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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察典型案例追踪

当初生态移民搬走两万人，而今准保护区内却可能凭空增加10万人

眉山黑龙滩水源地被房地产项目大量挤占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素质教育活动中心共开设户外拓展、四季农
耕、自救自护、生态环保等八大类共 56 门课程，来自全区的中小学生近
日在这里参加各类实践课程，在运动中锻炼，在劳动中成长，在实践中
提升综合素质。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王玮

9 月 17 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曝
光了四川省眉山市违法开发房地产，黑龙
滩 水 源 地 生 态 环 境 遭 到 破 坏 的 典 型 案
例。这也是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四川以来曝光的第二起典型案例。

发展的冲动

“中国最佳岛居生活胜地，天府新区
南大门，川西第一海，成都后花园，国家
4A 旅游景区，180 平方公里净土，24 平方
公里湖泊，72 座岛屿。1 个黑龙滩=35 个
兴隆湖。”

一则房地产开发商的宣传广告，道尽
了黑龙滩水库周边房子拥有的稀缺的生
态价值。要知道，兴隆湖可是成都网红打
卡圣地，总规划面积 5360 亩、水域面积达
4500 多亩，是天府新区内规划建设的“生
态之肾”。

天府向南、眉山向东。东坡故里眉山
是成都邻近的地级市，也是成都南拓主脉
天府新区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滩
水库就位于眉山市仁寿县，水域面积达
23.6 平方公里，总库容达 3.6 亿立方米，是
眉山市区、仁寿县、乐山市井研县近 300
万群众的饮用水水源地，生态功能和地位
十分重要。这里不仅环境优美，且距离天
府新区仅 20 多分钟车程，却仅有其一半
的房价，开发的诱惑可想而知。

据督察人员介绍，早在进驻前，他们
就从铺天盖地的卖房宣传广告中注意到
了这里，也看到网上有很多声音在担忧密
密麻麻建了这么多房子，饮用水安全怎么
保障？综合各种消息后，督察组决定将这
里列为进驻后的重点关注对象。

8 月 30 日，记者跟随中央第五生态环
保督察组来此地督察调研，在现场看到了
大量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楼盘，颇具
规模，有些低层楼房已零星有人入住。

督察发现，2018 年 4 月以来，眉山市、
仁寿县违反《眉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在黑
龙滩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大肆开发房
地产项目，导致准保护区内居民集中居住
点大量增加。其中，长岛未来城、天府生
态城两个片区已审批房地产项目 20 个，
规划建设楼房 1097 栋（其中低层楼房 542
栋），总用地面积约 3222 亩，建筑面积约

332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两个片区已建成楼房 322

栋（全部为低层），占地约 546 亩，建筑面
积约 37 万平方米；在建楼房 775 栋（其中
低层楼房 220 栋），占地约 2676 亩，建筑面
积约 295 万平方米。大量低层楼房邻水
而建，严重挤占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空间。

督察人员在现场了解到，黑龙滩水库
北部及西北部区域有大量植被遭到毁坏，
原有林木已被成片楼房取代，水源涵养功
能基本丧失，影响了黑龙滩水库生态系统
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法律解释“放水”

2015 年 3 月施行的新《立法法》，首次
明确设区的市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
前提下，可以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
定地方性法规。

2017 年 10 月，眉山市人大常委会根
据《水污染防治法》《水法》《四川省饮用水
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并
通过了《条例》。当年 12 月，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会议批准了《条例》，并于 2018 年 4
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地表
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除遵
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市、区
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的规划控制，禁止在准保护区内新增居
民 集 中 居 住 点 ，控 制 场 镇 建 设 规 模 ”的
规定。

根据督察组提供的材料，在《条例》施
行前的 2018 年 1 月，眉山市黑龙滩风景区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黑龙滩管委会）在
成都组织召开《黑龙滩长岛未来城和天府
生态城片区环境保护方案可行性论证》专
家咨询会。

在这个会上，专家们建议，鉴于《条
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与黑龙滩镇城市总
体规划存在理解误区，为消除误解，应当
请眉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说明。

随后，黑龙滩管委会、仁寿县人民政
府先后向眉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去函，
申 请 对《条 例》第 二 十 三 条 的 含 义 进 行
答复。

