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03
2021.09.28 星期二责编:宋杨 电话: (010)67118620 传真: (010)67113138 E-mail:zghjbsplb@163.com

吉林省白山市矿山监管缺位
生态修复严重滞后

广东省云浮市能耗控制形势严峻
未批先建和违规用能问题突出

四川省南充市流域监管不力
嘉陵江南充段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调查弄虚作假 评审沦为摆设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发制革厂地块环境风险问题突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本报讯 2021 年 9 月，中央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吉林发现，
白山市对矿山开采管控不力，通化钢
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板石矿业）5 个矿区生态破坏问
题突出，生态修复严重滞后。

一、基本情况
白山市地处长白山腹地，矿产资

源富集。全市最大矿山位于浑江区，
矿权归属板石矿业，设有 5 个矿区，
分别为井下矿、李家堡矿、露天矿、上
青矿和东沟矿。

多年以来，5 个矿区长期露天开
采，形成 13 个露天矿坑和 12 个大型
废石堆场，山体裸露面积高达 317.6
公顷，满目疮痍。目前，李家堡矿、东
沟矿正在履行闭矿手续，其余矿区仍
在进行地下开采。

二、主要问题
（一）修复流于形式，生态破坏问

题依旧突出
围绕板石矿业矿区生态修复，

《 白 山 市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2008-2015 年）》规划了土地复垦、
废石场地质环境恢复等 2 个治理项
目，但截至目前均未实施。《白山市矿
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确定的
7 个重点治理区、8 个重点项目中，完
全 未 提 及 板 石 矿 业 所 属 的 5 个 矿
区。截至目前，板石矿业矿区 13 个
露天矿坑无一完成修复治理；12 个
大型废石堆场无一按照要求有效利
用，堆存量高达 3320 万吨。

2018 至 2019 年 ，板 石 矿 业 5 个
矿区相继制定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但没有详细的年度修复计
划。督察发现，主要修复工作大部分
未开展，已开展的个别工作也不到
位。上青矿区应于 2019 年完成采坑
边坡修饰，至今未实施；露天矿区至
今未按要求清理外运废石。对此，白
山市自然资源局向督察组出具说明，
称“5 家矿山基本执行治理方案，实
施 边 开 采 、边 治 理 ”，与 事 实 明 显
不符。

（二）监管不严不实，责任落实明

显不到位
板石矿业 5 个矿区生态破坏问

题由来已久，多数露天矿坑已经存在
数十年，有的废石堆场长期超范围、
超总量堆放废石。白山市及相关部
门仅停留在发文督促，实际跟踪督办
严重缺位。2019 年 10 月，白山市获
批成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
地后，围绕板石矿业谋划了 7 个重点
项目，但截至目前均未开工，相关部
门没有进行有效监管，反而将滞后原
因归结于投资过大。

李家堡矿问题最为突出。该矿
占用林地 61.6 公顷，其中 58.6 公顷未
依 法 办 理 征 占 用 手 续 ，占 比 高 达
95.1%。10 多年来，白山市虽然查处
了一些违法问题，但查处范围仅涉及
其中的 7 公顷。直到 2021 年 5 月吉
林省纪委监委明确提出要求后，白山
市才组织彻查。督察发现，白山市只
是落实上级要求查处了李家堡矿违
法占地问题，对近在咫尺的其余 4 个
矿区没有组织认真排查。

（三）把关形同虚设，审核意见与

实际不符
白山市不仅未有效履行监管责

任，还在矿区生态修复严重不到位的
情况下，向上级有关部门出具不实审
核意见。2019 年 7 月，白山市自然资
源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绿色矿
山遴选名单，称井下矿、上青矿符合
绿色矿山申请条件。经查，《板石矿
业公司上青矿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
标》中，矿容矿貌、矿区绿化、资源综
合利用、节能减排等多项指标得分与
实际情况出入较大。

