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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5月15日北京报
道 生态环境部今日向媒体公布了 2019
年 2 月和 3 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2+26”城市（以下简称“2+26”城市）降
尘监测结果。

2 月，“2+26”城市降尘量均值范围
在（2.8–17.3）吨/平方千米·月之间，平
均 为 6.6 吨/平 方 千 米·月 ，同 比 下 降
33.3%。其中，晋城、滨州、长治、沧州、
安阳、天津、淄博、保定、北京、菏泽、衡
水、邢台、济宁、濮阳、济南、郑州、德州、
鹤壁、邯郸、新乡、石家庄、焦作、廊坊、

开封和唐山 市 等 25 个 城 市 降 尘 量 小
于 9.0 吨/平方千米·月（《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各城市
平 均 降 尘 量 不 得 高 于 9.0 吨/平 方 千
米·月）；聊城、阳泉和太原市等 3 个城
市降尘量大于 9.0 吨/平方千米·月，其
中太原市降尘量最大，为 17.3 吨/平方
千米·月。

3 月，“2+26”城 市 降 尘 量 均 值 范
围 在（5.8 – 19.5）吨/平 方 千 米·月 之
间 ，平 均 为 10.2 吨/平 方 千 米·月 ，同

比 下 降 1.0% 。 其 中 ，晋 城 、北 京 、长
治 、鹤 壁 、淄 博 、新 乡 、保 定 、石 家 庄 、
滨州、天津和焦作市等 11 个城市降尘
量小于或等于 9.0 吨/平方千米·月；邯
郸、开封、沧州、济宁、濮阳、郑州、安阳、
邢台、廊坊、德州、济南、唐山、衡水、菏
泽、阳泉、聊城和太原市等 17 个城市降
尘量大于 9.0 吨/平方千米·月，其中太
原 市 降 尘 量 最 大 ，为 19.5 吨/平 方 千
米·月。

“2+26”城市2019年2月和3月降
尘监测结果详见今日二版

生态环境部通报2月和3月京津冀大气污染
传输通道“2+26”城市降尘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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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文雯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8 年 11 月 4 日至 12 月
4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
辽宁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针对渤海生态保护修复问题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并形成督察
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19年5月15日向辽
宁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反馈会由辽宁省省长唐一军主持，
督察组组长朱小丹通报督察意见，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作表态
发言。督察组副组长翟青，督察组有关人员，辽宁省委、省政府
领导班子成员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督察认为，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成效。

第一轮督察反馈以来，辽宁省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进督察整改工
作。制订省级党政领导督办推进督察整改工作方案，由 18
名省级党政领导包抓 18 项重点难点问题。特别是 2018 年
9 月以来，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周召开调度会，听
取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督察整改情况汇报。

督察整改以来，全省累计拆除燃煤小锅炉 5688 台，对
260 台燃煤锅炉进行提标改造，淘汰老旧车 7.2 万辆；取缔
落后水泥磨机生产线 36 条、小高炉 12 座，关闭退出小煤矿
185 处。阜新市拆除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违规
建设的酒店和别墅；朝阳市拆除楼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缓冲区内木栈道、戏台、水塘。大连市完成 40个超标入海
排污口整治和 13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葫芦岛市完成青山
水库环境保护配套工程，从源头上保证全市饮用水水质安全。

制定修订《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 10 余部生态环境
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实施《辽宁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文件。出台辽宁省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办法、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问责办法和海洋督察整改
问责办法，不断加大考核力度，有效传导督察整改工作压力。

辽宁省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作，边督边改，立行立
改，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截至
2019 年 3 月，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结，其中
责令整改 2198 家，立案处罚 804 家，罚款 8374 万元；立案侦
查 83件，拘留 8人，约谈 132人，问责 302人。

督察指出，辽宁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虽然取
得重要进展，但一些地方和部门整改工作前松后紧、避重就
轻，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思想认识和责任落实不
到位，甚至还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和假装整改等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仍不到位。一些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深入、不坚决，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还没有
真正树立起来，致使一些整改工作非常被动。

