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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本报记者陈妍凌

9天之内，湖南省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先后 3次向督察组报
送数据，从30公里陡增到107.5公里，任务完成情况也由“未完成”摇身
变成“超额完成”。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掌握有
关证据后，发出第 1 号同时也是此次进驻期间唯一一张督办单，要
求湖南省迅速组织调查核实。

一天之后，真相浮出水面：实际仅完成 9.86 公里，任务完成率
仅为 11.9%。

5 月 17 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典型案例，直指株洲市污水
管网改造滞后，雨污混流水直排湘江。

被叮嘱“务必慎之又慎”后，仍报送失真数据
按照规划，株洲市主城区“十三五”期间应完成 83 公里老旧污

水管网改造。4 月 13 日，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湖南省住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报 送 数 据 称 ，主 城 区 完 成 老 旧 污 水 管 网 改 造 30
公里。

然而，仅仅一周之后，株洲市住建局就改了口。4 月 21 日，株
洲市住建局向督察组递交更新材料，称上次“数据统计不全”，城区
实际完成老旧污水管网改造 107.5公里。

这一数据，相当于第一次报送数据的 3.58 倍。更为关键的是，
其任务完成情况一举变成了“超额完成”。

这个显著差异引起督察人员警觉。4 月 22 日，督察组请株洲
市住建局两位负责同志做了问询笔录，并要求核实有关统计口径后
再次报送真实数据，反复叮嘱“务必要慎之又慎”。

当天下午，株洲市住建局第三次报送数据，仍坚称完成了
107.5 公里改造。督察组当即决定，调阅所涉项目的立项批复、竣
工验收资料。

督察组初步核查发现，报送的老旧污水管网，实际多为新建管网、
雨污合流制改造管网。随即，督察组发出1号督办单，要求湖南省迅速
组织调查核实。

一天之后，真相出炉。
经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实，有 29 公里实际为新建污水

管网，63.75 公里实际为雨污合流制管网，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实际
仅完成 9.86公里。

督察通报指出，株洲市 3 次报送数据，均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
出入，工作不严不实，存在“闯关”思想。

答不上来，主管部门对基本信息底数不清
督察组下沉进驻株洲后仅半小时，即对株洲市住建局进行

走访。
然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株洲市住建局竟然对污水管网未覆

盖区域、面积、人口，雨污合流制管网长度、分布等底数不清。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这要统计一下”等回答，频频

出现。对有关汇报材料，株洲市住建局领导表示，除了技术支撑单
位的同志，全局没人能够汇报清楚。

当督察人员问及管网错接、混接、缺陷等基础信息时，得到的
回答是：“只能说存在，但是具体在哪里、哪一条、涉及多长的管网、
多大的收集范围，现在还回答不出来。”

株洲市住建局有关领导表示，要等今年 9 月管网排查全部完
成之后，才能够准确回答。

但根据《湖南省县以上城市污水治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工作
方案（2019-2021 年）》，各市（州）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就应当完
成城市建成区污水收集系统的排查。

根据初步排查结果，株洲市排水管网雨污混接、破损量大面
广，其中变形、破裂等缺陷平均每公里达 16.7处。

更令人担忧的是，天元区大部分区域为新建城区，管网变形、
破裂等缺陷比例甚至更高，平均每公里达 18.5处。

美的蓝溪谷为新建小区，接入雨水管的 18 条排水管中，10条
有生活污水混入，化学需氧量浓度最高达1023毫克/升。

一边吃着湘江水，一边脏了湘江水
处理城镇污水，基础在于管网。株洲市污水管网改造工作

滞后，导致雨污水混流，排入城市内河。

◆本报见习记者李欣

在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
报的典型案例中提到，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有
限公司除焦炉烟气偷排漏排外，新建的脱硫脱
硝设施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2018 年 10 月，已完成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超
低排放改造的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有限公司，
被作为超低排放改造的“标杆”在太谷区人民政
府网站上公示。

然而，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焦炉烟气环保
设施，本应是可有效降低污染排放的处理设施，为
何却被当作“摆设”，长期“帮助”企业违法排污？

应急旁路烟道竟成偷排“暗道”
4 月 8 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

驻第二天，即对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有限公司
进行了突击检查。“晋中市焦化企业问题比较突
出，这家企业在第一轮督察中被要求整改，这次
我们想看看情况如何。”督察组未提前与地方和
企业打招呼，直奔生产现场。

督察人员首先登上了厂区的一处制高点，“站
在这里，可以看清企业整体的生产工艺和污染处理
设施，便于发现异常情况。”督察人员对记者说。

果然，一个烟囱引起了督察人员的注意。
“从烟道走向来看，这个烟囱应该是旁路，在应
急情况或有事故时，向生态环境部门请示报告是
可以临时外排使用，而在正常情况下不应排放烟
气，但现在明显能看见有发黄的烟气排出。”发现异
常后，督察人员迅速开车抵达旁路烟囱。

