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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先锋榜②

从“闲人免进”到“城市客厅”
常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效破解“邻避”困境

◆宗边

环保设施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
改善环境质量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
部分地方在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明显
的“邻避效应”。为有效破解“邻避”困
境，2017 年，原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环保设施和城
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
江苏率先响应，2018 年在全省确立了 40
个开放点，在已开放的环保设施中，常州
市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表现较为突出，
通过推进环保设施开放，从前“闲人免
进”的设施单位变为向市民开放的“城市
客厅”，有效破解了“邻避”困境。

走出去，请进来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常州
市武进区遥观镇，处于居民区、商业区、
工业区和旅游景区四区交汇处。项目所
处城镇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给项目的建
设及运营带来巨大压力。

“好是好，但不要建在我家后花园。”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筹建初始，当
地群众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普遍存在担
忧和顾虑，并认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会
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认为政府和
企业会联手隐瞒相关信息。

如何化开不信任的“坚冰”？
唯有了解，才能信任。2006 年，在

项目建设前期，常州市政府组织当地村
民前往上海、苏州、宜兴等地垃圾焚烧发
电厂，参观标杆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的
规范运营。“走出去”，让公众眼见为实，
减少了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抵触
心理，颠覆了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脏、乱、差”的传统认识。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后，

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企业、社区居民等慕
名而来，亲身体验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
行情况，消除不理解和不信任的抵触心
理，帮助其他城市在建或停滞的项目有
效破解了“邻避”困境。

为了让环保设施开放成为规定动
作，2016 年，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将每月的第一个周末设为公众开放日。
很多市民带着孩子参观垃圾焚烧发电
厂，本以为臭气熏天，口罩都随身备着，
但走进之后，都表示眼见为实，跟之前想
象的完全不一样，一些顾虑也随之消弭。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及运
营中，坚持做到四个“经得起”：经得起

“看”，打造美观和谐的花园式工厂；经得起
“闻”，通过严格的运营管理避免有味有害
气体逸出；经得起“听”，用科学方法避免噪
声扰民；经得起“测”，用环保技术创新树立
行业高标准。

项目先后投入资金超过 1 亿元进行环
保提标、环境提升、节能减排等厂区人性化
技术改造。2011 年，项目对烟气排放指标
实行全面提标，将烟气排放标准提升为欧
盟 2000 标准。2012 年，结合常州市地域文
化，对厂区外墙进行彩绘美化。2014 年，
对垃圾渗滤液处理站改扩建、烟囱美化。
2015 年，对主厂房内部实施美化、亮化工
程 。 2016 年 ，对 冷 却 塔 进 行 除 雾 改 造 。
2017 年，完成辅助燃烧器改造、“装树联”
相关技术改造工作。2018 年，完成垃圾运
输栈桥封闭改造，并积极引进垃圾仓除臭
新工艺、新技术，确保臭气不外逸。

为改善厂区外的卫生环境，常州市城
市管理局投入资金，更换并修复垃圾运输
车辆，减少跑、冒、滴、漏等现象，加大臭气
外逸控制，加强对运输车辆监管和周边运
输道路的保洁工作，消除垃圾运输车辆在
运输过程中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些举措，改善了项目周边居民的生
活质量，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垃圾焚烧发电
厂的印象。邻近的剑湖村村民说：“原来以
为垃圾焚烧厂又臭又脏，根本踏不进脚，但
进厂一看，完全改变了以前的认识。”

上好“公开课”

开放是最好的“润滑剂”和“化解剂”，
通过信息公开、实地参观、现场讲解演示等
方式，让公众了解垃圾产生、收集、转运、处
理的全过程，增强公众对垃圾处理设施的
科学认知和监督意识。

主动公开，民主监督开放化。常州市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烟气排放的各项指标与
市环保部门实时在线联网，主动接受政府
部门的监督。城市管理局长期派驻 4 名工
作人员全过程监管项目运营情况。厂区大
门外竖立醒目的 LED 液晶显示屏幕，显示
实时的烟气排放指标，24 小时不间断接受
公众监督。

