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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建成区部分水体返黑返臭 群众反映强烈

广东省一些出海水道内非法洗砂洗泥活动多发
协同监管打击不力

山东省菏泽市黑臭水体整治不力
水体返黑返臭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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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长春市下大力气开展伊通河
流域综合整治，流域环境明显改善，
但部分区域污水处理厂建设、雨污分
流改造等工作仍然较为滞后，污水直
排现象较为突出，管控措施长期落实
不到位，部分已治理完成的黑臭水体
返黑返臭，群众反映强烈。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长春市经过排查确定 75

个黑臭水体，总长度 236 公里，其中
永春河、柴户张暗渠、南溪湿地后三
家子沟、抚松明沟、绿园明沟、翟家明
沟等均在名单之中。经过督察整改，
长春市上报确认 75 个水体于 2018 年
底全部消除黑臭。

二、主要问题
（一）部分水体返黑返臭，群众反

映强烈
2017 年对吉林省开展的第一轮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 2018 年督
察“回头看”期间，督察组收到大量关

于永春河、南溪湿地、抚松明沟等存
在污水直排或黑臭相关问题的信访
举报，本次督察进驻以来，督察组又
收到大量相关问题举报。督察组现
场抽查回访发现，群众信访举报问题
基本属实，不少群众现场表示，黑臭
水体治理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
但“治标不治本”，黑臭水体问题未根
本解决。

督察发现，2018 年长春市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通过考核验收后，由于
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长效管控
机制落实不到位等原因，部分水体返
黑返臭。督察组现场取样监测显示，
后三家子沟水体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溶解氧浓度分别为 228 毫克/
升、23.7 毫克/升、3.26 毫克/升和 0 毫
克/升，为重度黑臭；南溪湿地君子湖
水体氨氮浓度为 9.57 毫克/升，为轻
度黑臭；抚松明沟、绿园明沟、翟家明
沟等平时为无水或少水状态，雨天时
污水溢流进入沟内，变成排污沟。部
分已治理完成水体水质持续恶化，如
永春河水体南四环至开运街桥段、柴
户张暗渠等，大量淤泥漂浮在表面，

水体浑浊，异味明显。
（二）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污水直排问题仍然存在
2018 年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印发

的《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
案》明确，省会城市应于 2018 年底前
实现黑臭水体消除目标，并通过加快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长效机
制，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水体黑臭的相
关环境问题。

督察发现，长春市对部分黑臭水
体治理统筹谋划不到位，污水处理厂
建设和雨污分流改造较为滞后。为
解决南部、西部、北郊污水处理厂超
负荷运行及污水溢流等问题，2018
年起长春市陆续建设 3 座合计 9.35
万吨/天的生活污水临时应急处理设
施 ，实 际 每 天 平 均 处 理 水 量 约 8 万
吨，但这些设施污染物处理效率低，
出水水质差。现场取样监测显示，这
些设施排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浓度
最高分别达 209 毫克/升和 18.04 毫
克/升，严重超标。

污水直排问题仍然突出。众恒
路桥下和光谷大街桥下两处排污口

每天合计约 4 万吨生活污水直排永
春河，污水与河水“泾渭分明”，臭气
熏天。现场取样监测显示，污水化学
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最高分别为
263 毫克/升、25.4 毫克/升和 2.38 毫
克/升，严重污染永春河水质。

此外，在四环桥下、绿园明沟、中
海小区等部分区域，雨天时大量生活
污水和雨水混合，通过明渠溢流堰、
污水井等溢流进入河道。

（三）长效管控机制落实不到位，
制度形同虚设

吉林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战实施方案》明确，要严格落实河长
制，河长要切实履行责任，及时发现
解决水体漂浮物、污水直排口等各类
问题；要对治理完成的黑臭水体开展
定期监测。

