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22.01.18 星期二

责编:马新萍
电话: (010)67164950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bs@cenews.com.cn

1 月 16 日，国内成品油销售行业最先进的油库——中国石化荆州油库正式投油。
据了解，中国石化荆州油库的前身位于长江荆州江段岸边 200 米处，油库码头距离居民
饮用水取水口约 800 米。2018 年 6月，根据要求油库需易地搬迁建设。中国石化湖北石
油分公司先后关停 8 座沿江油库，并投资 4.24 亿元异地新建了荆州油库。荆州油库按
照绿色环保、智慧智能、安全先进的设计理念，实现了收油、发油、环保、消防和安防等各
环节的智能化建设。 人民图片网供图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石材矿山
长期无序开采 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陕西渭南市潼关县双桥河流域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贵州安顺夏云工业园区
违法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严重

宁夏银川固原部分垃圾处理设施
长期带病运行 环境风险隐患大

本报讯 2021 年 12 月，中央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黑龙江发
现，哈尔滨市阿城区众多露天石材
矿山长期无序开采，毁林问题突出，
生态修复滞后，对区域生态环境造
成大面积破坏。

一、基本情况
阿 城 区 位 于 哈 尔 滨 市 东 南 近

郊，现有 55 家在产露天采石企业，矿
权许可每年开采规模近 2000 万立方
米，地方自然资源部门统计年开采
量约 1000 万立方米，占全省开采量
一半以上。该地区还有历史遗留废
弃 矿 山 176 处 ，占 用 土 地 面 积
1075.79公顷。

二、主要问题
（一）普 遍 存 在 越 界 开 采 违 法

行为
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不得超越

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督察发现，
2016 年以来，阿城区 55 家露天采石
企业全部存在越界开采违法行为。
双利采石公司 2016 年越界开采高达
124.38 万 立 方 米 。 东 辉 采 石 公 司
2016 年至 2020 年在批准的矿区范围
内仅开采 2.24 万立方米，越界开采
却达 65.32 万立方米。平山建材公
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因越界开采被
处罚 8 次，越界开采量达 44.92 万立

方米。山林建筑材料公司 2016 年至
2019 年因越界开采被处罚 4 次，越界
开采量达 20 多万立方米，2021 年 9
月又越界开采 1万立方米。

对于露天采石企业普遍越界开
采的违法行为，当地监管部门执法
不 严 、履 责 不 力 ，只 是 简 单 一 罚 了
之；对于严重违法企业选择性执法，
只将部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不少违法企业甚至多次获批延续采
矿权或扩大采矿权。

（二）矿山生态修复交白卷
《 全 国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2016-2020 年）》将阿城区列为“矿
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哈尔滨
市阿城区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底完成 49 个矿
山地质修复项目。2020 年 11 月，黑
龙江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阿
城区废弃矿山未开展综合治理，要
求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力
度。阿城区以资金不足为由，至今
仍未启动任何一项矿山修复工作。
此次督察发现，当地有关部门收缴
的 384 万元矿山修复资金长期闲置，
一直未使用。

不仅没有开展矿山修复，2016
年以来，阿城区还有 29 家采石企业
存在非法占用林地问题，造成 885 亩
林地毁坏，仍有 118 亩被毁林地至今
未恢复。大板桥采石公司多次因违

法毁林开矿被查处，执法部门责令
其在原址恢复造林，该公司造林复
绿后，为了开矿竟在 2020 年又毁掉
已经恢复的林地近 4 亩，明知故犯，
屡教不改。

（三）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督察发现，阿城区在产露天采

石企业破碎、筛分、传送工序未密闭
或密闭不完全，砂石骨料露天堆放，
喷淋、洒水、苫盖等抑尘措施未落实
等问题普遍存在。前期暗查发现，
诚石磊采石公司等多家采石企业管
理混乱、尘土飞扬，周边道路、树木
大量积尘，群众反映强烈。

2020 年，阿城区上报的问题清
单显示，55 家露天采石企业均未发
现 违 反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法 律 法 规 行
为，不需要进行整改，与大量采石企
业未建设污染治理设施、环境管理
粗放、粉尘污染严重的实际情况不
符，整治工作敷衍应付。