2018 年 3 月，眉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在无法律解释权的情况下，向黑龙滩管
委会出具书面说明，违背立法本意，将条

例中“禁止在准保护区内新增居民集中居
住点”的规定，解释为“本款规定的立法原
意是禁止在准保护区内场镇规划区外的
农村地区新增居民集中居住点”。2020
年 4 月，其再次向仁寿县人民政府作出上
述法律解释。

耐人寻味的是，督察发现，2018 年 4
月以来，眉山市、仁寿县在黑龙滩饮用水
水 源 准 保 护 区 内 共 审 批 房 地 产 项 目 20
个，其中多数已开工。据估算，如果这些
项目全部实现入驻，准保护区内将凭空增
加 10万左右的人口。

《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禁
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
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督察人员说，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主
要功能是水源涵养、控制污染，虽然开发
建设房地产项目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对水
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但显然也不是
为了保护水源，而是挤占了生态空间、破
坏了水源涵养功能，与划定初衷完全背道
而驰。何况，之前当地为了保护水库生态
移民搬走了 2.1 万人，现在为了发展却要
引来 10 万人入驻，这么大的开发强度会
对黑龙滩水库保护产生什么影响？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

在谈到地方越权解释法律条款为审
批项目放水的问题时，督察组认为，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法律条文
不能随意扩大解释，保护优先、绿色发展
应当是生态环境领域立法的指导思想之
一，眉山市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既明显违
反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也不符合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要求。

成绩不能掩盖问题

在跟随督察组下沉眉山督察期间，记
者了解到，眉山市、仁寿县在发展过程中，
也注意到了黑龙滩水库的保护问题，并且
有实际行动。

据黑龙滩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眉山市、仁寿县累计投入资金 61.6
亿元，用于黑龙滩区域生态移民搬迁、污
水管廊建设、生态湿地建设、消落带治理、
规模养殖关闭、农家乐整治、西部片区初
期雨水收集隔离工程建设、取水口规范化
建设、优良湖泊保护、智慧环保工程等十
大工程，对黑龙滩进行系统治理。

督察组一行专门调研了黑龙滩 4 号
生态沟，为确保实现生产生活污水不下湖
的目标，黑龙滩镇实施了污水收集处理工
程和初期雨水收集工程。数据表明，黑龙
滩水库水质持续改善，目前已由年均Ⅲ类
改善为Ⅱ类，与 2009 年相比，主要污染物
氨氮下降 26.7%、化学需氧量下降 23.1%、
总磷下降 16.7%，高锰酸盐指数浓度下降
13.8%。

另据当地介绍，今年 7 月，眉山市主
动对标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要求，将位于
2007 版黑龙滩风景名胜区二级保护区内
的长岛二期、三期所有房屋予以拆除。拆
除 92 套低层住宅和 414 套高层住宅并复
绿，总共拆除建筑面积 58662.49平方米。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4 月，眉山市还
曾围绕“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群众意见反
映 强 烈 ”两 个 重 点 ，先 后 拆 除 建 筑 面 积
53415.36 平 方 米 ，收 回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319.97亩。决心不可谓不大。

虽然当地一直在向督察组介绍他们
这些年为保护黑龙滩水库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成绩并不能掩盖问题。

此番督察发现，2018 年以来，四川省
林业和草原局违规为有关房地产项目办
理林地使用手续，导致黑龙滩饮用水水源
准保护区 342.56 亩林地被侵占，其中防护
林达 63.45 亩。而《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
护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地表水饮用水水
源准保护区内，禁止非更新性、非抚育性
采伐和破坏饮用水水源涵养林、护岸林和
其他植被。

同时，由于监督管理不到位，2018 年
以来，黑龙滩流域内还发生了 88 件破坏
林地案件，涉及林地面积达 761.58 亩，其
中防护林达 56.80亩。

此外，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的
《四川省黑龙滩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总体实
施方案》，眉山市应于 2017 年年底前建成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 53 项。截至本批
督察时仍有 8 个项目未完成甚至未实施，
其中应建设的 4000 亩生态涵养林只完成
了 192亩，仅占 4.8%。

