十分有限，缺乏以环保治污倒逼
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对企业提标改造一再放
松要求。为此，山西省整改方案明确，加大焦化
行业的整合力度，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环境
监管，2017 年底前，确保全省焦化行业稳定达
标排放。

此次“回头看”发现，山西省焦化产业调整
优化力度不够，焦化产能“越调越多”，污染治理
避难就易，焦炉无组织排放、熄焦水超标等问题
十分突出。

放任焦化产能新一轮扩张，优
化产业布局要求形同虚设，污染排
放问题十分突出

焦化产能扩张冲动依然强烈。国务院《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明确
提出重点地区严禁新增焦化等产能。但督察发
现，山西省推进大机焦建设、提升行业装备水平
的过程，也是放任焦化产能新一轮扩张的过程。

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部门 2009 年核定全
省焦化产能为 18794 万吨，截至 2018 年 9 月实
际建成产能 14768 万吨；山西省将产能差额作
为新、扩建焦化项目产能置换指标。在其他省
份大力推动独立焦化企业淘汰转型的情况下，
山西省这些预留产能指标正在被加速释放。经核
实，山西省当前在建焦化项目 8个，涉及新增产能
1070万吨；拟建项目 10个，涉及产能 1336万吨。
一方面是近几年全省焦化产能利用率不足 60%，
另一方面又在大干快上，加速焦化行业产能扩张，
产业结构调整陷入“越调越多”的怪圈。

此外，山西省 2018 年 9 月出台的《焦化产业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虽提出坚决控制产业规模，确保建成焦炉产能

总体稳中有降，却无任何实质性控制措施。晋
中市焦化行业督察整改工作方案甚至提出，充
分利用闲置产能（即未建产能）指标，提高产能
指标利用率，变相鼓励新扩建焦化产能。

优化产业布局要求形同虚设。为改变焦化
产业布局过于分散问题，2017 年 11 月，山西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联
合出台《山西省焦化产业布局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拟集中在 5 个地市打造 12 个重点焦化
园区，实现产业集聚发展；太原全市及其他地级
市城区和郊区严禁新建、扩建焦化项目，现有焦
化项目逐步搬迁。但实际工作中，各地对此置
若罔闻，依然各行其是，《意见》沦为一纸空文。

2018 年初，太原市政府向山西省政府请示
将清徐县纳入全省重点焦化产业园区布局规
划，建设年产 1500 万吨的焦化园区。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意见
同意在不超出太原市总产能的前提下，清徐县
可保留一定焦化生产能力，明显违背自己提出
的产业布局优化要求。《意见》中明确晋中市 2
个重点焦化园区位于介休市和灵石县，但平遥
县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仍于 2017 年 12 月对平遥
煤化集团 134 万吨/年焦化项目进行备案，并称
该项目符合《意见》要求。该项目建成后，平遥
县焦化产能将增加到 300万吨。

污染排放问题十分突出。在推进焦化行业
全面达标治理过程中，山西省对焦炉无组织排
放、熄焦水超标等问题疏于管理，焦化行业污染
问题十分突出。

督察发现，吕梁市金桃园焦化公司焦炉炉
门破损严重、四处冒火，烟气随意排放、浓烟滚
滚，污染场面触目惊心；山西介休三盛焦化有限
公司焦炉集气罩破损，出焦时烟气大量散逸；长
治市麟源煤业公司焦炉炉顶、煤气上升管、炉门

等处存在明显的烟气无组织排放现象；临汾市
晋能焦化有限公司装煤、出焦时部分烟尘直接
排放。

废水未经处理直接熄焦情况普遍，熄焦水
超标问题十分突出。督察组抽取太原、晋中、临
汾、吕梁、长治、运城等地 14 家焦化企业的熄焦
水进行检测，有 12 家存在超标现象，其中 10 家
挥发酚超标，平均超标 174.3 倍，大量污染物转
化为气态排放。如山西银焱集团娄烦东升煤焦
有限公司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熄焦，氨
氮浓度为 986 毫克/升，超标 38.4 倍，挥发酚浓
度为 425 毫克/升，超标 849 倍；临汾市晋能焦化
有限公司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混入熄焦池，
熄焦废水处理系统闲置，熄焦废水绕过处理系
统直接用于熄焦，熄焦水氨氮、挥发酚、氰化物
浓度分别超标 16.1 倍、145.8 倍和 5.3 倍；山西太
岳焦化有限公司蒸氨塔、冷凝水等多种污水收
集池设有管道与熄焦水沉淀池直接连通，部分
蒸氨废水及污水收集池内的污水未按要求经生化
站处理，直接进入熄焦池；晋中市山西介休三盛焦
化有限公司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熄焦
池，导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异常升高。