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规定》明确要求，未按照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治
理的，责令限期改正，整改不到位的，
不受理其申请采矿权许可证延续、变
更。2020 年 8 月，板石矿业提出上青
矿矿权变更申请。2020 年 10 月，白
山市自然资源局浑江分局出具核查
意见，称该矿“履行了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等相关义务”，但实
际上与方案规定的有关措施落实有
较大差距。2020 年 11 月，白山市自
然资源局未经认真核实，即认可浑江
分局核查意见，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
送，审核把关不严。

三、原因分析
白山市、浑江区对长白山腹地保

护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没有把
矿山修复摆在应有位置，对毁林开矿
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查处不力。有
关部门不担当、不碰硬，监督检查缺
位，督促指导不力，问题一拖再拖。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本报讯 2021 年 9 月，中央第二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山东发现，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发制革厂土壤污
染调查工作弄虚作假，评审工作流于
形式，相关地块环境风险问题突出。

一、基本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发制革厂（以

下简称东发制革厂）位于东昌府区张
炉 集 镇 ，2001 年 建 成 投 产 ，用 地 约
108 亩，其中建设用地约 44 亩。2017
年 3 月东发制革厂停产，2019 年 4 月
在原厂区筹建公共服务设施，目前已
开挖基坑。

2020 年 8 月，东昌府区政府批复
《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花园村村
庄规划（2020-2035 年）》，将东发制
革厂所在地块变更为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当月，该地块被当地有关部门
纳入疑似污染地块清单，按规定需要
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东发制革
厂委托国衡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衡公司）对厂区建设用地部分

（以下简称东发制革厂地块）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

二、存在问题
（一）调查报告弄虚作假
2020 年 8 月-2021 年 4 月，国衡

公司对东发制革厂地块进行三次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一次调查，土壤
样品六价铬最高浓度为 2.79 毫克/千

克，接近 3.0 毫克/千克的筛选值（不
超过筛选值的地块，认为风险可接
受；超过筛选值的，则可能存在风险，
需要进一步调查和风险评估）。专家
认为监测布点数量较少，结论存在不
确定性，没有建议移出疑似污染地块
清单。第二次调查布点加密至 9 个，
但总铬和六价铬浓度仍较高，30 个
土 壤 样 品 中 ，有 4 个 六 价 铬 最 高 浓
度达到 3.0 毫克/千克的筛选值，仍
需 作 为 疑 似 污 染 地 块 管 理 。 第 三
次 调 查 主 要 针 对 第 二 次 调 查 布 点
的总铬和六价铬进行复测，复测结
果 六 价 铬 最 高 浓 度 大 幅 下 降 为 1.3
毫克/千克，通过了专家评审。据此，
东发制革厂地块不再按照污染地块
相关要求管理。

国衡公司以“分析仪器中的铬灯
长时间使用未及时更换会导致数据
有偏差”等为由，对前两次调查结果
不予采用，以第三次调查补充监测数
据作为最终评价数据。但督察发现，
前两次实验室监测质控措施均符合
规范要求，且铬灯更换后仪器的精密
度、准确度和灵敏度未发现显著变
化，不采用前两次调查监测数据的依
据不充分，属于不合理取舍数据。同
时督察还发现，国衡公司分析总铬和
六价铬的仪器为同一台，第三次调查
监测六价铬的分析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30 日 17：21-18：11，总铬的分析时
间为同日 17：37-17：56，存在明显重

合；而同一台仪器无法在同一时间对
不同监测因子进行分析测试，明显属
于伪造测试数据。

通过造假手段，第三次调查报告
中东发制革厂地块土壤中六价铬浓
度由第一、二次调查监测的 0.9 至 3.0
毫 克/千 克 ，降 低 到 未 检 出 至 1.3 毫
克/千 克 ，检 出 率 由 第 一 、二 次 的
100%降低至第三次的 26.7%，本应作
为评审管理重要依 据 的 调 查 报 告 ，
成 为 疑 似 污 染 地 块 洗 白 的工具，性
质恶劣。

