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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在重点行业深度治理方面，稳步推进钢铁
超低排放改造，每月调度超低排放改造工作进
展，推动河北、山东等地出台地方标准和差异化
电价、水价政策。截至目前，已有 23家企业、1.45
亿吨钢铁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225家企
业、5.36亿吨产能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在推进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21-2022
年采暖季钢铁行业错峰生产方面，组织对山东
等 4 省开展钢铁去产能“回头看”专项检查。持
续加强燃煤锅炉和工业炉窑治理，指导各地推进
淘汰燃煤小锅炉，继续推进工业炉窑燃料清洁化，
制定玻璃、石灰电石、矿物棉行业排放标准。

加大重污染天气“围追堵截”力度

重污染天气应对从无到有，理念、机制、程
序等基本趋于完善，是推动“十三五”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目标任务超额完成的重要抓手。

2021 年 ，生 态 环 境 部 延 续 中 长 期 气 候 会
商、临近空气质量会商、每日滚动预报工作模
式，组织开展空气质量预测预报，加强区域应急联
动。印发《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
定技术指南》补充通知，进一步完善重污染天气重
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推动应急减排措施
转化为成体系的技术规范。

河南省启动“万人进万企”活动，组织工作

组优化助企模式，为企业详细讲解绩效分级差异
化指标划分标准、不同级别预警期间各类企业减
排措施以及核查方法等内容，为相关单位全面深
入理解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重庆市节节贯通，以市级会商预警，每日预
判空气质量、现场督导，问题移交区县及时整改
和加强巡查监管，镇街着力清理“毛细血管”的
模式持续加强对重点工业企业的管控。

河北省邯郸市建立大气环境治理指挥调度
平台每日专报制度，每日推送污染物排放总量
变化、在线监测超标异常、重点企业停限产装备
视频监控等 11 类情况，精准监管，科学应对重
污染天气。

形成重污染天气的主要因素，除了不利于
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应对措施落地不严不
实是精准防控的大敌。

为此，生态环境部对河北 12个城市、天津以
及山东、河南部分重点城市逐一开展实地督导调
研，强化应急减排和污染治理措施落实，发现各类
突出问题 1400余个，曝光了唐山部分钢铁企业在
线监测数据造假等一系列典型案例，形成了对违
法行为的强力威慑。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以减污降碳为
抓手，进一步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绿色转型，强
化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加快补齐 VOCs 和氮
氧化物防治短板，加强区域协同治理，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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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全国碳市场数
据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强化
数据质量管理。一方面，结
合全国碳市场数据管理和配
额分配的要求，为制定积极
稳妥的配额分配方案和实施
有效的配额清缴履约管理提
供有力支撑，生态环境部制
定出台了《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
电设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核查指南（试行）》，进一
步规范碳排放数据核算、报
送和核查管理。同时，在《管
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省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
生态环境部有关规定，以“双
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重点
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的核查工作。另一方面，大
力开展数据质量管理监督帮
扶工作。2021 年 5-6 月，生
态环境部组织开展了重点排
放单位碳排放核查工作调研
和监督帮扶，提升碳排放数
据 质 量 管 理 能 力 。 2021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
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数据质量监督管理相关工
作的通知》，组织地方开展数
据质量自查，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专项监督
执法工作，严管、严查、严办
碳排放数据管理违法违规现
象，推动建立全国碳市场数
据质量管理长效机制。

顺利完成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保障全国碳市场上线
运行。通过数据报送系统、
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有
力地保障了全国碳市场顺利
运行。生态环境部组织建设
了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
放数据报送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了全国电力、钢铁、有色
金属、石化、化工、建材、造
纸、民航行业共 6700 余家重
点排放单位在线编制数据质
量控制计划、报送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和补充数据表等，
支持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在线组织完成碳排放数
据核查与监管，支持生态环
境部开展碳排放数据质量管
理。2021 年 7 月，注册登记
系统和交易系统顺利通过生
态环境部组织的功能验收和
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
测评，顺利上线。注册登记
系统和交易系统上线以来，
实现了安全、稳定、无中断运
行，未发生网络安全事件，为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重
点排放单位提供专业、高效
的登记、交易、结算服务。交
易系统已实现交易开户、交
易 委 托 、成 交 处 理 、行 情 展