督察人员发现，通往污染处理设施的正常
烟道被关闭，此时阀门上电子表的开启度显示
为 0，而通往旁路的阀门则是开启状态。

“为何开合度显示是 0？”督察人员问企业负
责人。

“电子表坏了，烟道是开启的，只不过显示
是 0。”企业负责人支支吾吾地说。

为了不打草惊蛇，督察人员迅速拍照取证
后，又去查看其他地方。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 分钟后，督察人员
再次返回原地时，之前打开的旁路阀门已被悄
悄关闭，通往污染处理设施的正常烟道却被打
开，且电子表的开启度恢复到正常的 65%。

企业公然掩盖偷排事实，堂而皇之地搞起
“小动作”，被督察组当场抓了现行。

同时，督察组还发现，旁路还存在“跑冒”情
况，即使旁路阀门全部关闭，但由于平时旁路挡
板密闭不严，仍有约超过 10%的焦炉烟气未经处
理经由旁路烟道漏排。

脱硫副产物硫铵不足正常运行
产生量的百分之一

虽然督察人员现场发现企业旁路烟道的在

线 监 测 数 据 有 造 假 嫌 疑 ，但 还 没 有 确 凿 的 证
据。为了让企业心服口服，督察人员现场立即
联系了山西省晋中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组
织开展现场人工监测。

在等待监测人员赶到现场的期间，督察人
员不敢离开现场半步，即使天上零零散散落着
雨点，在企业“热情”劝说下，督察人员仍没有到
办公室休息。“必须一直守着现场，防止企业再
做手脚，将仪器设备恢复正常。”督察人员说。

与此同时，督察组又查看了焦炉烟气脱硫
脱硝设施，结果发现，建成的焦炉烟气脱硫脱硝
设施上蒙着厚厚一层灰土，“显然是长期未正常
使用。”督察人员说。

企业采用的是氨法脱硫，在脱硫后会产生
副产物硫铵。督察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
家企业 2020 年焦炭年产量为 47.9 万吨，以此计
算就应该产生 1000 吨左右的硫铵。然而，企业
2020 年硫铵生产记录台账上显示，去年只产生
了 10 吨左右的硫铵，不足正常运行产生量的百
分之一。

“这也是另一个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使用
的证据。”督察人员说。

随后，督察组将负责企业在线监测运维第
三方公司山西世纪天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叫到现场，打开旁路烟道在线监测站房
的门，查看在线监测数据。系统显示，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浓度长期稳定在 0 至几毫克/立方
米。“打开旁路偷排，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浓度
不可能这么低。”督察组人员说。

就在此时，第三方监测人员仍在辩解其监
测的数据没有问题。

但真相不会“骗人”。当环境监测中心的工
作人员爬到十几米高的采样平台上，安装完设
备、调试好仪器后，仪器显示，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为 143 毫克/立方米和 86 毫
克/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浓度超标 3 倍多。因
此，督察组认定，数据严重失真，存在造假行为。

超低排放设施竟被当作治污“摆设”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7 年以来，山西太谷恒

达煤气化公司被行政处罚 19 次，其中涉及违反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处罚占到了 2/3，包括超标
排放、超总量排污、扬尘管控不到位等问题，被太谷
区生态环境局多次罚款，多次要求限期整改。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
改方案要求，2019 年底前晋中等 9 个地市全面整
治焦化行业无组织排放、超标废水熄焦问题，督
促焦化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稳定
达到焦化行业环保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山西太
谷恒达煤气化公司正是在这时完成的超低排放
改造。

然而，超低排放改造后，山西太谷恒达煤气
化公司又因 9 次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被行政

处罚。
为何完成了超低排放改造，企业却将其当

作治污的“摆设”？督察组道出了其中的玄机。
原来，按现有的焦炭生产能力，若要达到污

染物完全治理，企业需要投资至少 8000 万元。
然而，据公开数据显示，2018 年，山西太谷恒达
煤气化有限公司只投资了 4000 万元，实施焦炉
烟气脱硫脱硝设施建设，包括对焦炉烟气脱硫、
脱硝超低排放改造以及余热锅炉项目进行改造
治理。

也就是说，脱硫脱硝设施处理能力严重不
足，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因此，恒达公司
长期将约一半的焦炉烟气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
况下，通过私开焦炉旁路挡板的方式从原有烟
道排放，而将另一半烟气通过正常烟道排放，以
正常生产排污的假象来掩盖违法偷排的事实。

是谁“放纵”了企业的违法行为？
现场督察结束后，督察组立即将此案件交

办给太谷区人民政府。4 月 10 日，太谷区人民
政府报送的处置情况报告中提到，已控制问询
相关人员 9 名，对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有限公司
处以 100 万元罚款，并对企业在线监测站房、旁
路挡板阀门井予以查封。