（二）评审工作沦为摆设
聊城市相关职能部门评审工作

把关不严。国衡公司第三次调查报
告仅对样品监测结果进行描述，未对
地块整体土壤和地下水质量是否符
合标准、能否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作出任何明确判断。同时，第三次调
查的土壤样品采集时，10 个采样点
位中，有 4 个避开快速筛查发现的总
铬浓度最高位置采集样品，比例达到
40%，还存在采样钻探深度不足等不
符合规范的问题，漏检含有更高浓度
污 染 物 土 壤 的 风 险 较 为 突 出 。 但
2021 年 4 月 22 日，聊城市生态环境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相关部门组
织召开评审会，却认为“调查结果表
明该地块所有土壤点位污染物含量
均 未 超 过 GB36600-2018 一 类 用 地
筛选值，结论基本可信”“本次技术评
审予以通过”，提出“建议该地块在建

筑物拆除后进行土壤、地下水补充性
采集工作”。

东发制革厂和国衡公司一直未
落实评审意见要求。截至督察时，危
险废物仓库及污水处理站等相关区
域土壤、地下水补充性采集监测均未
开展，污水处理站也未拆除。相关点
位应测未测、建筑应拆未拆，不具备
查清地块土壤污染情况的条件。5
月 13-17 日 ，有 关 部 门 在 组 织 复 核
时，无视原评审意见未落实的事实，
同意通过复核。据此，聊城市生态环
境局在未查清土壤污染情况、没有形
成明确调查结论的情况下，将该地块
移出疑似污染地块清单，不再按照污
染地块管理。

（三）疑似污染地块违规建设
2021 年 5 月 8 日，在专家尚未签

字通过调查报告，地块尚未移出疑似
污染地块清单 的 情 况 下 ，东 昌 府 区
政 府 即 召 开 会 议 ，明 确“ 为 加 快 项
目 建 设 进 度 ，确 保 早 日 投 入 运 营 ，
该 项 目 采 取‘ 边 建 设 边 完 善 手 续 ’
的方式进行，即日起可先行进场施
工 ”，公 然 为 违 法 行 为 开 绿 灯 。 东
发制革厂在未取得地块使用权、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 ，于
2021 年 6 月 擅 自 开 工 建 设 ，在 原 厂
区 生 产 车 间 等 重 点 污 染 区 域 开 挖
基坑（长 48.2 米，宽 36 米，深 2.1 米，
总 土 方 3643.9 立 方 米），重 点 污 染
区域的土壤被大量开挖，乱堆乱放，
环境风险突出。

三、原因分析
聊城市东昌府区环境风险意识

淡漠，法治意识缺失，推动项目违规
开工建设。聊城市有关部门对污染
地块评审管理工作把关不严，日常监
管不力。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本报讯 中 央 第 三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督察组督察湖北发现，孝感市生
活垃圾处理规划项目建设滞后，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运 行 管 理 普 遍 缺
位 ，大 量 渗 滤 液 违 规 积 存 ，环 境 风
险隐患突出。

一、基本情况
孝感市位于湖北省东部，是武汉

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常住人口
400 余万，日产生活垃圾约 3400 吨。

《湖北省“十三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要求，“平
原地区、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
的城市要优先采用焚烧发电技术，减
少原生垃圾填埋量”。督察发现，孝
感市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严重滞
后，生活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现象
普遍，垃圾渗滤液处理能力长期不
足，渗滤液直排行为时有发生，污染
外环境。

二、主要问题
（一）规划项目建设滞后，渗滤液

大量积存
孝感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积存问题十分突出，目前仅孝感城
区、汉川市、安陆市和云梦县 4 座填
埋场积存的渗滤液就超过 21 万立方
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在于规
划项目建设严重滞后。孝感市“十三
五”期间规划建设 5 个 垃 圾 焚 烧 项
目，截至目前，拟在云梦县、安陆市
建 设 的 2 个 垃 圾 焚 烧 项 目 流 产 ，其
余 3 个 项 目 均 进 展 滞 后 。 2019 年 ，
全 市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日 处 理 能 力 缺
口近千吨，实际填埋量超出设计处
理 能 力 50%，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长 期
超 负 荷 运 行 。 加 之 部 分 垃 圾 填 埋
场未按照《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技 术 规 范》进 行 填 埋 作 业 ，填 埋 库
区 雨 污分流不完善，导致渗滤液成
倍增长，渗滤液处理能力无法满足实
际需求。