示、风险控制、交易监控各类
功能，支持挂牌协议交易、大
宗协议交易和单向竞价交易
三种交易模式，实现与注册
登记系统、生态环境部环境
综合信息大屏等的有效数据
交互，并提供专门的交易监
控端和监管客户端，实现各
环节全方位监管。

有 序 组 织 开 展 履 约 活
动 ，推 动 履 约 高 效 完 成 。
2021 年 10 月 23 日 ，生 态 环
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
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清缴
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通过
开展组织动员、积极协调、能
力建设等提高重点排放单位
配额管理和清缴能力，推进
重点排放单位按时、足量完
成 配 额 清 缴 履 约 。 另 一 方
面，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以及
确保冬季供暖等民生需求，
生 态 环 境 部 还 组 织 制 定 了

“配额清缴履约 20%上限”和
“燃气机组按配额分配量清
缴履约”等政策，并允许国家
核证减排量（CCER）用于配
额清缴抵消，为配额清缴负
担较重的重点排放单位减轻
经济压力。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履约率为 99.5%，全
国碳市场第一履约期，重点
排 放 单 位 累 计 使 用 3200 余
万 吨 CCER 进 行 配 额 清 缴
抵销，成交额超过 9 亿元，不
仅降低了重点排放单位履约
成本、减轻了企业负担，同时
还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
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
保护补偿等的作用。总体来
看，全国碳市场促进企业温
室气体减排和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

推动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目标
实现

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了
阶段性成就，顺利完成第一
个履约周期，但同时又来到
了新起点，面临新挑战，迈入
新征程。应以建立完善制度
体系为关键，以强化制度落
实执行和监管为抓手，着力
从顶层设计、市场体系、交易
机制等方面深化推进各项工
作，持续完善全国碳市场制
度体系，加强数据质量管理，
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依
托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总
量和分配制度，早日实现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有
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以全国碳市
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持
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绿色
低碳发展转型，助力我国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
顺利收官，再启新征程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兵团

总计

案件数（件）
5860

1101

19810

3187

2251

3747

1205

788

1093

15914

7304

2954

2445

1837

13440

9572

1559

2793

14108

1844

603

2239

4644

2052

4040

256

3720

953

178

460

744

117

132818

处罚金额（万元）
11634.48

11347.52

112699.26

50222.34

21722.71

36612.77

7701.63

14702.00

11436.99

146378.87

76951.89

27394.59

20445.03

19373.75

148709.79

51304.92

26915.15

21586.82

147321.81

13472.33

6894.57

13157.53

36945.05

20176.18

49235.91

3084.90

34940.63

8446.89

2002.32

5646.83

8886.57

1307.80

1168659.84

2021年1-12月一般行政处罚案件数及罚款金额表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兵团
总计

处 罚 类 型

按日连续处罚

案件数/件
0
2
76
2
6
11
2
5
1
19
0
1
4
0
2
2
2
0
23
2
1
0
2
3
0
0
27
4
0
0
1
1

199

金额/万元
0

267
5523.6

9.4
41

2258.4
220

1294.79
14.4

2784.25
0
8

14.68
0

530
1299
76.00

0
284.2
119.9
1.4
0
21
560
0
0

431
2694.50

0
0

124.1
4.00

18580.62

查封、扣押

615
15
639
257
44
71
36
29
31

1832
662
1456
392
109
354
354
137
41

1188
90
7
27
109
59
24
12
181
16
8
37
42
23

8897

限产、停产

5
0
66
18
20
28
21
13
4

218
42
138
17
74
40
23
21
21
121
36
9
14
23
13
44
0
41
1
1
6
9
6

1093

移送拘留

14
12
317
76
45
107
35
31
13
467
275
136
176
106
281
44
88
222
345
49
33
38
97
127
97
3
88
23
10
7
24
11

3397

涉嫌污染犯罪
移送公安机关

16
11
60
23
19
142
9
4
6

366
195
46
75
73
160
55
36
52
341
43
11
45
19
24
6
0
4
7
1
8
9
2

1868

五类案件
数/件

650
40

1158
376
134
359
103
82
55

2902
1174
1777
664
362
837
478
284
336
2018
220
61
124
250
226
171
15
341
51
20
58
85
43