全力保障，开放工作制度化。项目成
立由管理层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为公众开
放活动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制定了《公众开放接待管理办法》，将接待
方式、各部门职责、后勤保障等内容规范
化、制度化。各项目建立专（兼）职讲解员
队伍，统一培训上岗。

用心组织，开放流程规范化。参观者
进入后，走过参观走廊，两侧墙上是工艺流
程及设备图，通过大幅玻璃窗可以更好地
看到核心设备的工作状态；中控室大屏显
示设备运行数据；有条件的项目，设有项目

概况介绍、全景航拍及生产大数据；设置
科普性、互动性较强的环保小游戏等。

精心设计，宣传方式多元化。针对
学生、政府、专家等不同来访群体设计了
不同的接待方案。设有参观通道、建有
多媒体教室、沙盘模型、LED 显示屏等，
统一制作了中英文构筑物解说牌、标识
牌、安全警示牌，并定期更换宣传内容。

跟着垃圾去旅行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还组织开
展“跟着垃圾去旅行”等一系列环保科普
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积极参与进来，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做到寓教于游、寓教
于乐。

通过美化厂区环境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将工厂风貌、垃圾焚烧知识、工厂生
产过程、工人工作场景展现给公众，增进
了公众对垃圾处理设施的了解，让大家
了解如何让垃圾“变废为宝”，使工厂成
为一座特色的环境教育基地。同时，成
立工业旅游管理组织机构，设立公众服
务中心，配备公众咨询台等服务设施，设
计制作全景导览图等各类标识牌，还提
供特色环保纪念品。

走进厂区，除了蓝白色外墙的厂房，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办公楼屋顶的鸽子
家园，成群的鸽子每天在这里翱翔、嬉
戏，项目相关负责人说：“鸽子对空气污
染比较敏感，可以在这里‘安家落户’，是
厂区空气质量的证物，这些鸽子深受公
众的喜爱。”办公楼南侧，有一条人工景
观河，群鱼戏水，假山池沼、亭台楼阁、湖
堤曲径、小桥流水交织，尽显江南古典园
林之美，数十种花卉树木把这里编织成
一个花园式工厂。

2017 年 6 月，打造“树环保之风，迎
美好明天”为主题的环保旅游活动，并开
通了五条亲子游路线。2018 年，开展研
学旅游活动。2019 年，在常州城市管理
网站及常州经济开发区工业旅游公众号
上新增预约参观报名通道，让公众多渠
道、多角度了解信息。

村企和谐一家亲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建设运
营过程中，综合考虑当地社区及村民等
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增加就业机
会、村企共建、定期座谈交流等活动，积
极打造“政—企—民”利益共同体，实现
了与当地社区及居民和谐共存、和谐发
展的目标。

让群众有充足的获得感，好事才能
最终办好。项目建设前，积极与周边居
民进行交流互动，结合实际需求为居民

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加强与厂区周边居
民联动，资助改善周边社区公共资源配置，
使项目真正融入社区，实现项目与周边 10
万居民和谐相处。

项目建成以来，常州市政府与企业协
同推进，建立多维度“政—企—民”信息沟
通渠道与机制。常州市各相关部门与企业
建立维稳联系平台和沟通机制。当地镇党
委、镇政府及镇各相关部门也与企业建立
紧密联系与沟通机制。剑湖村委、钱家塘
社区、河苑家园社区等村（社区）还与企业
建立定期沟通联系机制和居民定期参观座
谈机制，合作共建村（社区）环保科普教育
基地、遥观中学德育实践基地、河苑社区环
保教育基地、武进区科普教育基地，形成发
展共谋、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工作局面。

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居民区
中心，十多年来严格规范管理，没有收到一
起环境污染投诉，与周边社区居民邻里和
睦、和谐共处。

创新治理模式，破解“邻避”困境

在创新治理模式、破解“邻避”困境方
面，常州市的工作思路及方法措施给政府
部门和企业很多启迪，是接地气、可学习、
可复制的经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破解“邻避”困
境的重要法宝。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拓
展了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渠道，既保
障了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又增强
了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解和支持，更
激发了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公众因“邻避效
应”所产生的疑虑。

