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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
3月10日，生态环境部举行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综合司司长徐必

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司长刘志全、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曹立平介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情况。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主持发布会，并共同回答了大家关心
的问题。

■ 印发实施《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

刘友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参加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部署推进，全国生态环境系统狠抓落
实，不断强化疫情防控相关环境监管和服务措施，全力支持
保障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确保完成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有：生态环境部应急办赵群英主任、综合司徐必久司长、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刘志全司长、生态环境执法局曹
立平局长。为落实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采用视频会议的方式。

下面，请生态环境部应急办赵群英主任介绍情况。
赵群英：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向大家

介绍疫情防控环保工作情况。
生态环境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

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两个“100%”，
即全国所有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 100%全覆盖；
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 100%全
落实，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目前全国医
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理处置平稳有序，未发现因疫情防控影
响环境安全的情况。

医疗废物做到应收尽收，及时处置。
全国来看：一是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由疫情前的 4902.8

吨/天，提高到目前的 6022.0吨/天，增加了 23%。
二是医疗废物日处置量由疫情初期的 2000 多吨，增加

到最高 3200 多吨，运行负荷保持 50%左右，医疗废物能够得
到及时处置。

三是涉疫情医疗废物占比 20%左右，基本能够做到日产
日清。

疫情发生后，湖北省与武汉市医疗废物量增加很快，尤
其是武汉市，由每天 40 吨左右增加到最高时每天 240 吨。生
态环境部指导帮助湖北省及武汉市采取措施，快速提高处置
能力。湖北省的能力增加了 2.7 倍，武汉市的能力增加了 4.3
倍，确保了医疗废物的及时处置。

医疗污水处理运行稳定。
截止到 3 月 7 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定点医院 2716

家、接收定点医院医疗污水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2214 座、集中
隔离场所 6093 个，全部纳入管理服务范围。实行动态管理，
组织全面排查，累计发现无污染治理设施、未正常运行治污
设施、末端消毒落实不到位等三类 346 个问题，已经全部整
改，确保了医疗污水收集处理稳定运行。

未发现受疫情防控影响环境安全的现象。
疫情发生以来（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7 日），全国城市

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以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均未受到
疫情防控影响，全国水源地增加余氯应急监测 1901 次，54 次
检出余氯，占比 2.8%，但浓度均低于自来水厂出水标准。湖
北省对 234 个水源地开展监测 619 次，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
类标准，79 个水源地开展了余氯检测 96 次，19 次余氯有检
出，但浓度均低于自来水厂出水标准。武汉市累计对 19 个
水源地开展监测 48次，水质均达到或者优于Ⅲ类标准。

生态环境部在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高度重视，迅速行动。1 月 20 日，生态环境部成立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李干杰部长任组长，先后召开 34 次
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和帮助解决地方存在的问题。2 月 6 日，
召开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视频会议，直接把医疗废物、医疗污
水安全处置等工作安排至县一级。李干杰部长多次致电湖
北省生态环境厅，并赴北京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进行现场调
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纷纷成立党员突击队，主要负责同志
带头深入现场，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一线。

二是紧盯湖北，直接参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武
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的重要指示精神，生态环境
部及时派出前方工作组赶赴一线，全力指导、支持、督促有效
提升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的处置能力。受李干杰部长委托，
翟青副部长先后 15 次与湖北省 13 市“一对一”视频会商，指
导帮助湖北省和武汉市快速提升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协调
多方力量，组织 46 台移动式处置设备、65 辆转运车、2 万多个
转运箱，以及多批防护物资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三是密切监控，全面排查。生态环境部坚持“一竿子插
到底”，持续下沉到市一级，每日动态管理、调度分析。先后
与 40 多个城市视频连线，国家、省、市、专家三级四方会商解
决存在的问题。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
行拉单挂账、督促整改，武汉市每 3 天一轮全覆盖排查，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

四是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态环境部指导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为 1300 多个项目提供环评、辐射安全许可“豁免”等
应急服务，助推应急物资生产和企业复工复产，安排污染防
治资金向疫情重点市县和防控应急需求倾斜。组织国家专
家团队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提供环保技术支持。加强
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同时，生态环境部严格落实属地对内部管控要求，“移动
视频”与“常规视频”会议系统联通，无纸化和远程办公正常
运行，做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两不误”。

当前，疫情防控还处在吃劲的关键阶段，湖北省尤其是
武汉市，医疗废物产生量还处于高位，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和
处理处置还面临压力。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毫不放松，坚
决做到监管服务 100%全覆盖，收运处置 100%全落实，确保
全国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安全处置和生态环境安全。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
刘友宾：谢谢群英主任，下面请徐必久司长介绍情况。

