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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序号

1

文件名称

关于田湾核电站 5、6 号机组环境影响报
告书（运行阶段）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0〕87号

发文时间

2020 年 7月 7日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 年 7 月 6
日 -2020 年 7 月 10 日 我 部 对 1 个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文 件 作 出 审 批 决 定 。
现 将 作 出 的 审 批 决 定 情 况 予 以 公 告 ，公 告 期 为 2020 年 7 月 16 日 -2020 年 7 月
22 日（7 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
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5646067
传 真：010-65646064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 82号，生态环境部核电安全监管司
邮 编：100006

生态环境部关于2020年7月6日—2020年7月10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核与辐射）

新闻述评新闻述评
XIN WEN SHU PINGXIN WEN SHU PING

◆本报记者张楠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中央预算
内投资 93 亿元，支持一批城镇生活污水
垃圾处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环境污染
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补齐城镇环
境基础设施短板弱项，促进能源资源高
效利用，助力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今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
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家相继向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地方开
展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加 快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仅 7 月以来，国家发
展改革委就下达 139.8 亿元中央预算内
投资用于支持环境污染治理等项目，这
还不包括下达的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支
持现代农业支撑体系建设等资金中用于
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相关工作的资
金部分。

这 139.8 亿元中，除了上述的 93 亿
元，还包括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
央预算内投资 35.8 亿元，用于支持长江
经济带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尾
矿库污染治理项目；下达中央预算内投
资 11 亿元，主要支持长江经济带中西部
省份，以县为单位，以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为重点，统筹开展种养业面源污染综合
治理，打造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示范区。

不仅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
算内投资支持污染防治工作，中央财政
也继续对污染防治工作给予支持。财政
部今年下达第二批大气污染防治、水污
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资金共计 104.5 亿
元，具体为：下达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第二批），预算金额总计 35.50 亿
元，用于支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相
关 工 作 ；下 达 2020 年 水 污 染 防 治 资 金

（第二批）合计 64.00 亿元，用于支持水污
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相关工
作；下达 2020 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第二批）5.0 亿元，支持地方深入贯彻落
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促进土壤
环境质量改善。

今年也是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推
进。2017 年，财政部印发了《中央对地
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旨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地区所在地政府的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近日，财政部下达 2020 年中央对地
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
表显示，转移支付资金总额 707.17 亿元，
已经下达 692.17 亿元（其中，三区三州补
助 40.00 亿元，其他深度贫困地区补助
65.00 亿元），此次下达其他深度贫困地
区补助 15.00 亿元，以加强对深度贫困地
区的支持。财政部要求基层政府将转移
支付资金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
生，加大生态扶贫投入，加强资金使用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有 了 投 入 ，还 要 确 保 资 金 落 到 实
处。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时表示，下一
步将指导督促各地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切实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确保资金落到
实处，财政部等部门也出台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土壤污
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土壤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等，
以规范资金使用。

如果资金没有落到实处，或者违反
规定会怎样？有可能面临处罚或收回资
金。今年 6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下达
2020 年 节 能 减 排 补 助 资 金 预 算 的 通
知》，下达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用于高效
电机推广补贴、2015-2018 年度新能源
汽车购置补贴清算、新能源汽车购置补
贴预拨。其中，不仅有将要下达的补贴
资金，还包含 2018 年度新能源汽车补贴
将 扣 回 228.9530 亿 元 ，本 次 扣 减
201.9699 亿元，扣减原因主要是车辆未
接入国家监管平台或数据上传不符合要
求。虽然此次扣减案例资金不是直接用
于污染防治，但是相信直接投入污染防
治领域的资金，如果未落到实处，地方或
者企业也会受到类似的惩罚。

距离年底已不足半年，相信在各项
财政投入的支持下，污染防治、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将加快脚步，取得最终胜利。

决胜之年，中央政府拿出多少真金白银支持地方治污？
仅 7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下达 139.8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生态环境部公布6月全国“12369”环保举报办理情况

全国举报量环比同比均下降
本报讯 2020 年 6 月，全国“12369 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以下简

称 联 网 平 台）共 接 到 环 保 举 报 41729 件 ，环 比 下 降 8.9% ，同 比 下 降
7.0%。本月接到的举报中，受理 32111 件，因举报线索不详或不属于生
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而未受理的 9618 件。

电话及微信举报量环比下降

6 月，全国接到的举报中，“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电话举报共 18441
件，约占 44.2%，微信举报 19676 件，约占 47.2%，网上举报 2724 件，约占
6.5%，其他渠道 888 件，约占 2.1%。其中，电话举报环比下降 3.5%，微信
举报环比下降 16.8%。

2020年6月联网平台主要举报渠道情况分析

大气污染问题最突出

从污染类型来看，6 月大气污染举报最多，占举报总量的 57.7%，其
次为噪声污染举报，占 53.9%，水污染、固废污染、生态破坏和辐射污染
举报分别占 15.9%、9.5%、2.8%和 0.9%。

