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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有奖举报制度该从何处着手？

◆郑兴春

有奖举报是构建环境社会共治大格局重要举措
◆贺震

举报奖励办法应与时俱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构
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社会组 织 和 公 众 共 同 参 与
的 现 代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 建 立
和 实 施 环 境 污 染 、生 态 破 坏 举
报 奖 励 制 度 ，是 健 全 环 境 治 理
全 民 行 动 体 系 、构 建 生 态 环境
保 护 社 会 共 治 大 格 局 的 重 要
举措。

实行有奖举报或有奖征集线
索，对社会影响大的疑难案件实
行重金悬赏，是刑事犯罪案件侦
查破案中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对 于 提 高 侦 办 效 率 、有 力 打 击
刑 事 犯 罪 起 到 了 十 分 重 要 的
作用。

2019 年 11月 14日，广东省东
莞市生态环境局针对塘厦、凤岗、

清溪、樟木头 4 镇范围内的企业，
试行为期一个月的涉嫌违法排放
含磷工业废水行为有奖举报政
策，举报一经查实，将对举报人予
以最高 50 万元奖励。群众参与
积极性空前高涨。短短一个月
内 ，收 到 各 类 违 法 排 污 线 索 近
600 条，梳理整合有效线索 76 条，
查实 51 条，发放奖金 1600 万元。
通过有奖举报，生态环境部门查
清了旗岭国考断面总磷超标的根
源。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后 ，旗 岭 国 考 断 面 总 磷 从
0.80mg/L 以 上 降 到 0.40mg/L 达
标线以下，最低测值仅0.14mg/L，
一举攻克了国考断面总磷超标的

难题。
近年来，环境污染呈现出许

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些环境
污染行为刻意规避环境监管部门
的“眼睛”，最典型的就是危险废
物异地偷埋、偷倒。有的用船舶、
槽罐车长距离运输，利用夜晚、节
假日在荒僻的山沟、河流等不易
被人们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偷偷填
埋、排放、倾倒。这些行为，已涉
嫌刑事犯罪，但很难被发现。政
府生态环境部门毕竟力量有限，
但人民群众无处不在。对此类蓄
意污染环境行为的发现，更多地
是有赖于公众的举报。“重赏”这
一举措本身具有新闻价值，容易

引起轰动效应和示范效应，容易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环境问题，从
而使诸如此类的环境犯罪被举报
到政府有关部门。

现实中，举报人的动机确实
多种多样。有的出于环境公益，
有的是所谓的“借环保说事儿”。
如有的意在打压竞争对手，抢占
市场；有的是股东或合伙人之间
产生了纠纷，举报 泄 愤 ；有 的 是
因 对 老 板 拖 欠 工 资 等 产 生 不
满 ，报 复 老 板 等 等 。 但 笔 者 以
为，重奖有效举报，不必苛求举
报者的动机。只要举报的污染
问 题 确 有 其 事 ，对 促 进 环 境 污
染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甚 至 是 关 键 作 用 ，不 管 举 报 人
出于什么动机，都应按规定予以
奖励。

此外，重奖有效举报，不必苛
求举报内容完整。由于受所处的
客观条件限制，有些举报人对举
报内容表述得不够完整、全面，甚
至不完全准确，但只要对问题的
查证提供了关键的指引、思路或
人证、物证、书证等证据，就应当
予以肯定和鼓励。

当前，一些蓄意的环境污染
犯罪，有时行为人系高智商、高学
历的专业人才，事先进行了反侦
察策划，行为隐秘，通常外人很难
掌握全部的事实。举报人举报的
内容有时系其自己怀疑、推测的
情节或听说的情况，只是属于“线
索”。但有些线索往往是环境污
染犯罪案件得以侦破的钥匙，具
有重大价值。对此，也应鼓励，当
奖照奖。

将 有 奖 举 报 制 度 化 ，需
理 顺 奖 励 资 金 渠 道 。 如 果 所
需 经 费 渠 道 不 畅 ，兑 付 奖 励
资 金 就 难 保 障 ，制 度 就 会 悬
空 。 笔 者 调 查 发 现 ，这 几 年
安 徽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兑 付 有 奖
举 报 案 例 并 不 多 ，奖 励 资 金
渠 道 不 畅 成 为 制 约 有 奖 举 报
落地见效的障碍之一。

例如，近几年，某县生态环
境部门试图将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经费纳入财政年度
预算，却遭县财经预算综合审
核拒绝。事实上，生态环境部
门所支付举报人的经费，多是
使 用 本 单 位 的 工 作 或 专 项 经
费。生态环境部门工作经费是
按在编在岗人头定额核定，专