汉川市“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
的垃圾焚烧项目一拖 再 拖 ，至 今 仍
未确定实施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能
力 长 期 严 重 不 足。从 2019 年开始，
汉川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实际处理量
超过 850 吨/日，最高达 1400 吨/日，
超 出 设 计 处 理 能 力 3 倍 。 垃 圾 填
埋 场 配 套 的 渗 滤 液 处 理 能 力 只 是

杯水车薪，大量渗滤液长期积存在
垃圾填埋区，目前积存量已超过 11
万 立 方 米 ，填 埋 场 1/4 面 积 的 库 区
已存满渗滤液，还有部分渗滤液露
天 积 存 。 云 梦 县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厂
渗 滤 液 处 理 能 力 配 套 不 足 ，超 过
50%的 渗 滤 液 无 法 处 理 ，占 用 填 埋
库 区 ，目 前 已 积 存 渗 滤 液 3.9 万 立
方 米 。 安 陆 市 垃 圾 卫 生 填 埋 场 雨
污 分 流 不 到 位 ，填 埋 不 规 范 ，雨 水
流入作业区导致渗滤液成倍增长，
大量积存在填埋作业区。该填埋场
2017 年以来先后建设 3 座收集池露
天违规贮存渗滤液。

（二）运行管理普遍缺位，运行台
账弄虚作假

孝感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运行不
正常、管理 不 规 范 现 象 较 为 普 遍 。
云梦县、安陆市两家垃圾填埋场生
化系统长期未正常运行，曝气池内
无 活 性 污 泥 。 督 察 组 随 机 抽 查 台
账发现，2021 年 8 月至 9 月，两家填
埋 场 生 化 池 水 质 化 验 数 据 连 续 数
天基本雷同，造假痕迹明显。安陆
市 垃 圾 卫 生 填 埋 场 还 违 规 将 安 陆
市 工 业 污 水 处 理 厂 产 生 的 污 泥 填

埋 处 理 ，监 测 显 示 ，该 污 泥 浸 出 液
中 铜 、镍 浓 度 分 别 超 过《生 活 垃 圾
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0.77 倍、6.14
倍。据统计，安陆市垃圾卫生填埋
场仅 2021 年 1-8 月就累计填埋工业
污泥 1777 吨。

（三）渗滤液直排时有发生，环境
风险隐患突出

孝感市垃圾综合处理场覆膜多
处破损，渗滤液从膜下涌出直排外环
境，长期直排至填埋场旁一处面积约
120 亩的水塘。监测结果显示，外排
渗滤液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分别
为 204 毫 克/升 、299 毫 克/升 ，超 出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1.04倍、10.96倍。

应 城 市 西 十 垃 圾 填 埋 场 已 于
2019 年封场，环境污染风险却与日
俱增。该填埋场建设收集池违规露
天存放渗滤液，收集池边排水渠水样
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分别为 398
毫克/升、385 毫克/升，超出《生活垃
圾 填 埋 场 污 染 控 制 标 准》2.98 倍 、
14.4 倍。目前该填埋场渗滤液违规
存放量近万吨，已达到收集池库容极
限，存在极大溢流风险，环境风险隐
患十分突出。

三、原因分析
孝感市及有关县（市、区）重视不

够、动作迟缓、履职不到位，对垃圾焚
烧项目建设推动不力，垃圾填埋场运
行日常管理缺失，渗滤液长期积存、
环境风险突出问题整改不力。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湖北省孝感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长期积存
环境风险突出