督察发现，长春市有关区县和部
门长效管控机制落实不到位。部分
河段河长制形同虚设，虽然设立了区
级、街道级河长，但大部分河长在巡
河过程中未发现任何问题，对河道淤
泥上浮、水质恶化甚至返黑返臭问题
视而不见。黑臭水体水质监测工作
没有发挥作用，从督察组调阅的监测
报告情况看，监测数据均没有反映部
分水体水质恶化甚至返黑返臭的问
题，存在工作不严不实的问题。

三、原因分析
长春市对建成区部分黑臭水体

治理系统性谋划不足，污水处理厂、
雨污排水管网等水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较为滞后，一些长效管控机制落实
明显不到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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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黑臭水体整治长期滞后，水体
返黑返臭问题频现。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2020
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应高于 90%。菏泽市地
处淮河流域，其水环境质量对于淮河
流域水质改善意义重大。

二、存在问题
（一）整治任务长期滞后
2016 年，菏泽市发布城市黑臭

水体清单，确定建成区共有青年湖、
双月湖、外护堤河、经四沟等 3 湖 8 河
11 处黑臭水体。2018 年 10 月，菏泽
市入选全国第一批黑臭水体治理示
范城市，担负着山东省黑臭水体整治
工作试点的重要任务。2018 年申报
示范城市时，菏泽市编制《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实施方案》提出污水处理能
力建设、控源截污纳管、河道清淤疏
浚等 5 大类治理项目，明确于 2019 年
完成截污、清淤工程，于 2020 年实现
长制久清。2019 年在总投资基本不
变的情况下，项目优化调整为 5 大类

155项。
督察发现，菏泽市未完成实施方

案明确的治理项目，一些项目建设长
期滞后，部分项目甚至直至督察进驻
前才开始动工。经统计，155 个治理
项目中，有 44 个项目未按序时要求
于 2020 年底完成建设，涉及工程投
资 总 额 的 一 半 ，其 中 17 个 截 至 督
察 进 驻 时 仍 未 完 成 建 设 。 菏 泽 市
老城区为雨污合流区域，污水通过
成 阳 路 泵 站 提 升 至 第 一 污 水 处 理
厂 处 理 ，但 因 泵 站 后 端 管 网 淤 堵 ，
长 期 以 来 老 城 区 污 水 只 能 经 溢 流
口 直 排 青 年 湖 东 坑 。 根 据 整 治 方
案，菏泽市应在 2020 年底前新建第
五污水处理厂解决这一问题，2021
年 6 月督察组暗查发现，每天仍有数
千吨生活污水直排青年湖，第五污水
处理厂截至此次督察进驻时仍未完
成建设。城区句阳路东沟自南向北
汇入七里河，是七里河主要污染源之
一。2021 年 6 月督察组暗查发现，该
沟渠沿线仍有多个污水直排口，沟内
垃圾遍布，黑臭严重，直至督察进驻
前，菏泽市有关部门才开始沿句阳路
建设截污管道。

（二）水体返黑返臭问题频现
根据菏泽市城市黑臭水体清单

要求，除了外护堤河，菏泽市建成区

其余 10 处黑臭水体均应于 2017 年底
前治理达标，基本消除黑臭。菏泽市
于 2018、2019 年两次上报完成黑臭
水体整治年度任务目标，并通过山东
省 城 市 黑 臭 水 体 整 治 督 查 组 现 场
检查。

督察发现，由于整治任务长期滞
后，菏泽市仅通过河道清淤、临时截
污、生态补水等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
完成整治达标任务，控源截污等根本
性措施未得到落实，导致水体返黑返
臭问题不断重现。2020 年 8 月，山东
省《问政山东》节目曝光菏泽市黑臭
水体问题，点名青年湖、洙水河、赵王
河等多处水体黑臭、污水直排问题；
山东省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也于
2020 年 11 月函告菏泽市，对双月湖、
银川路沟等 9 条已完成整治的水体
返黑返臭现象进行预警。此后菏泽
市再次通过封堵污水直排口、临时生
态补水换水、河道垃圾打捞等方式取
得暂时成效，并于 2020 年 12 月通过
省 有 关 部 门 组 织 的 长 制 久 清 专 家
评审。