徐必久：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也非
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先简要介绍生态环
境部刚刚印发的《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并现
场调研指导。2 月 23 日，总书记出席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
要求，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强化“六
稳”举措，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及时进行研究部署。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生态环境部研究制定、印发实施了《关
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
见》。总体考虑是八个字，统筹、平衡、精准、共赢。统筹就是统
筹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平衡就
是把握总体平衡，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主
动服务“六稳”，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确保完成“十三五”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
任务。精准就是疫情防控要精准施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要精
准服务，治理污染要精准治污。共赢就是要实现三者共赢，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指导意见主要包括防控疫情、服务企业、治理污染、抓好

落实等 4个方面，共 15条措施。
第一个方面，落实“两个 100%”，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刚才群英主任做了介绍，全国所有医疗
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和服务100%全覆盖，做到应管尽管、应服
尽服；医疗废物、废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 100%全落
实，做到应收尽收、应处尽处。特别是要以湖北省为重点，武汉
市为重中之重，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转运和处理处
置设施短板。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生态环保工作。

第二个方面，建立“两个清单”，积极支持相关行业企业
复工复产。制定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便利企业开工建
设，豁免部分项目环评手续，拓展环评告知承诺改革试点，强
化重大项目环评审批服务。制定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发
挥激励导向作用，免除部分企业现场执法检查，推行非现场
监管，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第三个方面，突出“三个治污”，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和环境安全。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焦
解决突出问题，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为重中之重，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对已经完成目标任务的，
要巩固提升；对尚未完成的要加强督导，确保完成。

第四个方面，扛起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加强组织
领导，创新工作方法，建立调度机制，严明纪律作风。对不作为
慢作为的失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对表现突出的予以表扬表彰。

我先介绍到这里，后面我愿意回答朋友们提出的问题，谢谢。
刘友宾：下面 ，请大家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我是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做好医疗废物、医
疗污水安全处置，是打赢新冠肺炎阻击战的重要环节，请问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态环境部门在医疗废物、医疗污水
处置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下一步将如
何有效推进有关的工作。另外，我们比较关注湖北武汉，因
为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任务尤为艰巨，介绍一下湖北和武汉
医疗废物、污水的处置处理情况，谢谢。

赵群英：谢谢您的提问。应该说疫情发生以来，生态环
境部指导组织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坚持做到两个 100%的要
求，目前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理处置平稳有序，未发现受疫
情防控影响环境安全的情况。

现在的最新数据是 3 月 8 日的，当日全国医疗废物处置
量是 2864.8 吨，负荷率达到 47.6%；湖北省医疗废物收集量
是 351.9 吨，全部得到处置，负荷率 52.9%；武汉市医疗废物
收集量是 208.6 吨，全部得到处置，负荷率 79.1%。武汉从 3
月 2 日开始，已经连续一周多的时间实现了医疗废物当日收
集、当日处理，也就是日产日清。

医疗污水处理情况总体平稳，特别是武汉市，从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配套了污水处理设施，安装
了在线监控设施。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运行，处理后医疗污水
排放指标始终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特别是余氯这项，都是
达到了标准要求的 6.5 毫克/升以上。对于全市 63 家定点医
院，武汉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监管人员每天现场检查，查看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的情况 3 天一轮全覆盖。从总体上，运行都
是达标排放，特别是大家关注的余氯指标都是符合要求的，
包括隔离点和医院消毒后的污水，最终通过城市污水管网进
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这些接收医院污水的污水处理厂
基本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目前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理处置总体运行稳定。为
此，生态环境部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第一时间响应部署。生态环境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1 月 20 日第一时间成立了生态环境
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李干杰部长任组长，先后 34 次召
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安排疫情防控环保支撑保障工作。先
后印发加强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环境管理以及做好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等一系列通知。
二、全面动员。生态环境部党组通过印发通知、召开全

国生态环境系统的视频会议，将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置等
工作直接布置到省、市、县，并号召全系统党员干部冲锋在
线，坚守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李干杰部长到北
京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进行现场调研，各省生态环境厅领导深
入一线调研，督促开展相关工作。各级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克
服困难，创新工作方法，积极落实生态环境部的相关部署。
针对城市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不足、收集转运受到疫情防控影
响等情况，积极调整工作方法，利用在线监控、视频监控、工
作 APP 等科技手段实行全方位、全面的监管。

三、监管下沉。“一竿子插到底”，每日调度、部署全国医
疗废物处置和医疗污水处理工作。对全国 486 个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设施，以及上万家定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点、接纳
医疗污水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情况实时监控。目前已经
累计出动32万人次，发现并解决1600多个问题。

四、突出重点。针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疫情防控环保工
作压力大的情况，翟青副部长先后 15次召开视频专题会，和 13
个市州逐一对接，与省、市以及专家一块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提
高能力。要求湖北省和武汉市落实“5个一”工作任务：“一个专
班、一倍能力、一个方案、一个暂存库、一个时间期限”，按照生态
环境部印发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指南等，采取增加移动式
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协同处置等方式，限期增
加处置处理能力。生态环境部还派出了包括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监管局和部里相关司局等单位组成的前方工作组，指导帮扶湖
北工作。