然而 14 天后，督察组再次暗查回访时发现，
除罚款落实到位外，当地有关部门对数据造假
行为无任何调查定性结论，在线监测站房的封
条已被撕掉，计划关停的焦炉仍处于装煤焖炉
状态。

“太谷区存在等待观望思想。直到 5 月 1
日，才依法对恒达煤气化公司 4.3 米焦炉 30 万吨
产能关停到位，对剩余 30 万吨实施了限产。”督
察组认为，太谷区对企业日常监管不力，监督检
查不到位，落实督察整改工作表态调门高、行动
落实少，整改态度不坚决。

此外，第三方监测公司也负有直接责任。
“现场检查时就已经发现企业的造假手法，

也就是人为干扰在线监测设备采样系统正常工
作，导致无法正常采集气态污染物。在线数据
造假涉嫌违反《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
定，因此督察组第一时间要求当地安排公安部
门介入调查。这本是一起简单的移交移送案
件，时间上无缝衔接，案情也并不复杂，但过去
两个星期了，有关数据造假调查还无法定性，真
令人匪夷所思。”督察人员说。

同时，第三方监测公司在日常运维中将数
据准确的烟温监测设备作为故障填报，认为是
数据失真，也属于指鹿为马。

这次通报后，会不会又只是罚款了之？超
低排放设施能否真正发挥其作用？地方政府及
有关部门、企业、第三方监测公司又如何肩负起
各自应有的责任，督察组将继续关注后续整改
进展。

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本报记者陈媛媛

炼钢剩下的废钢渣在一些人眼里是“香饽
饽”。废钢渣出炉后没等晾凉，就被非法加工企
业运走，先用球磨机磨制，再用磁铁吸附其中废
铁渣牟利。由此带来大量扬尘、噪声污染，让周
边群众深恶痛绝。

近日，11 家非法废钢渣加工企业让辽宁省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沈抚新区 ）“名
声大噪”，原因是废钢渣加工导致区域污染严
重，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批评。

打而不绝，废钢渣非法加工成
当地重要污染源

“粉尘弥漫，异味、噪声污染严重”，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辽宁后，信访举报
电话和邮政信箱收到 6 件重复举报，投诉沈抚新
区李石街道废钢渣加工企业污染环境。

督察组调查后发现，李石街道现有 12 家废
钢渣加工企业，共堆存废钢渣约 15 万吨，除鑫江
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有正规手续外，其余 11 家
均为“散乱污”企业。

据群众反映，李石开发区 IT BT 创新大厦
对面的三宝松圣钢渣加工企业非法生产。

执法人员经过调查后发现，这家加工企业
业主是东阳机械有限公司法人王某。早年间，
东阳机械有限公司在抚顺市顺城区前甸乡大柳
村厂区内堆放抚顺特钢厂的废钢渣，无盖，扬尘
污染严重，影响周边企业生产、居民生活和周边
农作物的生长，并污染大柳河。被当地生态环
境部门查处后，2020 年，东阳机械有限公司将废
钢渣运至李石开发区（现李石街道）田屯变电所
后面加工。

因田屯排渣地无任何经营运输和环保手
续，开发区生态环境局对田屯排渣场进行了行
政处罚，责令其停产。但 3 天后，该渣场又恢复
排渣。为逃避监管，王某将废钢渣二次转移至
IT BT 创新大厦对面。

3 月 8 日，沈抚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对该堆存点现场检查时发现，现场有运

输废钢渣车辆进出，磁选设备正常工作。
4 月 13 日，执法人员对该堆放点实施断电

措施，采取防尘网苫盖，结合喷洒扬尘抑制剂等
措施，严格控制扬尘污染。

4 月 28 日，记者随督察组现场核查时看到，
该堆放点未履行环评审批手续，露天生产，物料
乱堆乱放，生产设备简陋，属于典型的“散乱污”
企业。

督察组调阅督察信访问题整改台账时发
现，该区域废钢渣加工属于“跨轮”污染环境问
题。材料显示，2017 年 5 月 11 日，收到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转办的信访举报材料后，经原抚顺
市环境保护局经济开发区分局调查，铁粉尘来
自抚顺新城李石经济区三屯朝鲜族村废钢渣选
料场。该场地无证、无照、无环保手续，现场堆
积废钢渣约 2000 吨。原抚顺市环境保护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责令其停产，并于 2018 年底销号。

督察组结合相关情况认定，该渣场持续运
营至今，同类型的废钢渣加工企业已由三五家
增加至十多家，堆渣量也从过去的 2000 多吨增
加至现在的 15万吨左右。

管理权交接，污染严重区域成
监管“空白”地带

沈抚新区位于沈阳、抚顺两市交界处，管辖
面积约 278 平方公里。2018 年 9 月 13 日，沈抚新
区建设方案获国务院批复。2020 年 4 月 28 日，
中央编办批复同意设立中共辽宁省沈抚改革创
新示范区工作委员会。2020 年 5 月，李石经济区
更名为李石街道，行政管理权由原来的抚顺市
转至沈抚新区管委会。