根 据 山 东 省 设 区 市 建 成 区 黑
臭水体水质月度监测结果，2021 年
3 月 以 来 ，菏 泽 市 每 个 月 都 有 水 体
返 黑 返 臭 情 况 ，其 中 4 月 份 全 省 6
条返黑返臭水体中，菏泽市就占了

4 条 。 2021 年 6 月 督 察 组 暗 查 发
现，赵王河、外护堤河、青年湖等水
体 都 存 在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溢 流 现
象，小黑河等水体更是有部分河段
呈重度黑臭。此外，督察还发现菏
泽市高新区一条长约 600 米的黑臭
水体直接汇入刁屯河，沿线十余家
营 业 门 市 及 和 信 汽 车 城 生 活 污 水
直排，水体严重黑臭。

（三）水环境质量明显恶化
督察发现，菏泽市污水管网混接

错接、管网淤堵、雨污混流等问题仍
较为突出，2020 年，菏泽市城市生活
污水收集率仅为 51.9%，截至督察进
驻时，建成区内仍有 53 公里雨污合
流管网。

污水收集存在明显短板，黑臭水
体整治不断反复，导致菏泽市地表水
环境质量出现明显退步。根据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地表水考核断面排
名数据，2020 年 5 月前，菏泽市未出
现在全国排名后 30 名城市名单内，
但到 2020 年 8 月直接退步到全国倒
数第一，此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5 月连续 8 个月位列后 30 名城市之
中。今年以来，菏泽市 17 个省控以
上考核断面（8 个国控断面和 9 个省
控断面）出现超标的断面占一半以
上，其中更是有 8 个断面 15（月）次出
现过劣Ⅴ类。

三、原因分析
菏泽市对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对黑臭水体整治缺乏
系统性、科学性谋划，推进不力，整治
任务落实不到位，黑臭水体问题依然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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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湖北发现，宜昌市长阳
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长阳县）对三峡库
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认识不足，放任企
业长期以排险为名非法挖山采石。2018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和本轮
督察都有群众举报投诉，但问题始终没有
得到解决。

一、基本情况
长阳县地处鄂西南山区、长江重要支

流清江中下游，属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
功能区范畴。丹水新区作为长阳县规划中
的新城区，属长阳经济开发区管辖，区内清
江花香水岸康体养生项目位于龙舟坪镇黄
家坪村丹水岸边，项目由长阳花香水岸康
养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香水岸公司）
投资建设，是长阳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县
委 县 政 府 多 次 召 开 会 议 要 求 加 快 项 目
进展。

二、主要问题
（一）工程实施变形走样，康养项目成

为“采石场”
清江花香水岸康体养生项目作为长

阳 县 重 点 招 商 项 目 ，功 能 定 位 为“ 生 态
保 护 治 理 、文 化 休 闲 旅 游 、休 闲 农 业 观
光、康 体 养 生 度 假 ”。 督 察 发 现 ，花 香 水
岸 项 目 实 施 变 形 走 样 ，规 划 中 的 康 养 项
目 基 本 没 有 进 展 ，却 以 排 险 及 场 平 名 义
非法挖山采石。

根据长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17 年 2
月委托编制的《长阳丹水大房坪地块地质
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报告），花香
水岸项目所在区域场地工程建设适应性
差，建设工程布置应“依山就势”，避免“大
开大挖”，防止造成地质灾害。督察发现，
从 2017 年 6 月开始，花香水岸公司在未办
理采矿许可证和用地手续不全的情况下，
不顾地质调查结论，以应急排险为名，对黄
家坪村所在山体进行“大开大挖”，非法采
石，截至 2021 年 5 月，企业共非法开采建筑
石 料 用 白 云 岩 矿 600 余 万 吨 ，外 售 592
万吨。

