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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云南省尾矿库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明确将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依法
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污染
环境的尾矿库，坚决遏制非不可
抗力因素导致的尾矿库溃坝事故
和环境污染事件。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2 年
底全省尾矿库数量原则上控制在
400 座以内；尾矿库数量原则上只
减不增，不再产生新的“头顶库”；
健全完善尾矿库安全和环境监督
管理体制，消除尾矿库重大隐患；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全面
落实安全风险管控责任，建立监测
预警机制，完善尾矿库档案信息。

《实施方案》从严格控制尾矿
库数量，加快尾矿库闭库销号；逐

库甄别，确定“两个清单”；开展整
治，及时消除安全环保隐患；全面
加强尾矿库安全风险管控；严格
尾矿库准入条件审查；推进“双重
预防机制”和信息化建设；强化尾
矿库环保日常监管等 7 个方面，
明确了尾矿库专项整治工作的重
点任务，同时明确了每一项任务
的具体分工和完成时限。

在全面加强尾矿库安全风险
管控方面，严格落实地方领导干
部尾矿库安全包保责任制、尾矿
库“库长”制。将“头顶库”作为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对象，具
备 搬 迁 下 游 居 民 条 件 的“ 头 顶
库”，于 2021 年底前全面完成搬
迁；不具备搬迁下游居民条件的

“头顶库”，要组织对前期综合治
理效果进行评估，原则上 2021 年
底前完成针对性治理。

◆何爽 徐亮蔡建宁

重庆两江新区的东南部，由长江江
岸、铜锣山、明月山、统景和麻柳沱两镇
围成的狭长槽谷内，一片规划总面积约
178 平方公里的地区正逐步成为引领产
业聚集动力的引擎，这就是龙盛片区。
两江新区充分发挥规划局环评的作用，
努力推动龙盛片区优化布局、加快产业
体系升级、持续提升环境质量。

充分发挥规划环评作用

两江新区结合规划环评要求，出台
《两江新区强化工作措施解决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实施意见》，明确规定“集中居
住区 500 米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 VOCs
排放量大于 20 吨/年的企业”，并明确了
招商、规划等部门作为责任主体。

2020 年，两江新区拟重点引入国内
某知名汽车企业项目，其涂装车间拟选
址距现有居住区约 400 米，不符合规定。
最终，两江新区通过调整地块选址并优化
项目平面布局，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

该企业环保部门负责人表示：“两江
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在项目招商、建设前
期及时与我们沟通，在法规要求方面给
予支持和指导，有效帮助企业化解后续
邻避矛盾，避免再调整的风险。”

规划环评的倒逼作用，已在新区开
发建设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目前，
两江新区已形成生态环境部门提前介入
服务、固定参加决策会议的工作机制，探
索出了两江模式。

提升产业结构，引导园区
发展不断升级

目前，龙盛片区已形成西部最大的
乘用车生产基地，集航空制造、培训、运
营为一体的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并逐步
培育壮大集成电路及关键元器件产业
集群。

在这一过程中，规划环评对优化产
业结构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2010
年以来，通过加密开展 4 次规划环评工
作，片区对各相关产业的发展规模、产业
布局、环境保护要求等不断细化补充或
升级调整。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园区充分发
挥环境容量较大的优势，引导全球领先
的半导体产业制造商奥特斯科技先后投
资 100 余亿元，建设高端半导体封装载
板和高密度互连印刷电路板项目落户，
并通过科学论证，解决其复杂的废水排放问题。

此外，园区对汽车制造业，不断提升涂装、电镀工段绿色生产
水平，强化分质分类治理，降低污染排放强度，禁止引入生产线投
资低于 3000 万元的电镀生产工段，在实现年产汽车 160 万辆的规
模下，VOCs排放总量控制在 320 吨以内，实现了电镀工艺由“小散
乱强制集中治理”向“高效分类精准治理”的转变，实现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共赢。

强化准入约束，推进园区落实科学发展

两江新区对符合主导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规划环评在控制
发展规模的前提下，积极支持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助推协同、绿色
发展；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则通过规划环评严格限制准入。

招商部门严格按照环境准入要求审核筛选项目落地可行性，
通过制定高起点政策，每年都有大量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被拒绝
入驻。某投资达百亿元的美式高速赛车综合体项目，也由于不符合地
块准入条件、噪声影响突出等问题，2020 年被环保“一票否决”。

两江新区以全市 1.5%的土地贡献了 15%的 GDP，同时，新区
水、大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仅占全市的 1%-2%，园区内御临
河水质国控断面常年满足Ⅱ类优质水体，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上取得“双赢”。

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人表示：“重庆市委、市政府要求
两江新区努力成为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和高品质生活示范区，我们
将始终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用好规划环评制
度方法，持续推动两江新区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本报记者杨涛利 通讯员陈
蔷薇乌鲁木齐报道 记者近日从
国家电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获
悉，截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 18 时，
疆电外送电量达 1000.1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40%。