本报讯 2021 年 9 月，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发现，云浮市高耗
能、高排放（以下简称“两高”）项目管控不
力，企业未批先建、违规用能等问题突出，
能耗双控形势严峻。

一、基本情况
云浮市位于广东省中西部，产业结构

偏重，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依赖性较强。
2020 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为 560 万吨标准
煤，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为 296 万吨
标准煤，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能源
消费总量的 86.3%。2021 年云浮市能耗强
度控制目标为下降 3.2%，但上半年不降反
升 2.3%，被广东省一级预警。

二、存在问题
云浮市发展方式和产业选择存在“路

径依赖”，盲目推动“两高”项目上马，企业
未批先建、违规用能等问题突出。

（一）多个项目未批先建
督察发现，云浮市 2021 年在建和拟建

能耗 1 万吨标准煤以上“两高”项目达 16
个 ，预 计 投 产 后 新 增 能 耗 310 万 吨 标 准
煤。其中，南方东海钢铁有限公司项目设
计能耗 178 万吨标准煤，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建设，目前厂房地下工程已经基
本完工，但至今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违反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有关规
定，且未落实产能置换指标。督察还发现，
金晟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惠云钛业股份
有限公司、东澳铝业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也
存在未取得节能审查意见，便违规开工建
设问题。云浮市相关部门为推进项目尽快
落地投产，对企业违规行为长期置之不理，
在 2021 年 4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文件
后，也未采取实质性措施，直至 2021 年 7 月
广东省有关部门对上述企业发出限期整改
通知书后，才要求企业停止建设进行整改。

（二）企业违规用能问题突出
2016 年 3 月实施的《节能监察办法》明

确要求，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监察内
容应当包括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含超
能耗总量生产等行为）。督察发现，云浮市
一直未将企业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纳入
节能监察范围，导致企业违规用能问题长
期游离于监管之外。“十三五”期间，多达
14 家企业年年超能耗总量生产。如，新兴

宏基陶瓷有限公司批复能耗为 0.6 万吨标
准煤，每年实际能耗超出批复能耗 6.8 倍至
8.3 倍。中材亨达水泥有限公司批复能耗
为 36.5 万吨标准煤，每年实际能耗超出批
复能耗 7.8万吨至 11.4万吨。

2020 年，云浮市能耗 1 万吨标准煤以
上的“两高”企业共有 30 家，其中 17 家由于
超负荷生产导致能耗总量超标，近六成企
业存在违规用能行为，能耗超出 65.3 万吨
标准煤，超过批复能耗的 47%。2021 年上
半年，全市存量“两高”企业能耗仍同比增
长 23 万吨，接近 2021 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增量 25万吨的控制目标。

（三）节能审查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明

确规定，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
建设前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
意见，并要求节能审查机关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对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云浮市 16 家陶瓷企业中，有 9 家未
取得节能审查意见便建成投产或擅自扩大
产能。其中，广东畅利陶瓷有限公司未取
得节能审查意见便建成投产，2020 年耗能
12.8 万吨标准煤；广东百冠陶瓷有限公司
等 8 家陶瓷企业，在 2010 年节能审查制度
实施后擅自扩建产能共计 8372 万平方米，
超出合法产能 5 倍，但有关部门长期未能
发现并纠正企业违规行为。

2021 年，广东省组织“两高”企业问题
摸底排查，云浮市有关部门认定上述 9 家
企业扩建项目未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
节能审查意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办法》明确要求，对未按规定进行节能审查
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由节能审查机关责令停止建
设或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但云浮市县
两级发展改革部门下达的《限期整改通知
书》，仅对企业“未取得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
节能审查意见，但已开工建设”的行为提出
限期整改要求，没有严格落实相关规定。

三、原因分析
云浮市对绿色低碳发展认识还不够到

位，对“两高”项目管控重视程度不够。云
浮市有关部门对“两高”项目把关不严，能
耗双控工作抓得不紧，节能审查监管责任
落实不力。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本报讯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四川发现，南充市嘉陵江流域保护
工作不力，违规采砂、侵占岸线、废旧船舶
滩涂拆解等问题长期存在，嘉陵江南充段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一、基本情况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是南充