督察发现，行政管理权交接期，原抚顺市经
济开发区和沈抚新区相关部门存在着环境监管
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

《辽宁省“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
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应在 2020 年 1 月排查确定

“散乱污”企业清单，2020 年 2 月制订详细整治方
案，并于 2020 年 11 月底前完成“散乱污”整治工
作任务。由于处于行政管理权交接阶段，原抚
顺经济开发区未将李石街道废钢渣加工企业纳

入排查整治名单，也未开展整治。2020 年 9 月，
辽宁省召开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再
次要求各级政府做好“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
但此时已负有监管职责的沈抚新区也同样未将
废钢渣加工企业纳入“散乱污”企业整治。

2020 年 10 月，辽宁省生态环境部门再次向
沈抚新区交办了当地群众举报钢渣堆场扬尘污
染问题。对于应立即依法予以关闭的“散乱污”
企业，沈抚新区用了近 5 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
直至 2021 年 3 月才下发文件，仅对三宝松圣钢
渣回收加工厂等 3 家企业责令关闭，对其余 8 家
企业未进行处理，也未提出整改要求。

中央督察措辞越来越严厉，点
名越来越具体

在本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督察组
曝光了一批采选企业乱堆乱弃废渣，压占耕地
林地，侵占自然保护区，污染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的典型案例。

督察人员现场核实时，基层生态环境执法
人员多次强调，他们为寻找非法加工业主做了
大量工作，并称沈抚新区点多面广，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压力大，人手不足，仅为做好秸秆禁烧工
作，每天都要巡查至 22：00才能下班。

督察人员认为，“散乱污”企业的整治不能
只依靠生态环境部门，应该是政府牵头，市场监
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城市综合执法等部门
共同发力才能推动问题解决。

“原抚顺经济开发区对群众举报的区域性
粉尘、异味扰民问题没有开展全面调查处理，敷
衍整改、选择性执法、虚假销号，导致违法企业
长期生产，污染严重。沈抚新区成立后，沈抚新
区管委会监管缺位，对存在的‘散乱污’企业集
群污染问题听之任之、整治不力。”督察组给出
这样的原因分析。

从严厉的措辞不难看出，本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通报点名越来越具体，查找问题越
来越实。因此，不走过场，力求实效，不仅是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目标，也应该是地
方政府部门的主攻目标。

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11家非法废钢渣加工点导致区域污染严重

辽宁省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为何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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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脱硝设施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超低排放改造“标杆”长期偷排漏排

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公司将排污设施当“摆设”

为此，在部分内河点位，株洲市不得不开
展末端节流，利用污水提升泵站，将河道污水
抽至污水处理厂。然而，治标不治本，雨量稍
微大一些，就会出现溢流。

例如花南泵站，处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虽建有污水提升泵站，但仅能做到降
雨 量 在 8 毫 米 以 下 时 不 排 污 。 2019 年 至
2020 年，经此泵站排入湘江的雨污混流水高
达 870 万立方米。这一数量，相当于 4603 个
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又如西山岭泵站，本是用于防汛排涝的，但
督察发现，大量雨污混流水汇集于此。附近居民
反映，下雨时，不仅污水溢流淹了庄稼，“臭水都
进我屋了。”

据调查，2019 年以来，西山岭泵站两台机
组分别累计开机排水 195 小时、143 小时，雨污
混流水直排湘江。

督察组发现，在株洲，湘江沿岸多个排渍
泵站均有生活污水混入，普遍存在排渍又排污
问题。

沿江一些排水口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生活
污水混入问题。株洲市住建局有关负责同志坦
言，汇入湘江的港渠中，大多数都存在类似情况。

湘江纵穿株洲市，一路向北，汇入长江，滋
养着 408 万株洲人的同时，也不得不接纳这座
城市直排的生活污水。

记者注意到，事实上，对于治理城市黑臭
水体，株洲市是下了较大功夫的，出台过攻坚
实 施 方 案 、整 治 工 作 实 施 计 划 ，也 开 展 了

“ 百 日 攻 坚 ”行 动 等 。 仅 去 年 4 月 开 工 的 株
洲市中心城区污水系统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项目总投资就达 19.3 亿元，侧面反映出这座城
市治污的决心。

不过，株洲市住建局也向督察组坦言，虽
然把黑臭水体整治当作重中之重，却没有认识
到老旧污水管网改造也是黑臭水体整治的重要
组成部分，存在“头痛医头”的情况。

督察通报明确指出，株洲市对长江大保
护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花南泵站调节池有大量生活污水混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