始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黑龙滩水
库，彻底改变了仁寿“十年九旱”的自然条
件，并有了“天干不见干，有了黑龙滩，昔
日望天田，今天米粮川”的赞誉。

“如今 50 年过去了，黑龙滩水库不能
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坏。”当地一位不愿
具名的环保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本报记者崔煜晨

近日，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再次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中国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黄金）多家下属
企业“上榜”。这些企业虽身处内蒙古草
原草甸、小兴安岭、陕西秦岭等重要生态
区域，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淡薄。

记者随督察组前往现场查看问题时
发现，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内蒙古矿业
长期违法侵占草原，位于秦岭北麓的陕西
潼关中金黄金矿业谎报废渣场治理进度，
位于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辽宁排
山楼黄金矿业公司生态修复企图蒙混过
关，上述企业普遍存在敷衍应付的想法。

“明星”企业能否瞒天过海？

内蒙古矿业乌山铜钼矿位于“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新巴尔虎右
旗，矿区距离呼伦湖仅 30 余公里。到这
里之前，记者曾听到多位中国黄金的员工
提到，乌山矿区环境优美，“环境治理得比
草原都漂亮”。

内蒙古矿业俨然成为中国黄金员工
心中生态环境保护的“明星”企业。记者
前往时也看到，通往乌山铜钼矿矿区的道
路两侧种满格桑花，一路上绿树、碧草与
鲜花交相辉映。办公楼大厅内沙盘上立
体呈现的乌山铜钼矿生产建设设施，宛如
草原上的一颗“明珠”。

然而，一切都是“看上去很美好”。当
督察组深入矿区后发现，巨大的露天采场
将草原挖开，正在开采的采场边坡还存在
两处明显滑坡，环境安全隐患突出。采坑
边通往排土场的道路，雨后泥泞不堪，两
侧堆满渣石。站在排土场上，远处蓝天白
云下是绿色的草原，与近处红褐色的裸
土、灰白的渣石，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公布
的典型案例中显示，内蒙古矿业守法意识
不强，违法侵占草原问题长期存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进行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

草原；确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必
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

记者了解到，内蒙古矿业 2018 年 5 月
因违法占用草原问题，被新巴尔虎右旗草
原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处罚，罚款 592 万
元。2018 年 10 月又因排土场违法占用草
原 48.3 公顷，未办理用地手续，被当地国
土资源部门行政处罚。

卫星遥感影像显示，2021 年企业仅
排土场、尾矿库及露天矿坑等占用草原面
积就较 2018 年增加约 156 公顷，目前累计
违法占用草原面积约 1634 公顷。现场督
察时，内蒙古矿业相关负责人多次强调，
已经向有关部门交了“草原植被恢复补偿
费”，以为获得了可继续开采的“通行证”。

“内蒙古矿业在未获得草原征占用审
批手续的情况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目
前每年已经超采矿许可证规定开采规模
的 12%以上，导致废石、尾矿排放量增多，
违法占用草原面积还在不断增大。”督察
人员介绍说。

记者在矿区尾矿库看到，现有一期尾
矿库容量已满，二期尾矿库将于两年内面
临满库，若按照现在的生产规模，企业计
划建设第三期尾矿库，又将占用 1000 多
公顷草原，对草原的破坏面积将更大。

此 外 ，公 司 提 供 的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5 月，东区尾矿库主坝下游两个点
位铁和氟化物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
准》。其中两个点位铁浓度均为 0.4mg/
L，较上游监测井数据升高 33.3%；氟化物
浓度分别为 1.05 mg/L 和 1.07 mg/L，较上
游监测井数据分别升高 34.3%和 36.8%。

秦岭北麓近40处废渣场
修复不力

东西绵延约 1600 公里的秦岭，是一
道巨大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习近平总书
记一直牵挂着的地方。

潼关中金黄金矿业位于秦岭北麓，这
里被俗称为“小秦岭”，自古产金。1985
年采金政策放开后，这里曾涌现出一批小

金矿。
2004 年 9 月，原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东桐峪金矿、原潼关县李家金矿、
原潼关县大峱峪金矿三家企业整合成为
潼关中金黄金矿业，长期的开采在秦岭一
般保护区内遗留下 37处废渣场。