等 10 余座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南充
市地处嘉陵江中游，境内干流长约 300 公
里，流域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有嘉陵江南
部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多个保
护区。近年来，嘉陵江南充段生态环境遭
到破坏，土著鱼类数量减少，部分断面水质
下降。2018 年以来，金溪电站国考断面化
学需氧量浓度逐年上升，烈面国考断面不
能稳定达到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Ⅱ类水
质标准，个别月份甚至下降到地表水Ⅳ类。

二、主要问题
（一）违规采砂破坏河流生态系统
2016 年 11 月修订的《四川省〈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规定，每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为全省天然水域禁渔
期，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禁止挖沙采石。
2020 年 2 月，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进一步明
确，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为常年禁渔区，禁
止挖沙采石。督察发现，南充市在编制河
道采砂规划及年度实施方案时未落实上述
规定，仅在嘉陵江南部段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内就设置了 7 处可采区，南充
市所属的阆中市、嘉陵区等地甚至将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禁渔期列为可采期，导致嘉
陵江干流南充段河道违规采砂行为有禁不
止。2021 年 5 月暗查发现，嘉陵江仪陇段
新政电站附近、南部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核心区内均有采砂船作业。大量
违规采砂活动导致嘉陵江河床受损，水体
自净能力下降，鱼类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资料显示，近年来嘉陵江干流胭脂鱼等土
著鱼类数量明显减少。

（二）流域生态环境违法问题依然突出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 录（2011 年

本）》就已明确，废旧船舶滩涂拆解为淘汰
类工艺，应当立即淘汰。南充市对此重视
不够、推进不力，监督管理不到位，境内嘉

陵江沿线占用滩涂拆解废旧船舶问题未能
得到有效制止。2021 年 5 月暗查发现，嘉
陵江阆中、蓬安、顺庆段非法占用滩涂拆
解、维修废旧船舶现象较为普遍，作业过程
中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产生的废弃
物随意丢弃，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督
察进驻期间，督察组随机抽查发现，南部县
谢河镇汛期船只临时停泊点仍存在非法占
用滩涂进行废旧船舶拆解、维修情况，附近
江面油污漂浮痕迹明显。此外，阆中市高
家坝左岸下段砂石堆码场、高坪区龙门古
镇砂石堆码场违规侵占岸线；蓬安县利溪
砂石加工厂填河造地建设砂石堆码场，违
规侵占水域 12.59 亩；南部县山鑫砂石厂直
排砂石加工废水，造成附近江水浑浊。

（三）非法码头整治工作推进不力
四川省 2018 年制定的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整改方案明确，要扎实推进嘉陵江等
流域非法码头、非法采砂整治。四川省交
通运输厅要求，2019 年底前对不符合规划
的非法码头完成拆除和生态复绿，彻底腾
退占用岸线。但南充市降低整改标准，放
宽整改时限，阆中、嘉陵、高坪、蓬安等县

（市、区）整改工作滞后，侵占岸线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大部分砂石堆码场直至本次
督察进驻前才完成整治。其中，嘉陵区河
西砂石堆码场不符合相关规划，违规设置
泊位 30 个，占地 523 亩，侵占岸线 1500 米，
早就应该取缔。督察发现，该堆码场在整
改期间变本加厉，入驻企业数量由 2018 年
的 23 家增加至 2020 年的 35 家，砂石开采
量由 2019 年的 149.8万方增加至 2020年的
437.6万方，比当地政府批准的年度采砂量多
出 287.6万方，超采率高达 192%。直至 2021
年3月禁渔期前，该堆码场才停止生产，此次
督察进驻前才完成取缔和生态修复。

三、原因分析
南充市及相关县（市、区）对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的重要性、紧迫性、整体性、
系统性认识不足，贯彻落实长江大保护决
策部署不力，没有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
在压倒性位置，未能及时解决流域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问题，监管失职失责。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