三、原因分析
哈尔滨市阿城区沿袭粗放发展

惯性，对采石企业长期存在的违法
行为默许纵容，对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畏难不前，对生态破坏问题视若
无睹。市区两级有关部门长期监管
不力，失职失责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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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中央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贵州发现，安顺市
平坝区夏云工业园区生态环境违法违规
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

一、基本情况
夏云工业园区位于安顺市平坝区，

是安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
简称安顺高新区）的主要园区之一。园
区规划总面积 29.86 平方千米，现有入驻
企业 309 家，由安顺市委托平坝区进行
管理。

二、主要问题
（一）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夏云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

能 力 为 3000 吨/天 ，目 前 实 际 处 理 量 为
1400 吨/天。由于最初设计工艺主要是
处理生活污水，设计进水化学需氧量浓
度不超过 250 毫克/升、氨氮浓度不超过
30 毫克/升，不能满足工业废水处理要
求。2018 年 3 月，贵州省有关部门要求
当 地 加 快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深 度 处 理 改
造。但当地对此重视不够、推动不力，
直至 2021 年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再
次 指 出 后 ，才 于 8 月 匆 忙 启 动 ，截 至 此
次 督 察 进 驻 时 仅 完 成 部 分 设 施 改 造 ，
相 关 工 作 严 重 滞 后 ，一 些 特 征 污 染 物
长 期 得 不 到 有 效 治 理 ，加 上 部 分 企 业
直 排 偷 排 生 产 废 水 ，导 致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厂 成 为 部 分 企 业 稀 释 排 放 工 业 废 水
的通道。督察发现，2021 年以来，该污水
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日均浓度有 69 天
超过设计标准，仅 11 月前 20 天进水在线
监测化学需氧量浓度就有 134 次超标，最
高超过 1000 毫克/升，超过设计进水浓度
标 准 3 倍 ，严 重 影 响 污 水 处 理 厂 正 常
运行。

2013 年编制的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明确，要规划建设工业固废处置中心。
但当地一直没有落实规划要求，至今没
有建设固废处置中心，一些企业随意倾

倒或填埋固体废物。现场督察发现，中
铝集团下属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在厂区内违法填埋工业固体废物。监测
结果显示，填埋区域渗坑积水化学需氧
量浓度高达 391 毫克/升，超地表水Ⅲ类
标 准 19 倍 ，对 水 和 土 壤 环 境 造 成 严 重
影响。

（二）企业违法违规现象普遍
督察发现，夏云工业园区企业违法

违规问题突出，现有 309 家入园企业中有
89 家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企业通
过雨水管网排放生产废水的现象较为普
遍，现场随机抽查 7 家企业，发现有 4 家
向雨水管排放污染物。监测结果显示，
园区雨水管网内积存的废水化学需氧量
浓度最高达 2695 毫克/升，超地表水Ⅲ类
标准 134 倍。其中，安顺市铝镁铝业有限
公司将两根生产废水管道排口固定在雨
水沟内，长期向雨水沟排放强酸、强碱性
废水，现场督察的当晚，该企业仍通过潜
水泵偷排高浓度生产废水。贵州协力启
航科技有限公司也存在类似问题，监测
结果显示，雨水沟内废水化学需氧量、石
油类浓度分别高达 3370 毫克/升、1.7 毫
克/升，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168 倍、
33倍。

园区内还有一些企业无任何污染治
理设施，大量黑色污水通过黄家龙潭提
水站旁雨水沟直排外环境，严重污染下
游水体。监测结果显示，雨水沟外排污
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氟化物浓度
分别为 528 毫克/升、6.2 毫克/升、4.5 毫
克/升、6.2 毫克/升，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
准 25 倍、5 倍、22 倍、5 倍。现场督察发
现，贵州贵亿塑料制品厂、黔川钢构、贵
州典雅赣黔装饰材料等企业臭气熏天、
污水横流。

（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办 理 群 众 举 报 环 境 问 题 不 严 不

实 。 2017 年 5 月 第 一 轮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护督察期间，群众 6 次投诉该园区雨
污 混 排 等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当 地 以“2017