强化政府主导作用，是破解“邻避”困
境的有力保障。环保设施开放需要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努力，形成合
力；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强化顶层设计；
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加强宣传引
导，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构建生态
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是破解“邻避”困
境的关键因素。推倒企业和公众之间的有
形与无形之“墙”，打开大门，让公众走进企
业，了解环保设施的运行和污染控制状况，
用诚意换来理解与信任，是破解“邻避”困
境的重要办法，也是环保企业的“分内之
事”。

打造利益共同体，是破解“邻避”困境
的有效方法。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营要统筹
兼顾当地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以
环境综合治理替代单一的污染物处理，融
污染物处理与休闲景观建设、社区营造于
一体，让公共设施与居民、社区形成利益共
同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近日共同
举办了第二届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决赛，来自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以及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的 33 支参赛队伍围绕监
测理论和现场操作两部分内容，进行了为期 3 天的综合考核。本次大
比武决赛产生的优秀队伍和选手将组成河北省代表队，参加第二届全
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

张铭贤 曹校辉摄

排名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城市
长治市
晋城市
济南市
沧州市
安阳市
济宁市
新乡市
保定市
廊坊市
淄博市
北京市
滨州市

石家庄市
开封市
菏泽市
德州市
衡水市
鹤壁市
天津市
邯郸市
焦作市
邢台市
濮阳市
郑州市
唐山市
聊城市
太原市
阳泉市

最大值
7.8
9.6
10.8
11.7
10.5
15.4
10.0
15.2
12.0
11.9
11.4
11.1
15.0
15.9
14.3
13.6
17.3
11.3
14.0
14.6
14.8
18.8
14.4
15.2
23.2
19.1
28.2
33.4

最小值
3.1
4.5
4.9
3.2
6.1
4.7
6.1
5.4
5.7
4.0
4.6
6.3
5.6
3.8
6.6
7.7
4.5
8.2
7.3
7.8
5.7
7.2
8.9
8.6
6.4
10.9
12.6
17.9

平均值
5.0
6.4
7.5
7.7
7.8
8.3
8.3
8.3
8.3
8.5
8.6
8.6
8.8
9.4
9.6
9.7
9.7
10.0
10.1
10.1
10.3
10.8
11.0
11.5
12.8
13.6
20.8
23.2

平均值同比(%)②
-2.0%
-12.3%
-26.5%
11.6%
0.0%
5.1%
6.4%

-5.7%
6.4%
28.8%

-36.8%
0.0%

-14.6%
27.0%
-4.0%
-14.2%
9.0%

-23.7%
7.4%
50.7%
1.0%

-4.4%
-20.9%
12.7%
3.2%
7.1%
13.7%
56.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城市
长治市
晋城市
保定市
沧州市
衡水市

石家庄市
开封市
济宁市
新乡市
北京市
淄博市
濮阳市
鹤壁市
德州市
邢台市
邯郸市
郑州市
焦作市
安阳市
天津市
唐山市
滨州市
菏泽市
廊坊市
济南市
聊城市
太原市
阳泉市

最大值
5.7
7.1
8.2
10.0
10.7
9.4
10.3
10.7
15.7
9.6
14.6
9.6
11.5
11.4
12.8
14.4
22.6
17.3
22.0
12.3
12.5
13.2
12.3
11.4
14.0
21.7
34.6
31.6

最小值
1.5
2.5
4.4
4.3
5.3
4.8
2.5
5.7
3.9
5.8
4.2
6.7
5.9
5.3
5.6
7.2
4.4
5.2
6.5
6.1
6.4
7.4
7.0
8.3
7.8
6.8
12.6
21.6

平均值
3.7
4.1
6.4
6.5
6.6
6.7
7.4
7.7
7.7
7.8
8.0
8.1
8.5
8.6
8.8
8.9
8.9
8.9
9.2
9.3
9.3
9.6
9.7
9.8
9.9
14.6
22.4
27.3

