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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

“真的很快，我们的环评申请当天
就批下来了，第二天就拿到了纸质的环
评报告表。”江苏省南京市欣旺达新能
源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孙天宇激动地
说。环评审批作为建设项目审批的一
个必要环节，原本至少需要 9 个工作
日，如今，当天就能办结。如果材料齐
全，可“即来即办”。

现场办、直接批，项目建
设“零延时”

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是
溧水开发区里一家新能源企业，为了进
一步满足市场需求，今年这家公司拟投
资 100 亿 元 ，在 开 发 区 建 设“ 欣 旺 达
16GWh 动力电池项目”。

今年 6 月初，在驻点代办员和审批
部门的帮助指导下，这家公司准备好相
关材料，在“市民之家”政务大厅的环保
审批窗口递交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并当场取得了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评批复。从递交
材料到拿到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批复，全
程用了不到半小时。

“以往，环评报告表至少要 9 个工
作日、报告书要 16 个工作日才能审批
完成。现在，只要材料全，当天就能批，

为企业项目建设最少节省了 10 天时间。”
溧水区代办中心负责人黄菊蕾说。

据介绍，按照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试
点“开展环评告知承诺制”的相关要求，
从 5 月 18 日起，溧水生态环境局对符合环
境影响总体可控、受疫情影响较大、就业
密集型等民生相关的部分行业建设项目
环评实行告知承诺制，主要包括工程建
设、社会事业与服务业、制造业、畜牧业、
交通运输业、水利等领域，涉及《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 22 大
类 54 小类行业，环评审批窗口在收到项
目建设单位承诺书及环境影响报告表等
申请材料后，可直接作出审批决定，大大
缩短了项目环评审批时间，保障项目投
产、基础设施建设“零延时”。

已完成环评改革案例14
个，改革效果明显

近年来，溧水生态环境局紧紧扭住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牛鼻子”，深度聚焦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领域
和关键节点，以打通企业办事堵点为改
革切入点，通过压缩审批时限、精简事项
流程、推行数字化图审、狠抓代办帮办等
多项创新举措，快速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落地速度。此次的环评告知承诺制就是
一项重要的创新措施。

为提升服务水平，代办中心及时组

织全区代办员开展了建设项目环评告
知承诺制改革试点工作线上学习，并与
溧水生态环境局一道，积极走访企业，
宣传改革政策，对符合实行环评告知承
诺制条件的建设项目，提前介入，全程
指导，为企业环评审批开辟绿色通道，
助力企业项目快速投产。

据了解，在省市试点开展环评告知
承诺制之前，溧水生态 环 境 局 就 发 出
了 全 市 首 张 环 评 告 知 承 诺 书 。“ 作 为
市区重点民生项目，牧原溧水生猪养
殖 基 地 项 目 急 需 开 工 建 设 。 我 们 主
动对接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指
导完善环评手续，同时在省市环评审
批试点改革相关方案细则未出台前，
按 照 生 态 环 境 部 有 关 审 批 试 点 改 革
要 求 ，及时出具了全市首张告知承诺
批复意见，为项目早建设、早投产赢得
了宝贵时间。”溧水区“市民之家”环保
窗口负责人赵雷说。

针对今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溧
水生态环境局积极应对、特事特办，全
力做好疫情期间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服
务。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环评改革案
例 14个，改革集成效果明显。

事前放、事中事后
管，全流程“双管齐下”