抚顺市将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规项目整改寄托
在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新调整上，从 2018 年 9 月才开始
整改，工作十分被动。大连市 D71 入海排污口整治研究不
够、推进缓慢，2018 年 9 月，为完成整改任务突击建设临时
处理设施。沈阳市祝家地区 150 多万吨堆存污泥处置工作
严重滞后，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将约 32 万吨污泥运送至沈阳、铁岭、阜新等地的 10
余家电厂、砖厂、生物发酵厂、煤场、临时堆场等进行分散处置。由于转运和处置过
程监管缺位，转送至铁岭、阜新等地的污泥仍有 14 万吨堆存在缺少防渗防雨设施
的临时堆场内，且部分污泥去向不明。

一些整改任务一交了之。大连市将松木岛化工园区地下水超标问题整改责任
分解到金普新区管委会，金普新区管委会又将整改任务交给松木岛化工园区管委
会。截至“回头看”时，相关治理工作还未开展。辽宁省海洋部门对违法围填海破
坏生态问题监管不严，2017 年以来全省仍发生违法围填海案件 50 件。原省海洋与
渔业厅检查发现锦州凌海市龙海馨港违法围填海问题后，移交锦州市海洋部门处理，锦
州市海洋部门又移交凌海市海洋部门查处，最终凌海市海洋部门一罚了之，违法项目边
罚边干。第一轮督察时群众多次举报的鞍山市台安县油泥坑塘污染环境问题和锦州市
五里明渠污水异味扰民问题，层层交办，均未得到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下转五版

相关案例详见今日五版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自 2019 年 5 月 5 日起，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向辽宁、
吉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湖北、湖
南，四川、贵州等 10 省反馈“回头看”督
察意见。反馈会均由省政府主要领导
主持，督察组组长宣读反馈意见，省委
书记作表态讲话。至 5 月 15 日，第二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
工作全部完成。

第二批“回头看”督察意见体现四
个 方 面 突 出 特 点 。 一 是 坚 持 问 题 导
向。将“回头看”发现的问题按照问题
性质和严重程度进行梳理分类，逐一明
列地方在督察整改中存在的思想认识
不到位，以及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
整改和“一刀切”等情况，并同步移交
56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二
是统筹两个重点。既围绕第一轮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又针
对各地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领域开展
专项督察；既咬住督察整改不力问题不
放，不解决问题决不松手；又加强重点

领域专项督察，聚焦精准深入，传导压
力、压实责 任 。 三 是 突 出 典 型 案 例 。
在“回头看”进驻期间公开 29 个典型
案 例 基 础 上 ，反 馈 期 间 又 公 开 22 个
典 型 案 例 ，通 过 典 型 案 例 ，更 好 地 聚
焦 突 出 问 题 ，回 应 社 会 关 切 ，发 挥 震
慑 效 果 。 四 是 注 重 客 观 评 价 。 根 据
各 督 察 组 督 察 实 际 情 况 ，客 观 评 价
10 省 份 第 一 轮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整 改 效
果 ，其 中 湖 北 、吉林、贵州等省取得显
著成效，湖南、安徽、四川、辽宁等省取
得重要成效，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取得
积极成效。

总的看来，各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将督察整改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
问题来抓，强化部署推动，切实解决问
题，注重长效机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并
取得明显的整改效果。但也发现许多
问题和不足，特别是一些共性问题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思想认识仍不到
位，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站位不高，对
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足，对督察整改工

作要求不高、抓得不紧，部分整改任务
进展滞后；二是敷衍整改较为多见，整
改要求和工作措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甚至敷衍应对；三是表面整改时有发
生，一些地方和部门放松整改要求，避
重就轻，做表面文章，导致问题得不到
有效解决；四是假装整改依然存在，有
的在整改工作中弄虚作假、谎报情况，
有的假整改、真销号，有的甚至顶风而
上，性质恶劣。

“回头看”开展以来，10 省份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
督察组交办的 38141 件群众环境举报，
截至目前已基本办结，其中，责令整改
15289 家；立案处罚 4016 家，罚款 3.2 亿
元；立案侦查 238 件，行政和刑事拘留
127 人；约谈 2159 人，问责 2571 人；推动
解决 3 万多件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
题。吉林省针对东辽河污染治理不力
问题，对时任辽源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
作出免职处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
果，对全省乃至全国推动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政治责任都具有警示作用。