平均值同比(%)
-7.5
-19.6
-33.3
-9.7
-26.7
-21.2
-18.7
1.3
2.7

-21.2
27.0

-43.4
-15.8
-11.3
-24.8
18.7
23.6
-5.3
17.9

-13.9
-17.0
7.9
14.1
30.7

-32.2
40.4
47.4
97.8

2019年6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2+26”城市降尘监测结果

(单位：吨/平方千米·月)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城市
洛阳市
临汾市

三门峡市
咸阳市
铜川市
渭南市
西安市
运城市
吕梁市
晋中市
宝鸡市

最大值
9.1
13
9.1
12.1
11.9
17.2
13.8
28.6
18.3
21.2
37.6

最小值
5.4
4.5
7.1
6.6
6.2
4.6
6.8
5.4
6.8
6.3
3.1

平均值
7.2
8.1
8.4
9.1
9.2
9.6
10.4
11.3
13.2
14.4
16.7

2019年5月汾渭平原11城市降尘监测结果

(单位：吨/平方千米·月)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城市
洛阳市

三门峡市
临汾市
铜川市
运城市
咸阳市
渭南市
吕梁市
宝鸡市
西安市
晋中市

最大值
4

3.7
9.1
6.3
8.1
11.5
14.6
17.5
18.8
23.4
27.8

最小值
1.6
1.6
1.4
3.2
2.7
3.5
3.2
6.1
1.7
4

6.6

平均值
2.5
2.7
4.8
5.1
5.5
6.2
6.5
9.5
10.0
10.3
14.0

2019年5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
“2+26”城市降尘监测结果

(单位：吨/平方千米·月)

注：①按 2019 年 5 月“2+26”城市降尘量平均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名。②
为 2019 年 5 月降尘量平均值同比变化情况，负数表示同比下降，正数表
示同比上升。下表同。

2019年6月汾渭平原11城市降尘监测结果

(单位：吨/平方千米·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本报讯 2019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福建省
漳州市漳浦县督察发现，漳浦县党委、政
府及有关部门长期不作为、慢作为，石材
矿山非法开采问题突出，生态恢复治理严
重滞后，区域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漳浦县整改不力，监管
失职，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指
出，福建省一些地方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不力，大量废石随意倾倒，植被破坏、水
土流失问题比较严重。石材加工行业整
治不到位，一些企业环境管理普遍粗放，污
染治理水平较低，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遍地
泥浆，常常形成“牛奶河”和“石粉山”。

福建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从严控
制饰面石材矿山开采规模，严厉打击无
证非法采矿行为，全面关闭非法开采的
饰 面 石 材 矿 山 ；落 实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制
度。加快建筑饰面石材加工企业集中入
园和整合提升，依法取缔关闭不符合要
求的企业；强化粉尘和污水治理，完善雨
污分流，严肃查处违法排污行为，2018
年底前消灭“牛奶溪”。

漳州市及漳浦县整改方案提出，严
厉打击无证非法采矿行为，落实矿山生
态修复治理制度，深化建筑饰面石材行
业专项整治，2018 年 6 月底前消灭“牛奶
溪”。

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
群众多次投诉漳浦县非法采矿及石材加工
行业污染问题。现场督察发现，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漳浦县整改不力，监管失职，生
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非法开采活动猖獗，生态
恢复治理不力，虚假整改问题
突出

非法开采活动猖獗。督察发现，2014年
以来，漳浦县意发石材有限公司在赤岭乡蔡
坑矿区长期非法开采，造成大面积山体、植被
破坏，下游蔡坑水库沦为“牛奶湖”。经漳浦
县初步调查，破坏商品林达到201亩，越界开
采矿产品评估价值约 8200 万元。2015 年
以来，漳浦县长桥镇东方场三层岭采石有
限公司长期盗采临近山体，为了逃避卫星
监控，用绿网遮挡开采区域及临时工棚。

经督察组进一步调查发现，漳浦县现
有持证饰面石材矿山 15 家，其中 14 家越界
非法开采。2015 年至 2017 年，原国土资源
部共向福建省下发 450 个疑似违法矿产图
斑 ，经 各 地 核 查 ，实 际 违 法 图 斑 共 计 284
个，其中漳浦县 31 个，占全省违法图斑总
数的 10.9%，大部分属于无证开采。2018
年 10 月，原漳浦县国土资源局委托福建省
闽东南地质大队对 183 个疑似废弃矿山图
斑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违法开采矿山 98
个，破坏面积达 9656 亩。