有关部门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

督察发现，山西省发展改革等部门及有关
地市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视不
够，对打好焦化产业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转型
升级态度不坚决，产业结构性、布局性污染问题
依然突出。山西省各级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作为
行业主管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监管不力，焦化行业污染问题没有得
到有效解决。

山西省焦化产能扩张步伐不止

熄焦水超标百倍 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西省开展

“回头看”，发现山西省多地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整改
方案照抄照搬，形式主义问题突出。

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影响整改工作推进落实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指出，山西省一些部门和地区对环境
保护工作重视不够，职责落实不力，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对此，山西
省整改方案要求，各地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督察整改方案是地方推动整改落实的具体操作文件，研究制订科学、
详实、可操作性强的整改方案，是扎实开展督察整改的基础和前提。但

“回头看”发现，山西省一些地方没有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和山
西省整改方案要求贯彻落实到位，长治、大同、临汾、太原、晋中等地市在
制订整改方案时照抄照搬现象严重，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影响了整改工作
的推进落实。

太原、临汾、晋中、大同整改方案照抄照搬严重，长
治方案制订弄虚作假，部分县区整改方案不具备可操
作性

照抄照搬现象严重。督察发现，太原市整改方案照抄照搬明显，整改
方案中多处对其他地市提出整改要求。如关于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中，要求“对太原、大同、朔州、运城四个市开展第四轮省级督察”；关
于散煤治理中，要求“太原、晋城、晋中等市完成禁煤区划定”；关于重点区
域整治中，要求“对清徐、河津、介休、泽州等工业园区、产业园区进行排
查”，明显照抄山西省整改方案，工作极不严肃。

临汾市、晋中市也存在类似问题。如临汾市曲沃县在整改措施清单中提
出，要对“太原、阳泉、长治、晋城、临汾、晋中‘4+2’城市划定禁煤区”；晋中市榆
次区制订的《榆次区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整改任务实施方案》《榆
次区贯彻落实省环保督察反馈整改任务实施方案》内容基本一致。

《大同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分工方案（试行）》没有认真分析本
区域水污染问题，只是简单将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的有关要求
原文抄录，甚至还出现“各省市区、省会城市”等字样；没有焦化企业，但
水污染防治 2017 年行动计划和 2018 年行动计划均要求“落实或完成焦化
行业专项治理方案中的年度任务”。

方案制订弄虚作假。督察发现，一些地方为应对督察，在整改方案印
发时间上动歪心思。长治市煤炭工业局《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
意见的整改方案》早在 2017 年 8 月 4 日就印发实施，但在正文中却堂而皇
之将 2017 年 9 月 27 日山西省印发的《山西省贯彻落实中央第二环境保护
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 9 月 11 日印发的《关于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实行台账式管理的通知》作为主要依据，存在明显弄虚作假行为。

整改方案与实际脱节。督察发现，大同市一些县区整改方案不具
备可操作性，新荣区《落实省、市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动员
部署会议精神实施方案》，未对涉及到的问题拉出清单，明确目标、措施和
整改时限。原大同县（现云州区）制订的《大同县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实施方案》，只是将问题进行简单分配，没有逐个问题明确责任人、整
改时限和措施。天镇县甚至没有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点名
的“天镇县污水处理厂部分生活污水溢流直排南洋河”问题纳入整改
方案。

长治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在《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实施
方案》中，擅自将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建成时限推迟到 2018 年底，比山西省
及长治市整改要求时限晚了一年，导致相关工作严重滞后。

山西省对地市督察整改工作指导、督促、检查不力

督察发现，山西省对地市督察整改工作指导、督促、检查不力；太原等多
个地市对督察整改重视不够，敷衍应对，整改方案照抄照搬，形式主义问题突
出，甚至只是“喊口号”“刷标语”，而不见抓落实、抓落地，失职失责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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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在湖北武汉市督察发现，武汉市南湖整治工作严重滞后，截污治污
工作落实不力，大量污水直排，湖泊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武汉市湖泊水质近年来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
一步恶化

武汉市列入湖北省湖泊保护名录的湖泊有 166 个，被称为“百湖
之市”，其中，南湖是全市第三大城中湖，面积约 7.67 平方公里，汇水
区面积 37.44 平方公里。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指出，全
市 166 个湖泊中，2015 年水质优于Ⅲ类的仅占 4%，劣于Ⅴ类的占比
高达 23%，与 2013 年相比，30个湖泊水质变差。

湖北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持续推进雨污混错接及社区雨污分
流改造工程，加大老旧管网改造力度，深入推进“水十条”重点任务落
实，加快城中湖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武汉市建成区 2017 年底前应
基本消除黑臭水体，污水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