项经费把关严格，年底和届中
都要严格审计，违规必处。这
种做法某种程度上是冒着“违
规查处”风险的。

因此，个别地方有时不得
不降低奖励等级。这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了制度的执行力和公
信力。理顺奖励资金渠道是有
奖举报制度刚性落地的关键。

地方党委政府对本地区生
态环境负总责。地方政府应将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
金 纳 入 同 级 财 政 年 度 预 算 。
预 算 项 目 可 纳 入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信 访 预 算 目 录 ，也 可 单 立
专 项 。 经 费 由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使 用 ，由 同 级 财 政 监 督 。 也
可将预算额度留在财政部门，
由财政部门按生态环境部门提
供合规的奖励案例明细支付。

地方政府应将举报资金纳入预算

◆刘贤春

实施有奖举报的目的是鼓
励公众参与打击破坏生态环境
行为，奖金额度设置过大或过
小，都不利于建立违法举报奖励
制度长效机制。奖金额度过大
浪费执法经费和成本效益，有损
按劳分配的社会公平度，奖金额
度过低又会使违法有奖举报制
度失去吸引力。

笔者认为，生态环境违法
有奖举报应算好执法成本和社
会效益两笔账，采取分级分类
的形式确定奖金额度。对举报
主体区分为排污主体内 部 人
员 和 社 会 公 众 举 报 两 类 ；对
举 报 内 容 应 区 分 隐 性 不 易 发
现 和 显 性 易 发 现 两 个 类 别 ；
对 危 害 程 度 区 分为非常严重
和较轻微两个等级分别对待。

应加大排污主体内部人员
举报奖励力度。比如，因对未
使用清洁能源、夜间排黑烟、错
接排污管、闲置大气污染防治设
施、重金属污染等隐性、动态和
偶发性的排污违法行为不易发
现，公众和执法人员很难从表象
上看出问题。排污单位内部人
员对违法排污行为情况熟悉，实
施举报前有条件事先取证，为执
法人员准确提供污染发生的时
间、位置和污染性质等，可极大

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然而，内部人员往往与排

污主体的环境违法主体形成固
定的利益链，如非利益冲突和
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往往对
违法排污行为采取事不关己的
漠视态度。因此，要加大有奖
举报政策宣传，注重从内部攻破
堡垒，加大对内部人员举报行为
的奖励力度，并严格做好举报人
保护的保密工作。

人民群众公益举报行为可
称之为社会公众类举报。随着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
需要日益提高，对身边的重污
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和
农村环境卫生等这类较易 发
现 和 易 感 受 到 的 现 象 深 恶 痛
绝。对这类易发现的显性的破
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执
法人员对违法现象和线索的发
现概率较高，主动出动执法力量
取证和处理也较为容易。

因此，奖励标准应以常态
化物质奖励为主，动员更多社
会力量提供环境执法线索，发
挥公众生态环境违法 问 题 监
督 员 的 作 用 。 对 举 报 人 放 弃
申 领 奖 金 和 申 明 不 需 进 行 保
密 的 ，可 以 颁 发“ 环 境 卫 士 ”
称 号 精 神 奖 励 ，使 公 众 充 分
认 识 到 参 与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要意义。

加大对内部人员举报的奖励力度

◆赵铁元

笔者曾在一次“散乱污”企业
清理取缔工作中，与周边群众交
流，在问及“污染问题都影响到其
正常生活了，为什么不举报向有
关部门反映”时，大多数认为都是
街坊邻居，举报怕伤了和气，怕得
罪人，为了点举报奖金得罪人不
值得。

再比如，个别地方为尽快解
决问题，让举报人与被举报人通
过沟通，达成所谓的谅解、和解。
有的信访举报调查处理人员甚至
将举报人的联系方式告诉被举报
人，结果不仅未达到和解的目标，
相反加重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建立和实施举报奖励制度通
过充分发动群众、依法有序参与
生态环境保护，可以有效弥补基
层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的短板。然
而，如果不替举报人保守好个人
信息等秘密，容易造成被举报人
对举报人进行报复打击等，这样
不仅不会起到正面作用，相反会
影响群众举报环境违法问题的积
极性。

基于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
要综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最大限
度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保密，杜绝
因泄露当事人信息而给其工作、生
活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等问题。

要建立完善环境信访举报案
件调查处理有关信息保密制度。
各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针对不
同的环境信访举报案件，建立完
善案件转办、调查、处理、答复全
程保密制度。将保守举报人个人
信息等秘密作为一项工作原则和
纪律，控制有关信息的知晓、告知
范围，避免有关信息的泄露与外
传。同时，要建立有关的责任追
究制度，对于泄露有关秘密给案
件调查处理造成不良后果、影响
的要给予必要的处理。