由于企业“大开大挖”，在 2021 年 4 月
和 5 月两次引起周边山体严重滑坡和开
裂，人为造成地质灾害。即便如此，在长阳
县政府要求企业进行应急排险后，花香水
岸公司“故伎重施”，不按应急排险方案施
工，超量超限挖山采石，截至 9 月 13 日，实
际开挖量约 97 万方，远超方案设计的 31
万方。

（二）违法作业，群众诉求长期未解决
花香水岸公司在挖山采石过程中，违

反法律法规要求，扬尘、噪音严重影响周边
村民生活。2021 年 3 月，因挖山采石导致
村庄道路中断，至督察时村民仍不能正常
出行，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督察发现，山体
开挖形成多处陡坡和矿坑，现场满目疮痍，

开挖的山体紧靠村民房屋，严重威胁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2018 年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回
头 看 ”及 本 轮 督 察 进 驻 期 间 ，均 有 群 众
投 诉 花 香 水 岸 公 司 违 法 挖 山 采 石 ，严 重
破坏自然生态问题。但长阳县调查处理
不 严 不 实 ，针 对 群 众 反 映 的“ 黄 家 坪 村
丹 水 边 有 家 采 石 场 ，严 重 破 坏 山 体 ”问
题 ，长 阳 县 回 复 称 ，现 场 实 施 的 是 花 香
水 岸 项 目 排 险 及 场 平 工 程 ，否 认 有 采 石
场和破坏山体行为。甚至接到本轮督察
信 访 转 办 件 后 ，长 阳 县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在上报的调查报告中仍声称花香水岸
项目“不存在非法开采行为”。

督察发现，早在 2017 年，原长阳县国
土资源局就曾两次针对花香水岸公司非法
挖山采石行为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在 2019 年将案件移交公安部门，但
调查处理不了了之，企业违法行为长期得
不到纠正。

（三）放松监管，导致山体严重破坏
督察进一步发现，长阳县发展理念存

在偏差，违法调整规划更改河道在前，对花
香水岸公司放松监管在后，导致山体严重
破坏。

违法调规改河道。2014 年，为获得更
多建设用地，长阳县计划改变清江支流丹
水河道，为使改道工程符合规划，在城乡总
体规划未变更的情况下，违反《城乡规划
法》擅自调整长阳县丹水新区控规，并根据
调整后的规划，未经地质调查等科学论证，
就以应急抢险工程为名实施丹水河道改道
工程（2015 年完工），但因对地质条件考虑
不全，新河道沟谷陡峭，工程完成后仅一年

（2016 年），河道右岸沿河山体即因重力作
用出现滑坡和开裂。

转移责任开口子。直到此时，长阳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才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地
质调查报告，但并未按照地质调查报告建
议开展科学治理，反而为加快推进花香水
岸项目建设，要求企业进行排险和场平，在
签订排险工程建设协议时，没有规定排险
结束时间，为花香水岸公司以排险为名非
法挖山采石开了口子。

服务项目破底线。在企业以排险为名
非法挖山采石期 间 ，长 阳 县 仍 然 多 次 召
开 会 议 为 项 目 提 供 保 障 服 务 ，积 极 为 项
目 补 办 用 地 占 林 等 手 续 ，长 阳 县 有 关 部
门在明知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情况下也听
之 任 之 ，长 阳 经 济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甚 至还
致函原国土资源等部门，请其支持企业“排
险”工作。

三、原因分析
长阳县发展观错位，没有把保护生态

放在重要位置，为推进项目建设放任企业
非法挖山采石，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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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昌长阳县花香水岸公司非法挖山采石
周边群众反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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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对一
些出海水道内非法洗砂洗泥行为打击不
力，河道水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根据群众
信访举报，督察组对出海水道内非法洗砂
洗泥问题进行明查暗访，并将有关问题线
索交广东省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一、基本情况
在广东省一些出海水道内，不法分子