15454

2021年1-12月环保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区域分布表

◆本报记者牛秋鹏

2022年 1月 1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第二轮第五批公布了最后一批典型案例。

“十四五”开局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陆续启动了第二轮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
督察，截至目前，已集中曝光山西、辽宁、安
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云南、吉林、山
东、湖北、广东、四川、黑龙江、贵州、陕西、宁
夏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有色矿
业集团、中国黄金集团两家央企共 91 个典
型案例。

典型案例是警钟、是信号。分析这些案
例，有助于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
门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切实传导压力，倒逼
责任落实。

第二轮第五批典型案例有
哪些特点？

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共分
5 次通报 20 个典型案例，存在共性问题，比
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盲目上马“两高”
项目等。

分析这些典型案例背后的原因，一是个
别地方党委、政府或相关部门思想认识不到
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力，在实际工
作中要求不严、标准不高、落实不严；二是对
待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敢动真碰硬，对一些
难度大、矛盾多的问题，解决力度不够，使得
一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三是长效机制不健
全，有的部门工作在后续投入、措施上没有
跟上，部分工作虎头蛇尾，甚至出现“拉抽
屉”的现象，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梳理典型案例的细节还发现，一些地方
片面追求 GDP 快速发展，没有守好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典型案例中有的被通报企
业是当地纳税大户，地方政府监管不严，“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一些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地方为应付督察，临
时采取非常规手段，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现
象仍有发生。

督察的目的在于引导地方协调处理好
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对典型案例通
报问题，督察将扭住不放、一抓到底，采取盯
办、调度、督办等措施，指导推动地方彻底解
决问题。

91个典型案例指向哪些共
性问题？

从“十四五”开局以来通报的 91 个案
例中不难发现，督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督察视角可以分为“四个关注”：

关注一：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
和去产能落实情况。

2021 年，一方面，一些地方在盲目上马
“两高”项目方面有大上、快上、抢上、乱上的
势头；另一方面，对压减产能重要性认识不
足，完成任务决心不大，工作推进不力。

若任由“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不仅直接
影响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还影响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

14 个典型案例中，辽宁和安徽各存在
两个。辽宁一些地方项目管控不到位，中国
有色集团下属沈阳矿业公司节能降耗推进
不力；安徽淮北部分项目煤炭消费减量替代
方案弄虚作假，固镇经济开发区不顾环境承
载力，盲目上马工业项目。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还表现为“未批先
建”。如广东云浮、山西晋中、湖北阳新和大冶
等地均存在项目未批先建、盲目上马的问题。

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将是今后各批次督察的重点内容。

关注二：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贯彻
落实情况。

大江大河成为督察重点。保护大江大
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是治理大江大
河的纲领性文件。

2021 年 3 月起施行的《长江保护法》和
正在审议的《黄河保护法（草案）》将形成保
护大江大河的硬约束机制。

在曝光的 9 个长江经济带案例中，安徽
太平湖流域污染突出，铜陵荷花塘超标污水
排入长江；湖南、四川存在流域污染、监管不
力问题；湖北则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用
不力，污染问题突出；湖北、云南存在小水电
清理整改工作滞后导致生态环境破坏。

在曝光的 3 个黄河流域案例中，黄河陕
西韩城龙门段长期非法倾倒大量废渣破坏
黄河生态，河南郑州、开封等市借引黄灌溉
之机行“人工造湖”之实，山东省一些地市部
分湿地公园管理混乱，均与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

关注三：重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及处
理情况。

重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及处理情况的
典型案例共42个，应该算是重点通报对象。

在这些案例中，涉及重大生态破坏的案
例共 23 个，主要包括非法采矿、采砂，过度
开发以及生态修复缓慢等。广西凤山世界地
质公园、贵州蒙江坝王河保护区、云南长腰山
和杞麓湖等受人关注的保护区均被点名。

值得关注的是，通报了两个关于“耕地
中的大熊猫”黑土地的典型案例。黑龙江绥
化、吉林松原对黑土地保护重视不够，项目
建设违法占用黑土地，导致部分黑土地遭到

破坏。
19 个环境污染及处理情况案例主要是

水、大气、土壤环境污染情况。如陕西咸阳、
河南汝州大气污染问题，宁夏吴忠、四川宜
宾、山东泰安等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问题，
山西忻州、辽宁沈抚、陕西渭南等乱堆乱弃
工业废渣土壤污染问题。