创新方式方法，为举报人提
供更好的服务。如果过分地对举
报当事人举报行为进行宣传，奖
金的发放、领取程序过于繁琐等
容易暴露、泄露举报人的信息，可
能对其造成种种的不利，甚至会
进一步激化矛盾，成为造成一定
的社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
此，无论是对举报人的采访、回
访、宣传、奖励都要合理把握工作
的方式方法和力度，要避免不当
操作导致有奖举报成为“有害举
报”。比如，采用微信红包的方式
发放举报奖金相对于现场直接领
取 能 更 好 地 保 护 当 事 人 个 人
信息。

最大限度
对举报人
信息保密

◆孙贵东

从 4 月 26 日起，四川省宜
宾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印
发的《宜宾市 2020 年大气污染
有奖举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
有奖举报金额分为 500元、1000
元和5000元三档，其中对扬尘管
控、废气、粉尘排放、“散乱污”企
业死灰复燃、露天焚烧秸秆、应
急减排管控等大气污染防治的
重点领域举报查实的，奖励5000
元。宜宾市精准施策实施有奖
举报，也体现了精准治污要求。

精准治污的关键在于精准
发 现 和 识 别 污 染 ，除 了 12369
环保投诉举报、网格化监管，设
立有奖举报是吸收公众精准发

现污染源和违法排污行为的有
效措施。只有精准发现污染，
才能有效实施靶向治疗。有奖
举报范围的设置就是调动群众
力量参与污染防治攻坚的最佳

“指挥棒”。要紧密围绕污染防
治攻坚目标任务，结合当地实
际，哪里问题突出就要在哪个
领域实施有奖举报。

每个地方经济发展不同，
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
一样，各地生态环境污染治理
重点也不相同。有奖举报资金
有限，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各
地可根据“个性化”监管需求，
因地制宜出台有奖举报措施，
加大对污染重点领域举报的奖
励力度。

作为新媒体重要组成部分，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具有受众广、
影响大、速度快等得天独厚的优
势，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进驻
微信后，迅速改变了传统举报方
式。2018 年 7 月，全国微信举报
就已超过电话举报成为环境举
报最大来源，之后其受理占比越
来 越 大 ，成 为 环 境 举 报 主 流
渠道。

深入分析当前各地有奖受
理举报管理办法、操作流程，在
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微
信等新媒体平台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也还有较大改进空间。笔
者认为还可以在提高新媒体思
维，提升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有奖
举报功能性、操作性等方面下
功夫。

在平台软件方面，要注重贴
心互动。相比电话、信件举报等
传统方式，微信平台最大的优势
在于更快捷、更直观、更私密。
例如举报证据方面，电话、信件

都依赖举报人对事物、事件的描
述能力。但是微信平台通过上
传视频、照片可以更为直观地锁
定证据，让平台管理人员确定举
报事件的危害性。因此，在微信
举报平台软件方面，要充分考虑
受众用户感受，从人机工程角度
出发，让登录入口、软件介绍、操
作界面以及图片视频上传限制
等方面更人性 、更 贴 心 。 让 举
报者更便捷地进入平台，更简
便 填 录 信 息 ，更 完 整 反 映 问
题 。 同 时 ，具 备 条 件 的 地 方 ，
还 可 以 全 面 拓 展 提 升 软 件 平
台的互动性，让平台值守人员
与举报者能够实时互动沟通，较
好解决复杂、敏感问题或案件举
报问题。

在受理服务方面，要注重快

捷快速。针对微信平台举报的
特征，建立健全值守管理制度，
不 但 要 落 实 24 小 时 在 线 值 班
制 度 、环 环 相 扣 的 办 理 流 程 ，
还 需 着 重 提 升 在 线 值 守 人 员
工作素质和能力，确保每一名
值 守 人 员 既 能 够 熟 练 解 答 平
台 软 硬 件 问 题 、办 理 流 程 ，还
能 熟 练 地 判 别 投 诉 举 报 事 件
的环境影响，特别是对于突发
性、持续时间短的违法违规案
件 。 平 台 值 守 人 员 要 发 挥 出
微信举报快速、直观的突出优
势，降低不能面对面交流带来
的 影 响 ，快 速 把 握 案 情，牢牢
把握最佳处理时机，最大限度减
轻对环境影响。

在调处结果方面，要注重实
效透明。举报者通过微信平台

反映问题、举报违法行为，说明
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也说
明群众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
向往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
心理。因此有奖举报调查处理，
要十分注重快速实效。例如《郑
州市大气污染有奖举报暂行办
法》规定整个举报办理时间为 3
个工作日。在结果发布方面，依
托微信等平台软件公布更为贴
近举报者心理诉求，可以在微信
平台及时公布办理进度，尤其是
短时间难以结案、情况属实的举
报。可以定期发布或者告知举报
者调查进展，打消举报者顾虑。
在结果运用方面，可以定期在举
报平台上发布有奖举报典型案
例，让群众知晓有奖举报的程序，
还可以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