为牟利私自改装船只，对海砂进行冲洗或
浸泡，甚至将集装箱船、平板船改装成洗泥
作业平台，冲洗建筑垃圾、弃土或淤泥生产
建筑用砂，高浓度含盐废水或泥浆水、渣石
直排河道，局部水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问题突出。督察组进驻后将洗砂洗泥问题
作为重点案件向广东省进行交办，广东省
迅速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专案组，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一举查获 12 艘涉嫌非法洗砂船
只，并明确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突出标本
兼治，加快理顺部门职责，严厉打击非法
行为。

二、存在问题
（一）非法洗砂洗泥活动多发
近 年 来 ，一 些 洗 砂 洗 泥 船 只 不 顾 生

态 破 坏 和 水 环 境 污 染 ，聚 集 在 出 海 水 道
内 洗 砂 洗 泥 。 督 察 发 现 ，洪 奇 沥 水 道 、
虎 跳 门 水 道 、容 桂 水 道 等 水 域 ，均 有 大
量非法洗砂洗泥船只聚集。这些船只满
载 建 筑 弃 土 、淤 泥 或 海 砂 ，白 天 停 泊 在
河 道 内 ，深 夜 就 热 火 朝 天 作 业 ，不 到 天
亮 就 收 工 。 在 虎 跳 门 水 道 ，一 些 船 只 甚
至在白天明目张胆借助其他货船掩护开
展海砂淡化作业。

（二）大肆破坏河道生态环境
督察发现，非法洗砂洗泥船只设备简

陋，在出海水道内冲洗海砂、山砂、河道港
口疏浚物、建筑弃土甚至来源不明的泥土
混合物或建筑垃圾，没有任何环保措施，大
量泥沙废水直排河道，在水面形成大面积
黄色污染带，影响恶劣，群众举报不断。督
察了解到，非法洗砂船淡水洗海砂作业时
长一般约 5 小时，每次取用淡水 8000 吨以
上。调阅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有些洗砂船
直排河道的废水不仅含有大量盐分，化学
需氧量浓度也远超《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
级标准。非法洗泥活动中，一艘载重 2000
吨的运泥船每完成一次洗泥作业，就有数
百吨细泥和渣石排入河道，改变河床形态，
威胁行洪和航道安全，对水生生物栖息繁
衍和河道水质带来不利影响。

（三）协同不力影响整治效果
近年来，广东省相关部门虽已多次开

展联合打击出海水道内非法洗砂洗泥活
动，但因涉及砂石资源、取水、排污、船舶运
输和水上交通安全等多个领域，有关部门
职责分散，各管一块，未能形成合力。有关
地市和部门虽然也多次开展联合执法，但
未能形成有效震慑，导致作业船只和监管
部门“打游击”，非法洗砂洗泥活动未能得
到有效遏制。

三、原因分析
广东省有关部门重视不够，主动作为

不足，既没有充分整合各部门职能，形成合
力，进行有效严厉打击，也没有及时进行引
导规范，导致非法洗砂洗泥现象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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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江安县
工业园区在长江沿岸禁建范围内违
规建设化工项目，且环境基础设施薄
弱，风险防控措施欠缺，环境风险隐
患 突 出 ，部 分 企 业 污 染 扰 民 十 分
严重。

一、基本情况
宜宾市江安县工业园区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总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
里，分东、西两片布设。其中，东片区
为阳春工业集中区，位于长江干流江
安县城下游 3 公里左岸。该片区有
5.15 平方公里规划面积列入《中国开
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年版）》，主
导产业为氯碱化工、医药化工、硫磷
化工等，现有入驻企业 35 家，12 家为
化工企业。

二、主要问题
（一）违规建设化工项目，威胁长

江环境安全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2019 年 1 月 印

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
南（试行）》明确，“禁止在长江干支
流 1 公 里 范 围 内 新 建 、扩 建 化 工 园
区 和 化 工 项 目 。 禁 止 在 合 规 园 区