▲ 2020年6月各污染类型举报占比

大气污染举报中，反映恶臭异味的举报最多，占涉气举报的 42.1%，
其次为反映烟粉尘污染的举报，占 24.6%。噪声污染举报中，反映工业噪
声污染的举报最多，占噪声举报的 56.2%，其次为反映建设施工噪声污染
的举报，占 31.7%。水污染举报中，反映生活污水污染的举报最多，占涉
水举报的 38.8%，其次为反映工业废水污染的举报，占 27.2%。

建筑业的举报最为集中

从行业类型来看，6 月公众反映最集中的行业为建筑业，占 40.4%，
其次为住宿餐饮娱乐业和畜禽养殖业，分别占 20.5%和 7.1%。其中，建
筑业举报占比环比下降 5.7 个百分点，住宿餐饮娱乐业、畜禽养殖业举
报占比环比分别上升 1.8个百分点和 0.2个百分点。

重庆、辽宁、广东、江苏举报量居前列

从各地区不同渠道举报数量看，重庆、辽宁、广东、江苏等地举报总
量居前，重庆、辽宁、上海等地电话举报占比较高，广东、陕西、浙江等地
微信举报占比较高。

（注：一件举报中可能同时涉及多种问题，因此各污染类型之和≥100%。）

▲ 2020年6月主要行业举报占比

▲ 2020年6月各省（区、市）举报情况

▲ 2020年6月各省（区、市）主要污染类型举报占比

从各省举报污染类型占比来看，上海、新疆大气污染举报在当地占
比较高，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 11 个百分点，上海主要反映工业废
气污染问题，新疆主要反映恶臭异味问题。重庆、北京噪声污染问题在
当地相对突出，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6 个百分点以上，重庆主要反
映建设施工噪声污染问题，北京主要反映工业噪声污染问题。青海水
污染举报在当地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 17 个百分点，主要反映工业
废水污染问题。

2020年4月举报办理情况

2020 年 4月受理的 32976件举报均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处理完毕。
生态环境部随机对其中 2671件举报办理情况进行抽查，抽查通过率约为
87.2%，对存在文字语法或逻辑错误、答复内容与举报问题无关、未对举报
问题逐项调查处理、环境违法问题处理不到位、未向举报人反馈、办结
意见敷衍了事等问题的举报件已责成承办部门修改或重新办理。

举报渠道

电话举报

微信举报

网上举报

本月占比（%）

44.2

47.2

6.5

环比增长（%）

-3.5

-16.8

3.7

同比增长（%）

-20.3

19.2

-45.9

本报记者谢佳沥北京报道 工业
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
提升计划（2020-2022 年）》（以下简称

《计划》），进一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加快提升区域资源利用效
率，培育绿色新动能，推动区域高质量
发展。

《计划》提出，到 2022 年，区域年
综合利用工业固废量达 8 亿吨，主要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到 1.5 亿吨，产
业总产值突破 9000 亿元，形成 30 个特
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区，建设 50 个产业
创新中心，培育 100 家创新型骨干企
业；区域协同机制较为完善，基本形成
大宗集聚、绿色高值、协同高效的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发展新格局。

为推动实现相关发展目标，《计
划》明确了多项重点任务。一是协同
利用工业固废制备砂石骨料。预计到
2022 年，区域内具备年替代 1 亿吨天
然砂石资源的生产能力。

二是推进大宗冶金与煤电固废协
同利用。在冶金和煤电产业集中区建
设 10 个以上协同利用冶金和煤电固
废制备全固废胶凝材料、混凝土、路基
材料等的生产基地，预计实现年消纳
工业固废 3亿吨。

三是壮大工业固废高值化利用产
业规模。以河北、山东为重点，开展冶
金固废多元素回收整体利用。以山
西、内蒙古、河北等地为重点，开展工
业副产石膏、粉煤灰等高值化产品推
广应用，新增工业固废高值化利用能
力 1000 万吨/年。

此外，《计划》还对废旧高分子材
料高效利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聚
发展、协同处理城市废弃物，以及政策
支 持 、社 会 参 与 等 方 面 工 作 作 出 了
部署。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
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明确
协同转型提升方向

2022年区域产业
总产值突破9000亿元

◆新华社记者王攀 周颖黄垚 林远

提及珠三角，很多人的印象是“世界
工厂”，机器轰隆。然而，当下的珠三角，
与“硬核”制造业相辉映的，是城市绿意
盎然、文化活力四射的另一面。

在永庆坊，“微改造”让广州最完整的
骑楼建筑群得以保留并迎来生机，粤剧曲
艺、广彩、广绣等传统文化及民间工艺在此
再放异彩；在深圳茅洲河燕罗湿地公园，居
民龙舟竞渡、游客闲庭信步……

一片旧街区见证老城市新活力，一
湾碧水显现新城市新生态。如今，珠三
角正在用最拼的闯劲、最快的步子，为居
民营造触手可及的幸福小康生活。

永庆坊：老旧街区在“微改
造”中“活”起来

永庆坊所在的荔湾区恩宁路曾是广
州市危旧房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一下大
雨就浸街，各种电线在空中如蛛网密布，
环 境 真 的 很 差 。”附 近 居 民 汤 惠 英 回
忆说。