年 3 月 对 夏 云 工 业 园 区 雨 污 管 网 进 行
全 面 检 查 ，企 业 雨 污 混 排 问 题 已 整 改
完毕”敷衍塞责，实际未采取实质性措
施 ，企 业 雨 污 混 排 问 题 至 今 依 旧 。
2019 年 以 来 ，当 地 收 到 涉 及 夏 云 工 业
园 区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的 投 诉 高 达 28 次 ，
均回复群众称“已办结”，但督察发现，
很 多 问 题 并 未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比 如 ，
2019 年 10 月被群众举报喷漆污染严重
的 贵 州 卓 良 模 板 有 限 公 司 ，至 今 漆 雾
收 集 处 理 设 施 仍 不 完 善 、污 染 问 题 依
然 存 在 。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该 公 司 雨 水
沟 内 积 水 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浓 度 分 别
为 179 毫 克/升 、4.8 毫 克/升 ，分 别 超 地
表水Ⅲ类标准 8 倍、4 倍。

对 突 出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长 期 放 任 。
2016 年以来，群众多次反映园区排污导
致当地一处地下水自流井黄家龙潭受到
严重污染，平坝区没有引起重视并及时
采取有效措施。2019 年 3 月，夏云镇政
府向平坝区政府书面报告“污染系夏云
工业园区企业违法排污所致”后，平坝
区仍无动于衷，仅组织有关单位简单调
查后便草草了事，放任地下水污染问题
持续至今。2021 年 2 月，夏云工业园区
为掩人耳目，擅自将受污染的地下水抽
至下游毛栗河排放，结果导致毛栗河严
重污染，甚至发生死鱼事件。现场督察
发现，毛栗河污染依然严重，监测结果
显示，水体氨氮、氟化物浓度分别为 4.3
毫克/升、2.4 毫克/升，分别超地表水Ⅲ
类标准 3 倍、1 倍。

三、原因分析
安顺市平坝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不力，工作敷衍应对；安顺高新区履行
主体责任不到位；安顺市督促指导不力，
导致夏云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企业违法违规现象普遍、环境污染及
风险隐患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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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中央第三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督 察 陕 西 发
现，渭南市潼关县双桥河流域小碾
子、小浮选、小氰化提炼黄金（以下
简称“三小”提金）屡禁不绝，部分金
矿采选企业违法排污多发，流域生
态环境问题突出。

一、基本情况
双桥河是黄河右岸一级支流，

流域面积 331 平方公里，主河道长
28.4 公里，在潼关县境内有寺底河、
桐峪河、西峪河等支流，最终汇入黄
河三门峡水库。双桥河上游山区是
重要的黄金等贵金属成矿区，当地
长期以来对矿产资源开采及冶炼中
存在的违法问题打击不力，排查整
治不彻底，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

二、主要问题
（一）清 理 取 缔 工 作 不 力 ，“ 三

小”提金屡禁不绝
早在 1996 年，国家就已明确提

出，对土法选金企业责令关闭或停
产。2005 年以来发布的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均明确要求，对“三小”
提 金 在 内 的 落 后 选 金 工 艺 予 以 淘
汰。但潼关县有关部门履职尽责不
到位，对“三小”提金清理取缔整治
推进不力，“三小”提金屡禁不绝、死

灰复燃现象突出。2021 年 3 月，前期
暗查发现，在潼关县太要镇西峪河
三河口桥上游、右岸距离河道约 100
米处，就有 2 处存有大量堆浸液的非
法氰化提金池。督察进驻期间，发
现代字营镇仍有非法小浮选加工点
违规建设。