但督察发现，武汉市湖泊水质近年来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
恶化。全市 166 个湖泊中，2017 年水质劣于Ⅴ类的多达 48 个，占比
高达 29%，比 2015 年增加 11 个。其中，南湖水质从 2006 年至今均为
劣Ⅴ类，水体长期富营养化，每年都有“水华”事件和死鱼现象发生。

南湖水环境整治工程至今无一落地，大量污水
直排入湖，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督察发现，南湖水环境整治工作部署滞后、落实不力，污染问题
依然突出。

整改部署迟缓，工程进展滞后。湖北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 2017
年启动南湖治理工作，但武汉市 2017 年 9 月审议通过《南湖水环境提
升规划方案》后，配套的南湖水环境提升工程项目直至 2018 年 9 月才
经武汉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并要求开展初步设计，报批后方可实
施。因规划方案措施粗放、标准过低，可操作性差，武汉市政府 2018
年 8 月又出台实施《南湖水环境提升攻坚工作方案》，11 月出台《武汉
市南湖“一湖一策”实施方案》。由于部署滞后，实施启动晚，整治工
程至今无一落地。2018 年前三季度，南湖水质仍为劣Ⅴ类，高锰酸
盐 指 数 、生 化 需 氧 量 、化 学 需 氧 量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比 2017 年 上 升
17.6%、13.3%、7.2%。

排口整治不力，污水直排入湖。因南湖地势低洼，长期以来，周
边主管网和提升泵站建设滞后，雨污不分、混排漏排问题突出。为
此，南湖水环境提升攻坚工作方案要求：2018 年 9 月底前，消除南
湖周边污水直排入湖现象；2018 年底前，实现南湖全面截污。但
督察发现，排口截污整治工作推进严重滞后，南湖雨污分流率不
到 30%，环湖 43 个排口中，有 17 个明显混有大量生活污水。虽然
部 分 排 口（闸 口）建 了 截 流 坝（闸），但 仍 有 大 量 生 活 污 水 直 接 溢
流排放。抽查发现，民院闸是南湖最大的一个排闸，是周边 8 个
住宅楼盘和 3 所高校的雨污混流排口。现场检查时，大量污水正在
直排，臭气熏人，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分别高达 168 毫克/升和 15.4

毫克/升，群众反映强烈。
周边幸福村闸、茶山刘闸、南湖名都花园截污涵闸和刘家

嘴闸也存在污水直排问题，直排口周边区域水体黑臭明显，取
样监测发现，水体氨氮浓度最高达 21.1 毫克/升，与督察整改方
案要求的全市污水基本全收集全处理和消除黑臭水体的目标
相差甚远。

建设运营粗放，“治污”反成“排污”。督察发现，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大量污水长期直排南湖，污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 380 毫克/
升，是全市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浓度的两倍多，污染尤为突出。为
临时解决污水直排问题，该校建成一套污水应急处理设施。但督
察组暗查发现，该校排口正在直排污水，污水应急处理设施停运，
操作人员还将设施内污泥直接外排，经湖边草坪流入南湖，“治污
设施”却成“排污设施”，性质十分恶劣。

此外，抽查发现，武汉市 2013 年以来新建成的小区中，有 51 个
存在污水直排问题，其中江夏区豹子山街附近，每天有几千吨污水
靠自流或者潜水泵排入黄家湖湖边塘，导致湖边塘水质污染严重，
氨氮、总磷浓度分别高达 7.5 毫克/升、1.32 毫克/升，分别超过地表
水Ⅴ类标准 2.75倍、5.6倍。

武汉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全市重点任
务统筹谋划和监督指导不够，导致督察整改工作
落实不力

武汉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全市污水管网改造建设、截污
治污工作等重点任务统筹谋划和监督指导不够，导致督察整改工
作落实不力，南湖水环境治理工程一拖再拖，污水管网改造工作严
重滞后，雨污混排、大量生活污水直排问题依旧突出，南湖污染严
重，群众反映强烈。

武汉市南湖污水直排整治滞后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水质从 2006 年至今均为劣Ⅴ类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14 至 16 日，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省天门市开展“回头看”。督
察发现，天门市整改工作推进不力，境内主要河流天
门河出境断面水质长期不达标，陷入“年年限批、年年
整改、年年超标”的怪圈，2018 年以来，部分断面水质
仍在继续恶化。

出境断面水质长期不达标，被限批
和约谈

天门河污染问题由来已久，2017 年 4 月，第一轮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湖北省反馈意见指出，与 2013 年
相比，湖北省 2016 年主要河流水质总体稳定，但仍有
31 个地表水省控及以上断面水质下降，占总断面数
的 14.1%。为此，湖北省整改方案明确要求，要持续
改善水环境质量，确保全省主要河流、湖库水质“只能
更好、不能变坏”。天门市整改方案也明确，要从工业
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治理、水生态修复、水系连通、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河流截污等方面入手，改善天门河
水质。