告 知 承 诺 制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企业一承诺，审批就通过”，要点在于
“ 事 前 的‘ 放 ’”和“ 事 中 、事 后 的‘ 管 ’”
双 管 齐 下 。 据 了 解 ，除 了 某 些 特 定 领
域，已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审批决定等内容都会对外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同 时 ，对 实 行 告 知 承 诺 制 的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后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将 重 点
加 强 环 评 执 行 情 况 、承 诺 履 行 情 况 等
方 面 的 事 中 、事 后 监 督 检 查 。 审 批
后 ，溧 水 生 态 环 境 局 会 在 两 个 月 内 进
行 技 术 复 核 ，若 发 现 项 目 实 际 情 况 与
承 诺 内 容 不 符 、未 按 承 诺 书 相 关 内 容
履 行 承 诺 的 ，会 要 求 企 业 限 期 整 改 ，
整 改 仍 不 到 位 的 将 依 法 撤 销 审 批 决
定 ，并 将 采 取 环 评 告 知 承 诺 制 审 批 的
建 设 项 目 ，纳 入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的 重 点
对 象 。

环评承诺制审批降低了难度、简化
了 流 程 、提 高 了 速 度 。 下 一 步 ，溧 水 区
将进一步完善环评审批程序，畅通项目
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全面推行环评审批
正面清单和告知承诺制，进一步为项目
建设松绑减负。

环评审批“来即办”项目建设“零延时”
南京溧水对部分行业建设项目环评实行告知承诺制

◆普毛毛 肖颖

为进一步强化排污单位的主
体责任，规范排污行为，切实改善
环境质量，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开展了全省排污许可证后监管
专项执法和帮扶指导工作。

发现存在问题企业784家

此次专项执法采取市县（区）
分级执法检查、联合督办、省级指
导抽检的方式开展。按照陕西省
生态环境厅统一安排部署，全省
13 个市、123 个县（区）出动执法人
员 3046 人次，对 33 个行业 1251 家
排污许可重点监管企业，开展了
为期一个月的排污许可证后监管
专项执法和执法帮扶。

各地从持证排污、排污口规
范化建设、污染物排放等方面进行
逐一核查。重点对无证排污、整改
情况、违反排污许可证情况、违反自
行监测要求的情况、违反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等行为进行检查，同时对
持证企业开展了执法帮扶。

现场检查和抽查的 1251 家重
点监管企业中，发现存在问题企
业 784 家，问题企业占比 62.7％。
其 中 ，排 污 许 可 申 报 不 规 范 179
家，排污许可不及时变更 63 家，排
污许可整改措施暂未落实 97 家，
排污口设置不规范 58 家，超标排
污 83 家，超总量排污 69 家，环评
和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不到位
38家，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 38家，

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通过
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污染物 133 家，
排放管控不到位 21 家，自行监测
执行不到位 597 家，执行报告提交
不 规 范 306 家 ，台 账 记 录 不 规 范
271家。

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法
效能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
执法局副局长肖陶告诉记者，陕
西省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提升执
法效能。

一方面积极落实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工作。为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省生态
环境执法系统努力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推进
生 态 环 境 监 督 执 法 正 面 清 单 工
作，优化执法方式，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强化政策支持，全面助推
企业复工复产达产。

所谓“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
度”，就是针对污染轻、风险低、守
法意识强的企业，执法检查部门
可以少去或免于现场检查，针对
污染重、风险高、守法意识弱的企
业要增加检查的频次，从而将有
限的执法资源集中于主观恶意排
污、违法犯罪的企业。

截至 5 月底，陕西省已将 2256
家企业纳入清单管理，各地共出
台配套细化措施文件 47 件。采用

在线监控 241 次、无人机 11 次、用
能监控 6 次，其他非现场方式 132
次，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服务企
业 475 次，现场帮扶企业 354 次，
减免处罚 8次。

另一方面是通过证后执法强
化对监管企业的帮扶。本次专项
执法重点是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
精细化管理水平，通过全省移动
执法系统中统一的“一张表”（即

《排污许可证证后执法检查表》），
督促和规范企业按照排污许可证
管理事项，从持证排污、排污口规
范化建设、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
设施运行、环境管理台账、自行监
测 、执 行 报 告 报 送 、环 境 信 息 公
开、排污总量核算等方面进行逐
一排查和整改。本次发现和指出
的问题，将通报给各地，留出整改
时间，推进企业自主守法，实现陕
西省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