在督察组前期调研期间，潼关中金黄
金矿业曾上报 37 处废渣场全部完成治
理，已经覆土植绿。督察组现场随机抽查
了几个废渣场，发现废渣均未清理，也未
开展生态修复。

更严重的是，海拔 1000 多米、生态更
加脆弱的东桐峪大西岔四坑废渣场，竟然
以“清运渣石为名”开挖石料加工生产。据
了解，潼关中金黄金矿业将这里的修复治理
任务层层转包给潼关兴业石渣厂，导致废渣
场面积比治理前还扩大了约20亩。

督察组驱车前往秦岭北麓一处废渣
场时看到，山谷被“开膛破肚”，渣石倾泻
而下，现场触目惊心，废渣满地、石头锋
利，人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越野
车司机都担心轮胎被划。

企业相关负责人当场表示立刻种草
修复。但督察组指出，这么大面积的生态
破坏，治理难度也大，一定要通过专业机
构评估后给出科学的治理方案，治理时间
和方法不能一拍脑子、随口制定。否则治
理了，也会存在滑坡、泥石流等巨大环境
安全隐患，特别是暴雨后泥沙俱下，将导
致白白治理。

“整改标杆”企图蒙混过关

辽宁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
我国一级生态敏感带上，是内蒙古高原到
辽 河 平 原 的 最 后 一 道 天 然 屏 障 。 2017
年，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辽宁开展
督察时，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曾因尾矿库和排岩场位于这一保护区
内被督察并要求整改。

本次督察时，排山楼公司向督察组提
供的资料中写道：在中国黄金集团的正确
指导下，排山楼公司不纠结“先建矿后有
保护区”，果断扛起生态治理的政治责任，

投资超过 2 亿元迅速进行整改，在市、县、
镇三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相关部门积极
协 调 下 ，历 经 两 年 时 间 全 部 完 成 整 改
任务。

现实果真如此吗？
记者在排山楼矿区看到，这里环境十

分优美，人工湖上黑天鹅游弋，到处挂着
诸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类的标语，
宣传栏中已经贴上此次督察进驻动员大
会上的最新要求。

而此次督察发现，排山楼公司对位于
海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矿坑生态
恢复治理工作敷衍应付，实际落实打折
扣，应付过关思想严重。无人机现场拍摄
视频显示，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
部分区域边坡和平台仍大面积裸露；原废
石堆场及原露天采矿北部边缘区域面积
约 50 亩左右，仅完成部分平台场地平整
工作。

“这些地方是按生态恢复治理方案恢
复植被的吗？”督察人员指着保护区内修
复区域现场询问排山楼公司相关负责人。

“撒了点草籽。”对方回答。
督察人员告诉记者，排山楼公司植被

恢复“搞变通”，以播撒草籽代替设计方案
中灌木、乔木等树种种植，实际栽种数量、
种类也均未达到公司的生态恢复治理方
案要求。

此外，紧邻自然保护区、占地约 30 亩
的原排土场已停用 16 年，却一直未开展
生态恢复治理，废石渣土大面积裸露。

为急于验收销号，在治理效果还未显
现的情况下，2019 年 7 月现场施工一结
束，企业就匆忙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环境
影响评估，申请验收销号。此次督察中，
打着“整改标杆”旗号的排山楼公司被督
察组抓了个正着，敷衍应付的问题也暴露
无遗。

督察人员认为，中国黄金相关生产企
业推动生态修复和问题整改仍心存侥幸、
等待观望，致使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长
期未能有效解决。这是公司生态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生态环境法律意识
淡薄的体现。

违法侵占草原，谎报治理进度，植被恢复搞变通

中国黄金多家下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淡薄

◆夏宁博

近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两组照
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一组是 2018 年
与 2020 年江苏江豚监测的对比情况，另一组
是 2017 年与 2021 年灌河口的卫星监测对比
照片。

在 两 张 江 豚 监 测 照 片 上 ，与 2018 年 相
比，2020 年江豚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而灌
河口 2021 年与 2017 年相比变化亦非常明显，
灌河口附近的海水颜色由褐红色恢复为自
然面貌。“如今，几近绝迹的四鳃鲈鱼、消失
10 年的伪虎鲸又出现在灌河口，这是环境变
好的生动写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
态处处长朱德明说，两组照片见证了江苏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力。