（二）企业沿河密集分布，环境
风险隐患突出

双桥河流域沿河布局有采选、
石渣加工等各类企业 21 家和 1 个工
业园区，长期以来违法倾倒矿渣、侵
占河道、采选矿废水与生活污水直
排 等 问 题 十 分 突 出 ，环 境 风 险 隐
患 较 大 。 其 支 流 西 峪 河 、桐 峪 河 、
寺 底 河 等 临 河 分 布 有 多 座 尾 矿
库 ，甚 至 部 分 尾 矿 渣 被 直 接 填 埋
在河流沿岸。2021 年 3 月，前期暗
查 发 现 ，紧 邻 寺 底 河 右 岸 的 潼 关
金 星 矿 业 新 尾 矿 库 虽 已 建 成 ，但
企 业 仍 向 紧 靠 河 岸 且 无 防 渗 措 施
的 无 主 尾 矿 库 违 法 堆 存 大 量 尾 矿
砂 ，违 法 占 地 15.8 亩 ，并 擅 自 将 近
2000 立 方 米 尾 矿 废 水 偷 排 至 寺 底
河。位于西峪河左岸的潼关鑫源矿
业尾矿库紧邻西峪河，选矿废水直
排河道，近千吨尾矿砂违规外运并
堆存在右岸，违法占地 8.83 亩。一
旦遇暴雨洪水，沿河的矿渣和尾矿
砂将被冲入河道造成环境污染，风
险隐患较大。

（三）敷衍整改监管失守，环境
污染严重

针对双桥河流域存在的突出环
境污染问题，潼关县相关整治工作
浮于表面、敷衍应付，对流域内“三
小”提金、违法倾倒矿渣等违法行为
打击不力、监管不严，排查整治不彻
底。2021 年 7 月，潼关县上报整治工
作进展情况称，2 处非法氰化提金池
和潼关鑫源矿业违规清运尾矿渣问
题整改到位，潼关金星矿业废水偷
排等问题不实。督察发现，2 处非法
氰化提金池占地约 10 亩、2500 立方
米的氰化尾渣堆直接覆土植绿，土
壤 样 品 中 氰 化 物 含 量 高 达 22.1 毫
克/千克。潼关鑫源矿业谎称已将
外运尾矿砂运回，实际为就地覆土掩
埋，性质恶劣。潼关金星矿业未对违
规堆存的尾矿砂进行处置，偷排废水
行为经查证属实。潼关县有关部门对
此视而不见，整治报告严重失实。

三、原因分析
潼关县对双桥河流域生态环境

安全重视不够，对历史遗留生态环
境问题解决不力，对新增违法问题排
查整治不到位，日常监管流于形式，不
作为慢作为现象突出，导致相关问题
长期未解决，流域环境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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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宁夏回族自治区发
现，银川市、固原市部分垃圾处理设施长
期带病运行，渗滤液污染等问题突出，环
境风险隐患大。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 ，银 川 市 生 活 垃 圾 清 运 量

107.33 万吨，其中餐厨垃圾 14.45 万吨；固
原市生活垃圾清运量 46.96 万吨，其中餐
厨垃圾 1.39万吨。

二、主要问题
（一）银川市垃圾渗滤液环境安全隐

患突出
银川市河东垃圾填埋场距离黄河干

流 3.5 公里，距离汇入黄河的坡子沟 0.3
公里，在银川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013 年 12 月投运后，该填埋场停用并作
为应急处理备用设施，目前已累计填埋
垃圾 346.8 万吨，未设置渗滤液收集池，
渗滤液积存在填埋作业区。其垃圾渗滤

液 处 理 设 施 于 2005 年 7 月 投 入 使 用 ，
2013 年 11 月完成升级改造，设计处理能
力 200 吨/日。该垃圾填埋场停用后，有
关部门疏于日常管护，渗滤液处理设施
老化严重，实际处理量不足 50 吨/日，且
处理量近两年呈下降趋势，渗滤液积存
量达 23 万立方米，在填埋作业区形成约
72 亩的渗滤液汇水面，对黄河水环境安
全形成威胁。

（二）银川市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带病
运行

银 川 市 餐 厨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和
无 害 化 处 理 项 目 设 计 餐 厨 垃 圾 处 理 能
力和沼液处理能力分别为 200 吨/日和
100 吨/日 ，目 前 实 际 处 理 量 和 沼 液 产
生量分别是设计能力的 2 倍和 3 倍，均
处 于 严 重 超 负 荷 运 行 状 态 ，恶 臭 扰 民
问 题 突 出 。 现 场 督 察 发 现 ，该 项 目 产
生 的 部 分 污 水 未 经 处 理 通 过 潜 水 泵 直
排 ，排 放 口 污 水 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总
磷 、总 氮 浓 度 分 别 超 标 30 倍 、19 倍 、3
倍和 38 倍。