生态恢复治理不力。漳浦县自然资源
部门和一些乡镇推进矿山生态恢复治理责
任不落实，工作敷衍应付，甚至假装整改。
督察发现，漳浦县所有持证在采石材矿山
均未落实恢复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
矿区周边均存在大片“挂白”现象，“边开采
边治理”要求形同虚设。全县矿山开采导
致的生态破坏面积达 10180 亩，但漳浦县
制定的《废弃矿山综合治理规划（2018～
2025 年）》，仅对位于“三区两线”可视范围
内 的 5 个 破 坏 区 域 制 定 治 理 方 案 ，其 中
2018-2020 年仅安排 1 个治理项目，治理面

积仅 122.25亩。
漳浦蔡坑矿区、长桥矿区生态破坏

严重，在督察组进驻后，当地政府紧急要
求矿主复绿，企业将大量盆栽苗木简单
覆土，甚至直接摆放在场地，搞“盆栽式
复绿”。漳浦绿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自
2014 年起在绥安镇违法开山采砂，数百
亩山体、林地遭到严重破坏，长期无人过
问，2019 年 7 月 19 日，督察组检查当天，
该砂场在既没有拆除设备，也未对场地
进行覆土的情况下，直接在砂石、混凝土
地面上铺设草皮，应付了事。现场检查
时，多数草皮已经枯死。

虚假整改问题突出。漳浦县目前共
有石材加工企业 105 家，分布在 6 个工业
集中区。漳浦县赤湖镇洋坪岭村石材加
工集中区有饰面石材加工企业 50 家，第
一轮督察期间，群众投诉该区域企业污
染环境，但地方调查称群众举报不实，未
发现污水外排，无组织排放也未发现超
标。此次督察发现，多家企业生产废水
直接外排，形成多个“牛奶塘”；厂区粉尘
无组织排放严重；生产过程中石粉违法
倾倒在周边农田和树林间。第一轮督察
期间群众投诉赤土乡十几家板材厂将石
粉倾倒在两个鱼塘内，污染水体和耕地，
当地多部门现场联合调查后，不仅没有
要求企业将违法填埋物依法处置，反而
直接覆土掩埋，敷衍了事。

此外，现场督察还发现，漳浦县存在
大量挖土、洗砂场，违法侵占土地和林
地，破坏植被，水土流失淤积河道，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群众投诉不断。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漳浦
县石材行业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由来已
久。早在 2009 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就出
台《关于加强建筑饰面石材行业综合整

治的意见》，要求严格控制建筑饰面石材矿
山开采、强化生态保护和治理恢复。2017
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后，福建省整
改方案再次明确要求，2017 年 7 月，因矿产
资源开发监管不到位，漳浦县政府主要领
导及国土资源部门主要负责人被省政府分管
副省长约谈。2017年 8月以来，原省国土厅
及现自然资源厅多次对漳浦县进行检查和通
报，并将漳浦县列为无证非法采矿的重点打
击区域。2018年 3月和 2019年 4月，因打击
非法违法采矿不力，漳州市对漳浦县人民政
府两次通报。但层层监督、次次通报就是不
见落实，整改要求始终停留在纸面，非法采
矿导致的严重生态破坏长期得不到解决，
违法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大，实属罕见。

漳浦县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主体责任严重缺失，对督
察整改要求阳奉阴违

漳浦县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政治站
位不高，主体责任严重缺失，对辖区内存在
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熟视无睹，不闻不问，
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阳奉阴违，甚至突击
整改、假装整改。对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
问题漠然视之，敷衍塞责。

漳州市党委、政府作为本辖区整改工
作的责任主体，对石材矿山和石材加工行
业整改工作重视不够，部署不到位，检查督
促不力。

福建省相关部门对全省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情况掌握不全面，对突出问题推动解
决不力。

针对上述问题，督察组将进一步核实
有关情况，并要求地方依法依规依纪处理、
问责到位。 杜察文

福建漳浦县矿山非法开采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恢复治理严重滞后
全县矿山开采破坏生态面积达 10180 亩，其中 2018-2020 年仅安排 1个治理项目，治理面积仅 122.25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