是大刀阔斧推倒重建，还是精细化
“微改造”？永庆坊面临抉择。

“大拆大建最简单。推平旧建筑，建
一堆新的仿古建筑也就两三年的事，但历
史的积淀就全没了。”广州市荔湾区住建局
二级调研员江伟辉说，为了留住城市历史
风貌，永庆坊秉承修旧如旧的“微改造”理
念，在保留原来岭南建筑民居的肌理基
础上，引入现代元素，实现新旧融合。

2015 年，当地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对
永庆坊进行“微改造”，保留街巷原有空
间和尺度，保持建筑原有外轮廓不变，对
建筑实施立面更新、结构加固。

“在改善公共环境的同时，我们还引
入文创、民宿等新业态，让沉寂的历史文

化街区真正‘活’起来。”江伟辉说。
如今，走进永庆坊，青砖瓦房、琉璃

窗下，粤剧曲艺、广彩、广绣等传统工艺
与活字印刷文创产品等相映成趣，游客
络绎不绝。岭南水乡的文化、市井气息
再次回归。

重面子，更重里子。在对恩宁路片
区改造过程中，雨污分流、拆除违建、“三
线”下地等事关居民切身利益的民生举
措也一一落地。

眼下，以永庆坊为示范，广州的老旧
小区“微改造”正由试点带动全面，在恩
宁路、沙面、白云山更多片区推广。

茅洲河：告别黑臭，湿地公
园成“打卡点”

夏日的深圳，沿着茅洲河燕罗湿地
公园行走，两岸草木茂盛、河水清澈，连
片的浅滩湿地上，不时有白鹭飞过。

靓丽宜人的环境成果来之不易。
茅洲河干流全长 41.61 公里，流经深

圳、东莞两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
城市化的发展，流域内工业企业、居住人
口爆发式增长，使得入河污染物大大超
过水环境容量。

茅洲河也成为珠三角污染最重的河
流之一。统计数据显示，4 年前，茅洲河
深 圳 流 域 日 均 污 水 产 生 总 量 超 过 百 万
吨，河水水质为劣Ⅴ类。

住在茅洲河附近的 73 岁深圳居民黄
耀 棠 说 ：“ 河 水 比 墨 水 还 黑 ，比 石 油 还
稠。住在附近，多年不敢开窗。路过河
边，要捏着鼻子快快走过。”

2016 年，深圳打响治水提质攻坚战，
茅洲河成为整治重点。4 年来，深圳累计
投入 1200 亿元，统筹推进以茅洲河等为
代表的重污染河流治理，并以此为牵引
带动周边环境整体提升。

茅洲河治理需要精细活。宝安区燕
罗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高峻说，街道将河
长职责划分为 7 个板块，建立责任体系制
度。大家分工明确，河道垃圾谁处理、偷
排污水谁处理，责任一目了然。

深圳市宝安区洪桥头社区党委书记
洪伟江是洪桥头段河段长。他说，建污

水管网，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解释、做工
作，现在推行雨污分流，污水被收集起
来，河流也更干净了。

经过几年治理，昔日的黑臭水已成
为河清水美的新景点，吸引越来越多的
居民来河畔绿道散步。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以茅
洲河为代表，深圳 159 条黑臭水体已全部
实现不黑不臭。

城中湿地：保护本身也是
高质量发展

距离广州城市地标广州塔不足 5 公
里处，“藏着”一块生态宝地。占地面积
约 1100 公顷的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绿
树浓荫、鹭鸟翩飞。

海珠湿地的前身是万亩果园。20 世
纪 80 年代，在利益驱动下，“蚕食”果园进
行经营开发的冲动强烈，果园面积从近 4
万亩萎缩到 1万多亩。

2012 年，当地探索出“只征不转”土
地利用新机制，将万亩果园的集体土地
征收为国有，但不转变农用地性质，作为
永久生态用地予以保护。经过 8 年持续
生态修复和环境再造，海珠湿地已成为
广州的“绿心”。

如今，海珠湿地上百年果树重新挂
果，鸟类从 2012 年的 72 种增加到 177 种，
鹭鸟回归，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海珠湿地周边地块寸土寸金。短期
来看，这是一笔“损失”，但在广州市海珠
区有关负责人看来，良好的生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保护本身也是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义。

如今，利用良好生态环境汇聚资本、
技术、人才、项目等经济发展要素，海珠
湿地周边已吸引一大批新兴业态和高科
技、高附加值产业入驻，形成新的发展
动能。

一段修旧如旧的历史文化街区、一
湾重现清澈的绿水、一片城中湿地里的
新发展……在珠三角，城市的发展从来
不止于经济，不断变舒适的人居环境、普
惠的生态产品，凝聚的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共同向往。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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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庆坊到湿地公园

珠三角探索城市建设的“民生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