◆任理军

资金有限，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为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打击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江苏省苏州市在 2014 年
6 月就出台了《苏州市公众举
报环境违法行为奖励办法》。

苏州市之前的环境违法行
为 举 报 最 高 奖 励 金 额 为 2000
元，此次提高到了 5 万元。极
大调动了公众参与环境监督与
举报的积极性。同时，明确了
举报哪些环境违法行为可获奖
励。比如最常见的工地扬尘，
此类举报的责任单位是住建部
门，这种被举报人即使最后被
行政处罚了，举报人也无法从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获 得 奖 励 。 此
外，明确了奖励资金的来源。
办法明确规定奖励经费在年度
的市级环保支出计划中安排，
资金来源得到了保障，避免出
现公众举报后，无钱可奖的尴
尬现象。

办法实施以来，苏州市生
态环境局 每 季 度 都 会 集 中 对
符 合 政 策 的 市 民 发 放 奖 金 ，
截 至 2020 年 3 月 底 ，全 市 已
有 近 百 人 领 取 了 奖 励 ，成 效

显著。但随着科技进步和环境
违 法 行 为 种 类 的 增 多 ，奖 励 办
法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遇 到 了 很 多
问题。

一是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举报
未纳入奖励制度。例如近年来移
动源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常见
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冒黑烟
现象时常可见，但是这种行为的
举报不在奖励的范围内。

二是获得奖励的限制条件过
多。如办法规定，举报人应 提 供
被 举 报 人 的 准 确 名 称 、详 细 地
址 及 违 法 情 况 ，举 报 人 不 提 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的不予以
奖 励 ，接 到 领 奖 通 知 90 日 内 ，
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指定的
地 点 领 取 奖 金 ，逾 期 视 为 自 动
放弃等。

三是举报方式比较单一。办
法对“奖励公众举报环境违法行
为”解释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向苏州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举

报环境违法行为给予的奖励。
实际公众有时会向媒体、上级政
府部门或是上级生态环境部门
进行举报，这些举报未纳入奖励
办法中。

为更有效地推动此项工作，
笔者建议在制定新的奖励政策
时，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拓展举报渠道 ，加 强 信 息
反 馈 。 从 近 年 的 统 计 数 据 来
看 ，微 信 举 报 因 其 取 证 方 便 ，
定 位 精 准 等 优 势 将 逐 步 取 代
电话成为主流的举报方式。苏
州与时俱进，2019 年 8 月苏州市
污染防 治 综 合 监 管 平 台 上 线 ，
群 众 使 用 微 信 扫 一 扫 即 可 通
过 平 台“ 一 键 举 报 ”环 境 违 法
行为，同时平台实现了收集线
索全覆盖，将全市各类涉及生
态 环 境 污 染 的 问 题 线 索 全 部
纳入监管平台，极大地便利了
公 众 进 行 监 督 举 报 。 同时举
报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时跟

踪举报处理进程，接受平台反馈
信息，杜绝了举报未处理、举报
无果的现象。

尽可能全面地将各种环境
违法行为纳入举报奖励范围。
俗话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同理，再小的环境
违法行为也应该被监管举报，举
报再小的环境违法行为也应受
到 奖 励 。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应 根
据 举 报 人 举 报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的发现难易程度、环境危害程
度 、举 报 人 协 查 的 情 况尽量给
予真实举报者相应的奖励，金额
可 以 多 设 置 几 个 档 次 ，全 面
覆盖。

简化奖励领取方式及多样
化奖励。鼓励小额奖励通过汇
款、微信红包等方式非现场领
取，对积极举报者颁发荣誉证书
等精神奖励，以电话卡、园林卡、
交通卡等多种方式代替现金奖
励等。

提升新媒体平台有奖举报功能性

“ 依托微信等平台软件公布更为贴近举报者心理诉求，可以在微信平台及时公
布办理进度，尤其是短时间难以结案、情况属实的举报。定期发布或者告知举报
者调查进展，打消举报者顾虑。

“ 鼓励小额奖励通过汇款、微信红包等方式非现场领取，对积极举报者颁发荣誉
证书等精神奖励，以电话卡、园林卡、交通卡等多种方式代替现金奖励等。

“ 建立和实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举报奖励制度，是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
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共治大格局的重要举措。

“ 地方党委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负总
责。地方政府应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资金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

编者按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实施生
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的指导意
见》，指导各地建立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制度。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制度此前已在一些地方实施。在
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好的做法？要注意哪
些问题？本报特组织刊登相关文章，以
期对读者有所借鉴。

◆张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