疆电外送规模的不断扩大，
拉动了清洁能源装机的快速增
长。据了解，2020 年疆电外送电
量中，新能源电量约 270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11%，约占全区新能
源消纳电量的 50%。这相当于减
少燃烧 864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 2332 万吨、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 13.6万吨。
电力外送通道的打通，也助

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据统计，疆电
外送实施前的 2010 年 ，全 疆 电
网 电 源 装 机 1405 万 千 瓦 ；10 年
后，已达 9208 万千瓦，成为拉动
新 疆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主要动力
之一。2020 年 7 月，“±1100 千伏
准东—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输送功率由 600 万千瓦提升
至 800 万千瓦，成为全国目前在
运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中输电功率
最大的工程。

新疆去年外送电量首破千亿千瓦时
新能源电量约 27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

云南强化尾矿库专项整治
2022 年底全省尾矿库数量控制在 400座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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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关于2020年12月28日-2020年12月31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序号

1

文件名称

关于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厂 1、2 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阶
段）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0〕151号

发文时间

2020 年 12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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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8 日 -2020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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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4 日 -2021 年 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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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5646093、65646067
传 真：010-6564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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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锋 蓝皓璟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耳目”和“哨
兵”，环境监察执法是发现和惩治环境违法
犯罪的“铁拳”。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在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执法能力过程
中，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等方面的短板，不断向科技化、信息化要战
斗力，增添了许多科技新“法宝”，让“耳目”
更聪明、“哨兵”更灵敏、“铁拳”更有力。

“耳目”更聪明

近日，记者在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综合
大楼 5 楼一隅看到，被称为“超级站”的大
气复合污染自动监测站正在有条不紊地工
作。“超级站”的外表并不起眼，可机房里的
设备和监测手段，却已走在全国前列。而
在广西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楼顶天台上的
大气复合污染自动监测站，同样为环保专
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监测参数。这两个“超
级站”共同构成了广西大气污染防治的“双
子星”。

目前，这两个“超级站”除了能监测空
气质量新标准 PM2.5等多项污染物外，还具
有大气颗粒物(气溶胶)理化特性和灰霾天
气分析等功能，可定量评价广西空气质量
状况并作出预警预报，评估区域大气污染
综合防治成效，为相关科研工作和“蓝天保
卫战”的一线环保卫士，提供更多的“智慧”
对策和科技手段。

广西还基本建成了天空卫星遥感监
测、地面铁塔实时视频监控、网格员分片包
干巡查的秸秆禁烧“天地人”综合立体监控

网，并运用无人机自主巡航系统在来宾等
市开展重点管控，监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目前，全区已建成秸秆视频在线监控
点位 608 个，监控覆盖面积 7636 平方公里，
形成对秸秆焚烧的有效监控。同时，在冬
春季秸秆禁烧管控期间，广西首创了“秸秆
焚烧预报指数”，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计
算的模型，科学指导各地开展限烧区有组
织焚烧管理，变被动“救火”为主动合理焚
烧处理，满足农业生产和环境质量要求。

在科技信息化的助力下，广西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2020 年 1-11 月，全区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同比大幅改善。其中，优
良天数比率为 98.3%，同比上升 3.2 个百分
点；PM2.5浓度为 2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6.7%，两项指标均创下全区有监测数据以
来同期最好纪录，实现全区 14 个市全面达
标，圆满完成“十三五”各项目标任务。

“哨兵”更灵敏

2020 年 12 月 9 日，广西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站牵头钦州、北海、防城港 3 市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联合钦州海事局在钦州港钦
州海事局码头、东油沥青码头，举行 2020
年广西北部湾海上搜救消防溢油应急处置
和环境应急监测联合演练。

此次演练投入新型的高科技装备应用
于应急调查和监测工作。使用无人机协助
开展事故调查、摄影录像，高效客观反映事
态发展状况；使用无人船开展海水样品采
集和现场测定，有效提高了监测数据及时
性，为应急指挥部研判事故污染状况、及时
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悉，“十三五”期间，全区生态环境监
测能力建设及运行共投入 12.06 亿元，全区
生态环境监测设备已达 9384 台（套），生态
环境监测现场分析、实验室分析检测、污染
源监测、自动监测、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
测、监测信息管理传输等能力均得到大幅
提升。

同时，通过重点支持环境质量监测等
项目，全区各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基础设
施逐步改善。目前，14 个自治区驻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的无机分析和重金属监测等
装备基本配齐，大部分驻市监测中心形成
了有机污染物基础分析能力；省级环境监
测中心及 14 个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基本具
备空气和废气、水和废水、土壤和固体废
物、噪声等要素监测能力；广西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站和钦州、北海、防城港等驻市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基本具备海水相关项目分析
能力。

