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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本报讯 安徽省宣城市目前
进入主汛期，宣城市生态环境局
积极部署汛期环境安全工作，扎
实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准备，确保
汛期全市环境安全。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宣城市
生态环境局城市防洪工作指挥
组，由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指挥
组下设突击队，由分管负责人任
队长，制定汛期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方案，做到责任到人、措施
到位、科学防范、有效处置。

开展风险排查。宣城市生态
环境局加大对涉危涉重企业、畜
禽养殖企业、垃圾填埋场、饮用水
水源保护地等行业企业重点地域
的现场检查执法力度和巡查频
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汛期环境
安全责任制和突发事件报告制
度，要求企业认真做好防泄漏、防
洪水的准备，做好应急物质的储
备，坚决做到污染隐患早发现、早
处置。对在排查中发现存在环境
隐患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问题
严重的，坚决停产整顿。

做好值班备勤。实行领导带
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体环境
应 急 人 员 保 持 24 小 时 通 信 畅
通。做好应急车辆、应急装备日
常维护保养，确保各类应急设备
器材随时处于良好状态。一旦发
生险情，严格按照“第一时间报告
信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
间开展监测、第一时间开展处置”
的要求迅速开展处置工作。

坚持“12369”环境污染投诉
举报电话 24 小时值班制度，一旦
发生环境违法行为或环境污染事
故，及时组织人员查处和妥善控
制，并逐级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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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宣城确保
汛期环境安全

美丽中国 生态甘肃

山东省青岛市生态环境系统首个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近日在胶州建成。据了解，环境应急物资储
备库分别配齐储存了吸油毡、围油栏、盐酸、火碱、消泡剂、次氯酸钠和应急装备等物资，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时，环境应急物资能够马上送达现场，及时处置污染物，把环境污染降到最低限度。 杨坤摄

本报讯“看，脚下这片没套种红薯的葡萄基
地是我们 3 年前栽种的，已硕果累累；远处那片套
种红薯的是我们去年才栽种的，长势喜人！”来到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野葡萄产业
基地，基地合作社负责人王文涛喜滋滋地说。

据了解，基地负责人王文涛过去常年在外打
工，不仅无暇顾及家庭，年收入也就三四万元。用
他自己的话说：“苦没少吃，钱没多挣。”

2017 年底，听说岩屋沟村在十堰市生态环境
局对口帮扶下，已成立多个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
种植产业，他立即回到家乡，将目光瞄向后山一大
片撂荒地。

经过专业人员对这片撂荒山地进行土质检
测，结果显示适合种植野葡萄。恰在此时，郧西一
家红酒厂开始大量长期收购野葡萄，用来酿造野
葡萄养生酒。

产业适销对路，县里还有资金扶持，王文涛果
断将 300亩撂荒山地承包下来。

2018 年春季，王文涛找来 7 台挖掘机，翻耕 3
个月，后经栽种、搭架、管护等程序，300 亩野葡萄
基地很快建成。为增加收益，他还在野葡萄基地
大面积挂果前套种高淀粉红薯，当年产红薯 15 万
公斤。

看到产业形势一片大好，2019 年初，王文涛
扩大种植规模，将野葡萄基地发展至 500 亩，并争
取相关部门支持，在山上架起电线、修起水窖，以
便野葡萄基地后期管护运营。

“这种野葡萄头年种植，第二年开始零星挂
果，第 3-5 年逐步进入丰产期。待其稳定达到丰
产期后，1 亩地可产野葡萄 2000 斤，每斤 3.6 元，
500 亩野葡萄每年毛收入可达 300 万元。”王文涛
说，去年野葡萄基地产野葡萄 1 万多斤，今年有望
达到 10万斤。

据介绍，岩屋沟村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
方式，已经带动 40 多户村民脱贫增收。其中有 30
多户村民每年累计获得土地流转费 10多万元，户平
均 3000余元；带动10多户贫困户长年稳定在基地打
工，每人每天收入 80元左右，户均增收近两万元。

王文涛说：“多亏了生态环境部门的帮扶，现
在我才能在家门口发展生态种植产业，既能照顾
家庭，还能带领乡亲一起脱贫致富，我干劲十足。”

叶相成

十堰生态环境部门对口帮扶，带动40多户村民脱贫增收

“带领乡亲一起脱贫致富，我干劲十足”

◆穗环宣

广东省广州市委办公厅、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近日印发《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及
配套《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试行）》

（以下简称《责任规定》及配套《责任清单》），构建
起具有广州特色的“1+1+N”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体系（即 1 个《责任规定》、1 份配套《责任清
单》、N 个各级各部门细化责任规定或清单）。

清单涉及90个责任主体

为进一步厘清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推动实施长效化、系统化、清单化管理，广州
市生态环境局在全面分析 1000 余份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机构改革方案以及其他规划、
计划、纪要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梳理出各级各部
门所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将需普遍
遵守的共同责任列入《责任规定》，需分别履行的
具体责任列入配套《责任清单》，实现共性和个性
相结合。

其中，《责任规定》共 15 条，规定了制定依据、
适用对象、共性责任、施行日期等内容；配套《责任
清单》共 572 条，列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等 11 大类 90 个责任主体在决策、执行、行
业管理、监管执法等方面各自应履行的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责任。

据悉，90 个责任主体涵盖广州所有负有生态
环境监管职责的公共机构，实现“应纳尽纳”“横向
到边”，有助于形成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良好工
作局面。

此外，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广州相继出台了相关

具体细化文件，如广州市委办公厅印发《关
于全面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就
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保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作出规定；白云区、增城区、从化区分别制定了
本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类文件，进一步
充实了广州“1+1+N”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体系。

环保责任履行好坏，成为干部奖
惩任免重要依据

广州“1+1+N”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
的建立，有助于各级各部门明确责任边界、促进履
职尽责、确保责任落实。

首先，严明工作责任。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格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管发展必须管环
保”“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 ”“ 管 生 产 必 须 管 环 保 ”
工作要求，在制定执行政策、编制实施规划、组
织策划项目、开展项目建设、推进行业发展、指
导生产经营时，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加强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实
现 发 展 与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内 在 统 一 、相 互 促
进 。 各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对 本 行 政 区 域 的 生 态 环
境保护工作及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主要负责
人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其
他 有 关 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
内承担相应责任。

其次，严格责任考核。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考核问责倒逼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落实。依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系相关
规定，完善考核机制，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履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进
行严格考核。加强考核结果分析运用，将考核结
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
任免的重要依据。

此 外 ，严 肃 责 任 追 究 。 充 分 运 用 激 励 干 部
在 新 时 代 改 革 开 放 中 新 担 当 新 作 为 的 十 八 条
措 施 ，落 实“ 三 个 区 分 开 来 ”要 求 ，进 一 步 激 励
干部敢于负责、担当作为。对贯彻落实上级关
于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决 策 部 署
不坚决不彻底、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制执行不到位、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完成
严重滞后、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党政领导
干部，严肃问责，该处理的坚决处理，该调整的
坚决调整。对履职不力、失职渎职等行为依法
追究责任。

地方资讯

广州出台生态环保工作责任清单
环保履职好坏成干部奖惩任免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