第三方面是坚持刚性执法和
柔性服务。优化执法方式，不是
放松环境监管，而是提高执法效
能。执法资源主盯恶意排污、违
法 犯 罪 的 企 业 。 对 群 众 反 映 强
烈、损害群众利益的，偷排偷放、
主观恶意排污的，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和严重污染环境、构成环境
污染犯罪的，生态环境部门将与
司法机关联动，加大惩处力度，维
护群众健康和环境安全。对守法
企业，积极做好环境法规的宣传
并贯彻实行，将执法与普法、执法
与服务相结合，既保持监管的力
度，又有服务的温度。

陕西开展排污许可证后监管专项执法
检查 1251 家企业，发现存在问题企业 78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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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小玲成
都报道 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
制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
配套文件规定，近日，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对相关
的 12 家环评文件编制单
位及 31 名编制人员分别
予以通报批评和失信记
分，失信记分情况记入其
诚信档案。

据了解，为深化环评
“放管服”改革，强化环评
文件编制事中事后监管
和审批业务指导，充分发
挥环评源头预防作用，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
展了 2019 年上半年建设
项目环评文件技术复核
工 作 ，共 涉 及 21 个 市

（州）县两级生态环境部
门 审 批 的 134 份 建 设 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经 复 核 ，12 份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表）存在降低环境影响
评价等级、遗漏行业污染
源源强核算、环境质量现
状监测频次不符合相关
规定、环境影响预测与评
价 方 法 错 误 等 质 量 问
题。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明确，相关单位和人员对
处理意见有异议的，可在
收到处理意见之日起 60
日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在收到之日起 6 个月内
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要求，相关市（州）生态环
境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审
批工作质量，加强对环评
文件编制的监督指导，并
针对复核发现的问题，加
强后续监管，督促建设单
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项
目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
重大影响。

本报讯 受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托，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近
日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全体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执 法 检 查 组 副 组 长 刘 同 德 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西宁市、海东
市人民政府及省财政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等相
关 部 门 关 于 贯 彻 落 实 土 壤 污
染防治法的情况汇报。

刘同德指出，开展土壤污
染 防 治 法 执 法 检 查 是 深 入 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 好 净 土 保 卫 战 和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的 一 项 实 际 行 动 。 他
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执法检
查的重要意义，紧扣法律规定
开展检查、把“公开透明”贯穿
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优良作
风，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有效
实施，高质量完成执法检查工
作任务，以法律武器治理土壤
污 染 ，用 法 治 力 量 守 护 高 原
净土。

据了解，8 月上中旬，青海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执 法 检 查 组 将
在 全 省 开 展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
贯 彻 实 施 情 况 执 法 检 查 。 检
查 重 点 为 农 用 地 和 建 设 用 地
安全利用、法律学习宣传普及
和配套法规制定、土壤污染风
险 管 控 和 修 复 等 方 面 。 采 取
赴 相 关 地 区 进 行 检 查 与 委 托
其 他 自 治 州 人 大 常 委 会 自 查
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检查“全
覆盖”。

夏连琪 刘红

四川开展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技术复核
对 12 家单位及 31 名编制人员

分别予以通报批评和失信记分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积极治理水环境，全面落实“河长制”，开展常态化巡河、护河行动，营造
“河畅水清、岸绿湖美”的水生态环境，为百姓打造良好生态家园。图为峡江县砚溪镇万能水库的库长和保
洁员正在水面清理垃圾。 人民图片网供图

◆新华社记者曹智 陈梦阳孙仁斌 白涌泉

当年的“南大荒”，如今的“南大仓”；昔日的
盐碱地，现在的“稻蟹乡”。资源枯竭型城市辽
宁省盘锦市，在全力推进城市转型的同时，乡村
振兴之路走得蹄疾步稳。

盛夏的盘锦，乡村宛若一块五彩斑斓的调
色板：160 万余亩的水稻田如铺展开来的绿毯，
红色的碱蓬草为绵延的海岸线抹上“腮红”，黛
瓦白墙的民居，碧波浩渺的辽河，一望无际的芦
苇荡……映入眼帘的这幅美丽画卷，映射出“南
大仓”里的小康故事。