广西生态遥感监测能力也大幅提升。
“十三五”期间，广西搭建卫星遥感应用中
心 ，建 立 自 然 保 护 区“空 天 地 一 体 化 ”监
测 监 管 系 统 ，开 发 生 态 野 外 核 查 系 统 ，
探 索 无 人 机 在 生 态 野 外 核 查 的 运 用 ，实
现 了 遥 感 监 测 、核 查 验 证 以 及 生 态 保 护
督查督办联动机制。生态遥感监测覆盖
自 治 区—市—县三级，实现了以县域、市
域为单元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有效服务
生态文明建设。

“铁拳”更有力

2020 年 12 月 1 日，广西污染源自动监
控技术帮扶暨移动执法大比武在南宁市举

行，来自全区 14 个设区市 70 余名环境监管
执法人员参加。本次比武是全区环境监管
执法机构改革后首次举办的综合性技能
竞赛。

本次比武实现了“三个首次”。首次采
取从地市所辖环境监管执法队伍人员库随
机抽选参赛队员方式，增加比武难度、扩
大 比 武 覆 盖 范 围 ，综 合 反 映 各 市 执 法 队
伍 能 力 水 平 ；首 次 增 设 无 人 机 专 项 技 能
比 武 ，细 分 设 备 安 装、起 降 控 制、固 定 目
标 查 找 、多 元 应 用 等 考 点 ，指 向 性 考 核

“ 六 稳 ”“ 六 保 ”要 求 下 各 市 执 法 队 伍 非
现 场 监 管 手 段 日 常 运 用 能 力 ；首 次 组 织

“固 定 机 位、无 人 机 航 拍 机 位 ”在 企 业 比
武现场直播，微信点击直播链接即可全网
观看比武现场实况、互动讨论比武内容，在
全区环境执法系统形成全员参与、全员学
习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广西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
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全面覆盖，走在全
国前列。通过这一系统，可直观地看到各
个区域执法人员的分布情况、轨迹频率、现
场执法密度，实时、立体地掌握全区范围内
的执法动态。2020 年以来，全区共出动环
境执法人员 34370 人（次），严查偷排、超标
排 污 等 恶 意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检 查 企 业
14800 家（次），立 案 查 处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1712 件，处罚金额 9579.6万元。

同时，广西环境监察执法部门还着眼
服务经济发展，依托数据库资源，制定实施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充分运用无人机巡查、
在线监控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检查，帮
助企业合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

空天地一体化 新技术显神威

广西环境监管迈向科技化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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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削减散煤，定州市在实
施“双替代”以外，因地制宜地推
进了农村集中供热改造和地源热
改造，实现清洁取暖 7.56 万户。
对于难改造的地方，市长张涛亲
赴山西调研，购置清洁煤，进行散
煤置换。

在工业企业治污减排上，定
州市对 785 家涉气企业进行了逐
一摸排，按照“一厂一策”实施减
排措施，对铸造、防水卷材、塑料

制造等 5 个重点行业 186 家
企业实施了绩效评级，对全
市 875 家企业安装了分表计
电设施进行监管。

转型升级，定州动了真
格。当前，定州规划了120平
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构建

“一区多园”产业空间体系，实
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汽车及零
部件、资源循环利用等九大主
导产业集群推进计划。在承
接京津和雄安新区的产业转
移方面，严把环境关。

2019-2020 年 秋 冬 季 ，定 州
市空气质量改善率在“2＋26”个
城市及定州、辛集、济源市共计
31 个城市中排名第二，定州市在
大气污染防治上打出了一场漂亮
的翻身仗。

如今，记者前来定州时，连续
多日的蓝天白云映衬着巍峨壮丽
的开元寺塔。曹申平说，开元寺
塔是定州的标志，也是定州的空
气质量瞭望塔。穹然绝顶，疑身
碧虚，这是定州数百环保人共同
守卫的蓝天故事。

北京市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在全区 24 个乡镇街道共设置 24 个标准监测站和 550 个微观监测站，24 小时不
间断对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控，当某个点位的探头数据明显高出周边其他探头数据时，平台将自动推送报警
信息，提醒工作人员巡查周边环境，充分发挥了“岗哨”作用。2020 年，房山区 PM2.5平均浓度为 36 微克/立方
米，蓝天白云成为百姓的生活常态。 本报记者邓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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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区域：1 月上半月，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中，1-4
日，辽宁中西部为良至轻度污染；4-5 日和 8-15 日，黑龙江西南部
为良至轻度污染。

华南区域：1 月上半月，区域南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中北
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其中，2-4 日，珠三角和广西局地可能出
现 PM2.5 轻度污染过程；10-14 日，湖北中东部和湖南中北部可能
出现 PM2.5中度污染过程。

西南区域：1 月上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其
中，1-6 日、8-9 日和 13-15 日，四川盆地东部、成都平原及四川南
部局地可能出现 PM2.5轻度污染过程。

西北区域：1 月上半月，区域大部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
主。其中，1-4 日、8-9 日和 12 日，陕西中南部局地可能出现短时
PM2.5中度污染；8-15 日，新疆天山北坡城市可能出现 PM10中度及
以上污染过程。

定州抽丝剥茧打赢治气“翻身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