外 新 建 、扩 建 钢 铁 、石 化 、化 工 、焦
化、建材、有色等高污染项目”。督
察 发 现 ，宜 宾 市 、江 安 县 没 有 严 格
落实上述规定，对工业园区项目规
划建设把关不严，导致部分化工项
目 在 长 江 沿 岸 禁 建 范 围 内 违 规 建
设。2019 年以来，江安县工业园区
在 纳 入 国 家 公 告 目 录 的 合 规 园 区
范围之外，相继开工建设宜宾天原
海 丰 和 泰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5 万 吨 氯
化 法 钛 白 粉 扩 建 工 程 等 5 个 化 工
项目，部分项目规划建设范围甚至
突 破 长 江 干 流 1 公 里 红 线 ，对 长 江
环境安全形成较大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明确规定，禁止擅自改变城乡规划确
定的绿地、水库等用地用途。但江安
县在未经有关单位批准的情况下，于
2011 年至 2018 年擅自将 317.4 亩绿
化用地和 79.4 亩水库用地调整为工
业用地，允许宜宾琦丰绿色能源有限
公司等 6家企业用于项目建设。

（二）园区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环
境风险隐患突出

江安县工业园区紧邻长江，本应
在生态环保方面要求更高、监管更
严。但督察发现，宜宾市、江安县对
此重视不够，相关工作推进不力，园

区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环境风险隐患
突出。东片区虽于 2011 年 10 月建成
了 10000 立方米/日的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但由于管理不善，一直无法
正常运行，导 致 大 量 工 业 废 水 长 期
通 过 园 内 企 业 四 川 天 竹 竹 资 源 开
发有限公司自建污水处理设施“应
急 ”处 置 ，外 排 废 水 不 能 稳 定 达 到
四 川 省 对 该 工 业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排 放 限 值 的 要 求 。 2017 年 2 月 至
2021 年 5 月 ，该 园 区 通 过 罐 车 向 该
公 司 转 运 工 业 废 水 约 268 万 吨 ，并
支 付 处 理 费 5872 万 元 。 而 该 公 司
外 排 废 水 多 次 出 现 化 学 需 氧 量 等
指标超过排放限值的情况，现场调
阅 企 业 出 水 水 质 在 线 监 测 数 据 发
现，仅 2021 年 3 月就有 9 天化学需氧
量浓度日均值超标。

江安县工业园区仅建设 5000 立
方米事故应急池，远不能满足风险防
范要求。2018 年 7 月园区一化工企
业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严重
后果，也暴露出园区在环境风险防范
上存在薄弱环节，但当地没有从中汲
取教训并及时完善环境应急设施。
2020 年 4 月，江安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组织编制的《江安县工业园区突发环
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指出，东片区

事 故 应 急 池 总 容 积 至 少 应 达 到
15000 立方米。2020 年 10 月，四川省
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江安县阳春工
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
作意见的函》，再次指出该片区应新
增 12000 立方米事故池。但当地均
未予重视，至今没有开展相关工作。
此外，该园区还存在应急管理制度不
完善、应急预案修订不及时、应急措
施演练不规范、应急物资配备不到位
等问题。

（三）企业长期整改不力，群众反
映十分强烈

四川天竹竹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是园区内的一家大型造纸企业，由于
污染防治及环境管理措施不到位，臭
气扰民问题突出，长期被周边群众举
报。督察发现，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
推动企业整改不力，导致问题至今未
能得到有效解决。据调查，2018 年
以来该企业因臭气扰民被群众投诉
高达 279 次，当地有关部门先后对该
企业下达现场监察意见书 32 份、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9 份、行政处
罚决定书 9 份，要求其整改存在的问
题，但均未得到有效落实。2021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现场检查指出该问题
后，当地才再次督促该企业开展全面
排查治理。

三、原因分析
宜宾市、江安县贯彻落实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生态环保要求不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意识不
强，执行负面清单不严格，对园区及
企业监督管理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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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工业园区
环境风险问题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