督察发现，2016 年、2017 年天门河水质均为劣Ⅴ
类。2017 年和 2018 年，天门市连续两年由于天门河
出境汉川新堰断面上年度监测达标率不合格，被原湖
北省环境保护厅实施涉水项目限批，并于 2018 年 5 月
因考核断面水质不达标被湖北省政府约谈。2018 年
9 月 17 日，天门市政府上报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
况显示，天门河相关整改工作已经完成。

河道整治“重面子、轻里子”，沿河
截污工程浮皮潦草，违反限批上项目

天门市推动天门河整改不力，城区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不到位，沿河截污整治不严不实，落实涉水项目
限批要求打折扣，天门河水质长期不能达标。督察组
现场采样监测发现，天门河流经天门市城区不到 6 公
里，水质由Ⅲ类急剧下降至Ⅴ类。

城区污水收集处理能力缺口大，河道作污
渠。天 门 市 城 区 及 城 郊 镇 区 人 口 达 35 万 ，目 前 日
收集处理生活污水仅为 4.35 万吨，每天约 2 万吨生
活 污 水 直 排 天 门 河 。 但 天 门 市 对 此 重 视 不 够 ，管
网 改 造 和 建 设 严 重 滞 后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全 市 仅 分 别 建 成 管 网 20.16 公 里、19.29 公 里、14.74
公里，有的区域污水长期未纳入收集范围，任由污
水 直 排 ，天 门 河 一 些 支 渠 成 为“ 排 污 沟 ”。 督 察 组
现场对文昌路与竟陵东街交汇处的生活污水排放
口 取 样 监 测 ，化 学 需 氧 量 浓 度 达 66 毫 克/升 ，氨 氮

浓 度 达 18.4 毫 克/升 。 部 分 开 展 整 治 的 河 道 也 往
往“ 重 面 子 、轻 里 子 ”，只 在 堤 岸 美 化 上 花 心 思 ，不
在 管 网 建 设 上 下 功 夫 ，结 果“ 岸 线 绿 了 ”“ 水 却 不
清 ”。 如 汇 入 天 门 河 的 谌 桥 河 ，两 岸 护 坡 完 成 绿
化 ，但 河 面 水 草 和 浮 萍 疯 长 、垃 圾 漂 浮 ，督 察组现
场取样监测，水质已为劣Ⅴ类。

沿河截污整治不到位，工程浮皮潦草。 2015
年底，天门市启动天门河沿岸截污整治，投资逾亿
元推进河床清淤、河岸整治、截污管道和滨河步道
建 设 等 工 程 ，整 治 工 作 于 2017 年 底 完 成 。 但 督 察
发 现 ，截 污 工 程 质 量 堪 忧 、管 理 缺 位 ，刚 投 入 使 用
不足一年的沿河截污管道，部分已严重破损，居民
生 活 污 水 收 集 到 管 网 和 集 水 井 后 ，又 从 破 漏 处 流
入天门河。督察组现场检查了天门河东湖路与文
昌路段，短短 500 米的管道和集水井，就发现近 10
处破损断裂，大量生活污水直排天门河。

违反限批要求上项目，限批变空文。2017-2018
年，被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实施涉水项目限批后，天
门市思想认识仍不够到位，将水质不达标归因于水环
境功能区划不合理、上游来水水质不好等原因，对自
身存在问题没有认真分析，整改措施流于表面，甚至
在执行限批要求上也大打折扣。限批文件明确要求
限批范围为考核断面至其对照断面之间的流域范围，
涉及天门河流域 11 个乡镇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但
天门市却仅仅将限批范围落实在汉川新堰断面上游、
工业企业布局较少的净潭乡和卢市镇。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实施限批以来，全市共审批涉水项目 105 个，
其中位于限批范围的多达 48个。

天门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
不作为、慢作为问题，落实限批要求打
折扣、搞变通，工作不严不实

天门市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落实重视不够，未能认真查摆问题，“事不关
己”思想严重，整改工作流于表面，推进境内水环境质
量改善不力。市委常委会直到 2017 年 12 月 6 日，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期限将至时，才安排议题听取整
改情况汇报。在解决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污水直
排整治问题上，办法不多、措施不硬、推进不力，甚至
对一些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视而不见。在被限批、被
约谈的情况下，仍未能提高认识，不从自身找原因，反
而怨天尤人、敷衍整改，存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落
实限批要求打折扣、搞变通，工作不严不实，导致水环
境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

湖北天门市天门河“年年限批年年超标”
流经城区后水质恶化明显，由Ⅲ类急剧下降至Ⅴ类

吕梁市金桃
园焦化公司焦炉
四处冒火、浓烟
滚滚。

污水应急设施外排污泥入湖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