五、强化支持。组织制定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和医疗污水应
急处理技术的方案，解决地方生态环境系统遇到的问题，明确实
施路径。动员各方力量，组织移动式设备、车辆、转运箱以及防
护物资支援湖北特别是武汉。同时组织专家团队分片、点对点
地联系，深入到一线，联系一线，视频连线，督促解决问题。

当前医疗废物源头分类还有一定的差距，武汉市医疗废物
产生量还保持在高位，每天在200吨左右，处置设施和从业人员
持续高负荷运转，医疗废物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还面
临压力。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毫不放松，坚决做到监管服务的
100%全覆盖和收运处置的100%全落实，统筹做好环境监测，抓
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相关的环保工作。

封面新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做好空气、地表水等相关
疫情检测工作，对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请问
生态环境部门在应对疫情应急监测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目
前监测结果如何。

赵群英：谢谢您的提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生态环
境部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 1 月 30 日印发
了《关于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生态环境应急
监测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加强环境应急监测。目前未发
现因疫情防控影响环境安全的情况。

生态环境部指导组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主要开展了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作为重点，组织开展疫情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

二是在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余
氯、生物毒性两项疫情特征指标。

三是优化自动监测网络的监测模式，减轻疫情防控对站
点运维的影响，发挥监测网络的预警作用。

四是加强定点医院污水排放监督性监测，特别是武汉
市，每天对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 63 家定点医院运行情
况进行检查监测。

疫情发生以来，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到 3 月 7 日，全国的
城市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和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均未受到疫
情防控的影响。

具体空气质量方面，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 84.5%，同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1.4 个百分点。PM2.5平
均浓度为 4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 19.6%。

地表水水质方面，1817个国家水质自动站预警监测数据显
示，Ⅰ类-Ⅲ类水质比例为86.1%，Ⅳ类、Ⅴ类占比为11.7%，劣Ⅴ
类为2.2%。与去年同期相比，Ⅰ类-Ⅲ类水质上升8.5个百分点。
Ⅳ类、Ⅴ类水质下降5.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下降3.4个百分点。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方面，累计对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
14915 次监测，未发现受疫情防控影响水质安全的情况。开
展了 1901 次余氯监测，受疫情防控开展的消杀工作的影响，
54 次余氯有检出，占比是 2.8%，但是余氯的浓度均低于自来
水水厂的出水标准 0.3mg/L。

■ 武汉市已经连续一周实现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
态环境部提出要制定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积极支持相关
行业企业复工复产，请问目前这项工作进展怎么样，能否详
细介绍一下此举对企业复工复产的作用，谢谢。

刘志全：谢谢记者的提问。生态环境部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此前，我部为应对疫情防控急需，特事特办，专门印发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通知里明确对疫情
防控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三类建设项目，
可以分情形豁免环评手续，实施环评告知承诺制，或先开工
后补办手续。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结合实际，纷纷出台配
套措施，在优化审批流程、创新评估评审方式等方面细化有
关规定，加强了工作的落实，并且深入到企业开展帮扶。据
我部初步调度，截止到 2 月 23 日，全国已为 1354 个三类急需
建设项目提供了环评应急服务保障，投资额约 240 亿元，其
中环保投资额约 6 亿元，应该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和有关方
面的认可。

当前，在支持和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方面，我部继续深化
环评改革。刚才必久司长介绍上周印发的《关于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了环评审批正面清单。主要内容是实施豁免一批，告知承
诺一批，优化服务一批。

一是豁免一批。对十大类 30 个小类的环评登记表项目
实行豁免，不再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主要涉及社会事业与
服务业等，这类项目大多数规模较小、污染物排放量不大且
可控，并且也不涉及有毒有害和危险品等。据估算，采取以
上措施后，将有约 1/3 的登记表类项目不需要再填报环境影
响登记表。相比之下，去年全国登记表类项目超过 100 万
个，这次改革力度是比较大的。选择这些行业类别项目予以
豁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类项目都是涉及民生的中小微服务型企业，实
行豁免有利于推动复工复产，包括餐饮、娱乐、宾馆、公园等
等。举个例子，如果开一家餐馆，现在就不再需要填报环境
影响登记表，只需要落实餐饮油烟治理等有关环保要求即可
建设投产，极大地提高了便利性。

下转三版

■ 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作为重点，增加余氯、生物毒性两项疫情特征指标

■ 全国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置平稳有序，未发现因疫情防控影响环境安全情况

■ 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已为1354个疫情防控三类急需建设项目提供豁免服务

3 月 10 日 ，生 态 环
境部举行 2 月例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生 态 环 保 工 作 的
情况。

本报记者邓佳摄

为落实疫情防控有
关要求，此次新闻发布
会采用视频发布方式。

本报记者邓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