（三）固原市垃圾渗滤液污染问题突出
固 原 市 生 活 垃 圾 采 用 填 埋 方 式 处

理，填埋场规模小、布局散，部分县城和
全部乡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均未配套建设
渗滤液处理设施，未开展地下水监测，建
设管理缺位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频发。西
吉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一期服役期满还
未完成封场，但渗滤液收集池已被掩埋，持
续产生的渗滤液已渗入周边土壤，对地下
水造成污染；二期至今未按要求建成渗滤
液处理设施，渗滤液收集池破损严重。马
莲乡垃圾填埋场在渗滤液收集池违法设
置溢流管直排渗滤液，性质恶劣。

三、原因分析
银川市、固原市生活垃圾处理责任

落实不到位；有关部门对辖区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运行不重视，缺少有效监督管
理措施，履职不到位，导致有关问题长期
未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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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徐卫星1月17日北京
报道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与中国
环境报社今日在北京共同主办新闻媒
体座谈会，就生态环保产业当前发展
情况、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下如何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话题与媒体交
流。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等近 20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参会。

会上，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党
委书记、会长郭承站介绍，30 多年来，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生态
环保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成
效 ，有 力 地 支 撑 打 赢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十三五”以来，我国生态环保产业
累计完成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9.5
亿千瓦、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产能
6.2 亿吨，完成 2800 余条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新增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1.9 亿立方米/日、城市排水管网 39 万
多公里，新建城市垃圾焚烧厂 240 座，

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约
64 万吨/日，为支撑打赢蓝天保卫战、
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主力
军、生力军作用日益突显。

郭承站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1 年
是两个百年征程的历史交汇点，是“十
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家在生态环境领
域发布了若干重大政策文件和一系列
重要规划。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新决
策部署，把党中央关于第二个百年新
征程的美好蓝图，碳达峰碳中和、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路线图，积极
转化为生态环保产业新时代新发展的
施工图，全面对接绿色低碳发展和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及国家生
态环境领域各项规划政策，加紧谋划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
体 举 措 ，明 确 行 业 发 展 的 方 向 和 路
径。目前，相关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一级调
研员吕奔出席座谈会并就生态环保
产业发展与趋势作专题介绍。他表
示，近年来，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施及有利于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
政 策 措 施 陆 续 出 台 ，市 场 空 间 持 续
释 放 ，在 市 场 需 求 牵 引 以 及 本 身 和
交 叉 行 业 技 术 进 步 共 同 推 动 下 ，生
态 环 保 产 业 技 术 不 断 迭 代 进 步 、产
品不断丰富、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
级 ，生 态 环 保 产 业 规 模 持 续 较 快 增
长。预计 2021 年-2025 年，年均增长
10%左右，到 2025 年环境治理营收总
额有望突破 3万亿元。

座谈会上，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
会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媒体关心的
问题一一解答。

中国环保产业新闻媒体座谈会在京举行

服务攻坚战 助力绿色发展
到 2025 年环境治理营收总额有望突破 3万亿元

（上接一版）深入报道交通运输、边检海
关、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旅游管理、商务
流通等相关部门全力保障春运、强化市
场保供稳价的工作举措。深入宣传春节
期间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报道全国各
地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热盼冬奥会、
积极参与冰雪运动的生动故事，跟踪报
道场馆运行、疫情防控、安全保障、志愿
服务、媒体服务等赛场内外各项综合保
障工作开展情况。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春
节期间举行的丰富多彩节庆文化活动，
突出地方特色民俗，充分体现春节独特
的文化魅力。

通知强调，要认真组织专题专栏报
道，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在重
要版面、重要时段、网站首页、客户端首
屏等，统一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每天
要保证一定的刊播总量。及时反映活动
进展情况，活动结束后，回顾总结活动进
展成效，反映新闻记者参与活动的心得
体会。

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要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开展工作，确保采
访报道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要坚持融合
创新，突出移动优先，多策划推出直播报
道、短视频等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融媒
体产品。要面向青年群体，结合国外受
众关注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生
动立体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