随着第二批“回头看”反馈工作结
束，标志着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

“回头看”全部完成。第一轮督察及“回
头看”共受理群众举报 21.2 万余件，合
并重复举报后向地方转办约 17.9 万件，
绝大多数已办结，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
边生态环境问题 15 万余件。其中，立
案处罚 4 万多家，罚款 24.6 亿元；立案
侦 查 2303 件 ，行 政 和 刑 事 拘 留 2264
人。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共移交责
任追究问题 509 个。目前，第一轮督察
移交问题已完成问责，两批“回头看”问
责工作正在开展。通过第一轮督察及

“回头看”有效压实了地方党委和政府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取得了“百姓点赞、
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显著
效果。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生态环
境部将继续做好各地督察整改工作的
分析、调度和抽查，并对重点整改任务
实施定期盯办。针对督察整改中存在
的问题，将咬住不放、一盯到底，直到彻
底解决。

第二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完成督察反馈工作
湖北、吉林、贵州等省取得显著成效，湖南、安徽、四川、辽宁等省取得重要

成效，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见习记者李妮斯 何
舟济5月15日成都报道 四川
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今日与
中 国 环 境 报 社 在 成 都 签 署
2019 年 度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共
同传递成都市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坚决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政治责任的坚定决心，为
成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这是全国首
个副省级城市生态环境部门
与中国环境报社签约。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党组
书记、局长张军与中国环境报
社党委书记、社长李瑞农出席
签约仪式。双方将坚持“友好
合作、优势互补、携手共进”原
则，加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
则的成都生态文化体系研究，
系统梳理成都市委、市政府关

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各项顶层设计、政策
举措、成效经验等，积极探索符
合成都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实际
的新方法、新手段和新途径。

据了解，根据此次签署的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构
建合作体系、强化新闻宣传、
增 加 宣 传 频 次 、拓 宽 影 响 渠
道、加强舆情引导、深化网信
合作、优化志愿服务、信息资
源共享、探索文化研究、创新
人才交流十大内容展开紧密
合 作 ，配 合 开 展 新 闻 采 访 调
研、社会宣传等活动，互相加
强战略合作内容信息交流，积
极发出成都生态环境好声音，
讲好成都生态环境故事，做好
生态环境文章，助推公园城市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与本报携手合作

共同为成都攻坚战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童克难

截至 5 月 15 日，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公开
的反馈意见对 10 省份的整改工作进行了客
观评价：湖北、吉林、贵州等省取得显著成
效，湖南、安徽、四川、辽宁等省取得重要成
效，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取得积极成效。

与第一批督察“回头看”相比，督察组对
第二批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的评价发生
了哪些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又有哪些
深意？记者进行了梳理。

客观评价由4种变3种，整
改成效明显

梳理反馈意见对相关省份的“评语”可
以发现，此次“回头看”将 10 省份督察整改
工作取得的成效评价为“显著”“重要”和“积
极”3种。

而第一批督察“回头看”对相关省份的
评价是：“有的取得显著成效，有的取得重要
成效，有的取得积极成效，有的取得一定成
效。”

“一定成效”这一评价在第二批“回头
看”反馈意见中不再出现。可以看出，督察
组对本批“回头看”整改成效的评价更为积
极。

同时，本次反馈意见点出了获得不同评
价的具体省份，不再用“有的”“有的”这样的

表述。这样做有利于各地进行横向对比，找
出差距，补齐短板。

如对于取得“显著”成效的吉林省，督察
组特别提到，其针对东辽河污染治理不力问
题，对时任辽源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作出免
职处理，产生了极大的震慑效果，对全省乃
至全国推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都
具有警示作用。

对于整改工作取得“重要”成效的湖南
省，督察组认为其敢于直面问题，果断处置
一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生态环境问题。从
反馈意见看，湘江保护与治理方面累计投入
500多亿元。

这些省份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供其他地
方借鉴。

结合自身实际，一些问题得
到切实解决

总的看来，各地高度重视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将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问题来抓，强化部署
推动，切实解决问题，并取得明显的整改效果。