“稻蟹乡”里说丰年
骄阳似火，稻田里天光水影，万物生辉。
田 埂 边 ，一 只 只 纽 扣 大 小 的 螃 蟹 吐 着 泡

泡。盘山县胡家镇农民张海涛穿着雨靴，在稻
田里查看水稻和河蟹长势。听到脚步声响，小
螃蟹们“哧溜”一声，躲进稻田深处。

“今年水稻长得不错，河蟹也没啥毛病，就
等 着 秋 收 啦 ！”张 海 涛 的 眼 中 充 满 了 自 信 与
期盼。

49 岁的张海涛种植了 300 亩稻蟹田，水稻
田里养殖螃蟹，种稻养蟹两不误。“水稻亩产
1300 斤左右，河蟹亩产 30 斤-50 斤，一亩地的
收益达到 3000 元左右。”张海涛介绍说。这个
种了近 30 年稻蟹田的农民，如今已经注册了自
己的公司，除了销售自己田里生产的大米、螃
蟹，还大量收购十里八村村民们的产品，统一加
工、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

回忆起年轻时生活的场景，张海涛感慨万
千：“那时生活太困难了，我和媳妇靠仅有的
150 元钱在市场上从贩鱼干起，和现在比，一个
在泥里，一个在天上！”

从 1984 年建市至今，36 年的光阴见证了盘
锦这座城市的兴起和巨变。盘锦因油而建、因
油而兴，却也因此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
土地盐碱含量高，这里曾是全国闻名的“南大
荒”。多年来，当地通过排盐降碱、改土培肥等
修复措施，使盐碱地逐步成为高产良田。

在盘锦光合蟹业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企
业负责人李晓东正带领他的科研团队进行科技
攻关。55 岁的李晓东是盘锦稻田养蟹模式的
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30 多年来，他的科研团
队突破了河蟹工厂化人工育苗、河蟹土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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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苗等技术难关，开创了“公司＋农
户＋基地＋服务站”的经营模式，带
动了当地上万名农户致富增收。

在公司展示厅里，李晓东向记
者讲解着稻田养蟹的好处：河蟹在
稻田除草、松土、捉虫，排泄物成为
水稻的肥料，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
用；稻田为河蟹提供了摄食、栖息的
条件，并节约了养殖水面。

如今，这项技术在全国已推广
普及开来，种养面积超千万亩，累计
为农民增收超过 500亿元。

“咱盘锦过去被人说成是‘南大
荒’，时代变了，科技创新加苦干实
干，南大荒也完全可以变成‘南大
仓’！”李晓东感慨地说。

目前，盘锦水稻种植面积已有
160 万 余 亩 ，全 是 盐 碱 地 改 良 而
成。河蟹养殖面积 170.5 万亩，河蟹
年产量 7.5万吨。

“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作为‘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享誉全国，盘锦还
是‘中国生态稻米之乡’‘中国北方
粮食城’‘中国河蟹第一市’……”说
起盘锦的农业、农村、农民，盘锦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杨昕无比自豪。

好山水留住美丽乡愁
“遇·稻”咖啡馆，音乐舒缓，灯

光柔和，服务生李晓舒正在为客人
冲调咖啡。窗外瓜果飘香，蝉鸣阵
阵，让这间开在盘锦市大洼区荣兴
村稻作人家民俗村里的咖啡馆，多
了一分祥和。

“我原来在市区一家咖啡馆工
作。”李晓舒向记者讲起他的故事，

“不过，我更喜欢乡村的安静，这里
离市区不远，收入也不错。两年前，
我 和 爱 人 商 议 好 ，一 起 来 村 里 工
作。”