盐城湿地是迁徙水鸟重要的
“加油站”

受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不仅有
江豚、四鳃鲈鱼和伪虎鲸，还有丹顶鹤。

35 年前，中国首位驯鹤姑娘徐秀娟应邀
南下盐城，她和丹顶鹤的故事也随着歌曲

《一 个 真 实 的 故 事》的 传 唱 而 留 存 于 人 们
心间。

2017 年 5 月，科研人员在盐城国家级珍
禽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了野外自然孵化的
丹顶鹤，这一发现创下了丹顶鹤孵化的全球
最低纬度位置纪录。此后，每年科研人员在
野外发现丹顶鹤繁殖后，都会用无人机定期
对小鹤进行观察记录，并做好跟踪保护和研
究工作，为建立越冬地不迁徙野生丹顶鹤的
种群而不懈努力。

2021 年 4 月，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
区科研人员在运用无人机日常野外巡护时，
发现两个丹顶鹤繁殖巢，在巢穴附近发现了
两只成功孵化的小鹤。这也是珍禽保护区
连续 5年在核心区发现丹顶鹤繁殖成功。

“丹顶鹤保护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恢复
壮大其野外种群数量。”科研人员说，连续 5
年在盐城越冬地发现自然繁育并成活的丹
顶鹤，是扩大濒危候鸟野外种群研究方面的
重大突破。这些丹顶鹤在盐城越冬地野外
自然繁殖，除了它们自身不愿意飞走迁徙
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盐城环保工作做
得好，有适宜的气候，有充足的食物和安全
的生态。

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盐城是江苏生物
多样性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据盐城市
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张美兰介
绍，盐城在江苏最早成立了两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一个是珍禽自然保护区，一个是大丰麋鹿保护区，对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上，盐城陆域、海域
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6348.28 平方公里，占江苏国家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的 34.9%。

盐城沿海潮间带滩涂湿地，是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
大、生态保存最为完好的海岸型湿地。每到秋冬季节，盐城珍禽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漫天的盐蒿草为无边的滩涂铺上红色植被，一望无际的
芦苇丛成为迁徙水鸟的天堂。广袤滩涂每年都迎来 10 万至 20 万只越
冬候鸟，以及 300 多万只迁徙停歇的鸻鹬类候鸟，是迁徙水鸟至关重要
的“加油站”。

2019 年，在第 43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盐城黄海湿地被成功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江苏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
区的生态保护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每年有 400 只左右的野生丹顶鹤（占我国境内的 85%以上）在此越
冬，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既能让鸟类自由生活，又有提升
人们生活质量的可持续的沿海管理方案，盐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城市
榜样。”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首席政策官尼克拉·克罗克福德表示。

江苏目前共建设自然保护区31个

盐城是江苏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生动写照。“江苏自然生态
环境独特，有山有湖还有沿海，自然禀赋优良。”朱德明表示，江苏在全
国率先启动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共记录省内物种数 4588 种，记录到
珍稀濒危物种 165 种，其中东方白鹳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在江苏的分
布区进一步扩大，多地记录到金雕、苍鹰、豹猫等顶级掠食者，以及水
蕨、马口鱼种群、虎纹蛙等物种的出现，指示着江苏省生态环境正得到
有效恢复，食物链逐渐趋向于完整与稳定。

江苏严格生态空间管控，目前共建设自然保护区 31 个，保护面积
达江苏省总面积的 5.5%，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46.2%，庇护了省内近六成
物种，麋鹿、丹顶鹤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不断增长。

同时，江苏出台《关于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到 2025 年，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项规划与重点工程得到有效
落实，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超过 90%，种
质资源得到有效保存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得到提高，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普遍提高，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

为此，江苏将开展以长江江豚为重点的水生生物监测，在太湖、洪泽
湖、骆马湖、长荡湖等其他重要水体利用 eDNA技术同步开展重点水生物
种监测。实施一批重大工程，聚焦长江流域及旗舰物种、滨海滩涂湿地及
迁徙鸟类、露天矿山宕口、大运河文化带等，利用城市公共绿道、城区公园
及水体等公共开放空间，实施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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