梳理反馈意见可发现，相关省份结合自
身实际，针对突出问题进行了整改。对于取
得的成绩，督察组实事求是，不吝肯定之词。

如在治气方面，四川省持续将成都平原
大气污染防治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
程”，深入实施减排、抑尘、压煤、治车、控秸

“五大工程”，2018 年成都平原大气环境质

量同比得到明显改善。
在治水方面，身处长江沿线地区的湖北

省 2016 年以来取缔各类码头 1103 个，腾退
岸线 143 公里，清理整治固体废物堆存点
744 个，27 条长江一级支流入长江断面Ⅰ—
Ⅲ类水质比例逐年提高。

同时，各地长效机制的建立也为督察整
改提供了保障。

如整改工作成效“显著”的贵州省建立
各市（州）党委、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向省
委、省政府专题报告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履行情况的工作机制，修订出台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解决各地存在的突出
问题，本就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题中之义。

需高度重视共性问题，提高
整改针对性

第二批督察“回头看”10 省份仍然存在
许多问题和不足，特别是一些共性问题需要
引起高度重视，包括思想认识仍不到位、敷
衍整改较为多见、表面整改时有发生、假装
整改依然存在等。

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思想认识不到位方
面问题较突出。

如陕西省一些领导干部对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学习领会不到位，重发展、轻保护
的观念尚未得到有效扭转。

山东省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站位不高，

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
政治任务来抓，没有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的责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而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等
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问题相对突出。

如山西省吕梁市及文水县擅自将工业
聚集区污水处理工程完成时限由 2017 年底
前放宽至 2018 年 12 月，直至“回头看”时仍
在试运行，每天近 4000 吨超标废水排入磁
窑河。

安徽省合肥市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对污水收集管网问题排查整治不力，截至

“回头看”时，排查出的 4919 个雨污混接点
仅整治完成 1255 个。

即便在取得“显著”成效的贵州省，也存
在这样的问题。如遵义市播州区委、区政府
为应对督察临时编造 10 份区委常委会会议
纪要，被督察组“点名”批评，称其“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性质恶劣”。

随着第二批“回头看”反馈工作结束，第
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全部完
成，有效压实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

我们期待，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
能够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担负起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我们也期
待，相关地方和部门能正视问题和差距，利
用督察整改契机补短板、强弱项，戮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
环境问题，让各地天更蓝、水更清。

正视督察反馈评价 补齐短板戮力攻坚

坐落于湖北西部边陲的神农架林区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山伐木的“木头经济”曾是其经济支
柱。近年来，神农架先行试点国家公园建设，放下“伐木刀”，端起“生态碗”，施行最严格的保护，发展
生态旅游经济，初步实现了环境保护、转型发展、生态惠民的同频协奏。 新华社供图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5月 14
日至 15 日，中哈环保合作委员会（以
下 简 称 环 委 会）第 七 次 会 议 在 京 举
行 。 生 态 环 境 部 有 关 负 责同志和哈
萨克斯坦能源部相关负责人分别率团
出席会议。

会 议 在 友 好 、务 实 的 气 氛 中 进
行。双方回顾并总结了环委会第六次
会议以来的工作，听取了环委会下设
的跨界河流水质监测与分析评估工作
组和跨界河流突发事件应急与污染防
治工作组工作报告，认为跨界河流水
质 稳 定 ，突 发 环 境 信 息 通 报 渠 道 畅
通 。 会 议 还 讨 论 并 通 过 了 环 委 会
2019-2020 年工作计划，并对未来合
作进行了探讨。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同志指出，
中国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确立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和
建设美丽中国写入宪法，扎实推进蓝
天、碧水、净 土 保 卫 战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 他 表 示 ，环 委 会 在 促
进双方环保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 中 方 愿 与 哈 方 一 道 ，务 实 深 化
拓展合作，加强在“一带一路”、上合
组 织 和 亚 信 等 平 台 的 合 作 ，分 享 先
进技术和经验，不断创新合作方式，
共同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循环、可持
续发展。

哈方表示，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发
展绿色经济，愿意与中方推进“绿色桥
梁”伙伴关系和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交流对接，愿积极支持“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上合组织环保合
作，共同推进中哈环保合作。

会前，双方举行了小范围会谈，会
后，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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