稻作人家民俗村年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安置当地上百名村民上
岗就业，2018 年，获批为 3A 级国家
旅游景区；今年 7 月，在文化和旅游
部公示的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中，荣兴村榜上有名。

像荣兴村这样的美丽乡村在盘
锦还有很多。暑期来临，盘锦市大
洼区新立镇杨家村越发热闹起来。
城里来的游客有的在菜园子里采摘
新鲜蔬菜，有的拿出手机对着村民
们的屋舍田园拍个不停。送走一拨
客人，村民张桂文对记者说：“原先
村里脏乱差，村里人都想办法搬出
去。这几年村里环境变好了，天南
海北的游客把咱这当成了旅游景
点。”

近年来，盘锦市以“改善农村环
境，建设宜居乡村”为核心，在全市
所有行政村同步推进绿化、畅通、碧
水等工程，美丽乡村建设提质增速，
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丽乡村建设让盘锦实现从富
起来到美起来，也为当地全域旅游
拓宽了发展空间。2019 年，全市乡
村民宿达到 2000 多间、床位 8000 多
张，“民宿＋N”产业模式逐步壮大，

石庙子村、大堡子村、得胜村被评为
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杨家村被评
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南锅村、得胜
村、石庙子村等 10 个村被评为 3A
级旅游景区，赵圈河镇、胡家镇被评
为国家特色小镇，省级美丽示范村
数量达到 41个。

鼓足奋斗的干劲和精气神
晚 6 点 20 分，57 岁的村民刘元

玲带着舞蹈服来到村委会门前的广
场上。音乐准时响起，刘元玲和其
他村民们换上服装，踏着节拍，跳起
广场舞。

400 多平方米的广场上热闹非
凡。30 多人的广场舞队伍舞姿翩
翩，旁边两个篮球架下，少年们挥洒
着汗水运球如飞，大树下乘凉的村
民三三两两，推着零食饮料的小贩
也来凑热闹……盘锦市大洼区大堡
子村的夏夜就这样开始了。

大堡子村不仅有城里常见的广
场舞、超市、浴池，还有 5G 网络、新
能源车充电桩、村镇银行……城里
人的便利和时髦，大堡子村几乎都
有了。

民 居 鳞 次 栉 比 ，村 路 曲 径 通
幽。穿过一片稻田，看到 25 岁的郭
佳明正在自家的蔬菜种植大棚里调
试 5G 设备。这种远程监控病虫害
和土壤温湿度的设备已成为他不可
或缺的帮手。今年以来，他还试水

“直播带货”，成功销出几万斤碱地
柿子。

这个 2015 年毕业于沈阳农业
大学的年轻人，在外工作一段时间
后选择回村创业，不仅研究改良了
碱地西红柿种植技术，还带动 100
余户菜农搞起了合作社，建设种植
了 150 个温室大棚，免费提供技术
培训。合作社成员年增收 500 多万
元。“我觉得我的事业应该在农村。
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很完备，新技
术也有用武之地，靠科技种田，可以
带动乡亲们致富，这样农村才更有
希望。”郭佳明说。

作为辽宁省城乡一体化综合改
革试点市和宜居乡村建设试点市，
盘锦市从 2014 年开始加强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全
市农村新建黑色路面 4300 公里；取
缔院外旱厕，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到 90％以上；农村 24 小时供水
覆盖率达到 100％；引导具备实力
的燃气企业在农村推进燃气工程，
确保燃气管网覆盖率达到 100％。

“如今，不少城里人想来咱村里
住，没想到咱农民也会过上让城里
人羡慕的生活！”大堡子村村支书罗
迪骄傲地说，未来，村里还要打造现
代农村拍摄基地和网红培育基地。

“让乡村美起来，让乡亲们富起
来，是盘锦城市转型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未来，乡亲们
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盘锦市委书记
付忠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