关注四：基础设施建设等生态环境领域
突出短板问题。

在通报的 23 个案例中，基础设施建设
短板基本围绕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污泥处
置等问题。

因污水管网迟滞建设导致污水直排的
案例占一半以上，有 13 个。广东中山、茂
名、保山，贵州毕节、安顺，陕西安康，山西太
原，辽宁铁岭等地均存在污水管网建设滞
后、治污设施管理不善、污水直排问题突出、
水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此外，江西南昌、
山东菏泽、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广西崇
左等地存在生活污水管网建设改造滞后造
成水体返黑返臭问题。

生活垃圾处置短板突出导致污染问题
丛生的案例有 8 个。云南景洪、湖南湘西、
吉林长春、湖北孝感、河南新乡、广东清远、
宁夏银川和广西等地均存在生活垃圾处理
短板明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严重滞后
导致环境风险突出等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污泥处置案例。辽
宁朝阳和四川遂宁存在生活污泥无害化处
置工作推进缓慢、集中处置设施建设严重滞
后、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

2022 年 1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将完成第二轮例行督察
任务，实现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督察全覆盖。尚未接受督察
的省份，可以通过典型案例，把“缓一缓”“歇
口气”的想法收一下，以案为鉴，发现自身的
问题，并把问题整改做扎实。

91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敲警钟传信号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等共性问题需加大力度解决

连日来，湖南省资兴市开展东江湾水域网箱退水上岸集中攻坚行动，对水域内的
网箱进行拆除、清退、迁移，引导养殖户转型发展，维护东江湾水域良好生态环境。图
为工作人员运用 4艘小船将网箱拖离东江湾水域。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
报道 工业企业减排措施落
实不到位、扬尘污染管控仍
有短板、监管处罚力度不够
大……1 月 21 日，在今年首
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行 动
视频调度会上，宁夏回族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措 辞 严 厉
地 通 报 了 近 期 大 气 污 染 防
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今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
区部分城市已先后经历几次
持续污染天气过程。1 月 6
日-9 日，全区出现今年首次
持续污染天气过程，吴忠、石
嘴山、银川、中卫等地先后启
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三级
应急响应。近日，受不利气
象条件影响，各地又出现污
染天气过程。数据显示，今年
前20天，全区地级城市环境空
气优良天数比例仅为 63%，同
比减少3天；PM2.5平均浓度为
70μg/m3，同 比 上 升 59.1%；
PM10平均浓度为 109μg/m3，
同比下降 25.3%。共发生了 9
个重污染天，重污染天数比例
达0.5%，对完成全年重污染天
气消除目标带来巨大压力。

通 报 指 出 ，1 月 4 日 以
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各
地市接连出现持续轻度以上

污染天气，部分时段出现中
度及以上污染，颗粒物浓度
居高不下。而银川市、中卫
市在 1 月 7 日重污染天气当
天才启动黄色预警。

部分地市重污染天气应
对基础工作不扎实，对重点
行业企业绩效分级和差异化
管控重视不够，未能针对火
电、石化、化工、冶金等重点
行业企业采取差异化减排措
施。如银川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减排清单未更新，仍沿用
2020 年的清单；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部分企业未按照技术
指南要求填报减排清单。同
时，各地在执法监管上普遍
存在监督检查多、发现问题
少的情况。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 要 求 ，各 市 县 进 一
步 监 督 企 业 落 实 减 排 措
施 ，加 大 对 废 气 重 点 排 污
单 位 的 检 查 频 次 ，严 格 监
督 企 业 落 实 错 峰 生 产 、减
产 限 产 等 措 施 ，督 促 企 业
加 强 废 气 治 理 设 施 运 行 保
障 ，杜 绝 因 设 备 故 障 、非 正
常 工 况 等 原 因 引 起 的 污 染
物 超 标 排 放 现 象 ，确 保 污
染 物 稳 定 达 标 排 放 ，最 大
限度减少工业源排放。

今年以来经历多次持续污染天气

宁夏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视频调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