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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福表示，2022 年，云南省生态
环境系统要围绕“生态环境质量只升
不降，政治生态自然生态双重净化，群
众环境获得感幸福感更加浓厚”的工
作目标，对照“十四五”规划目标时序
进度，稳中求进、统筹兼顾，保持污染
防治攻坚力度和势头，实现生态环境
质量稳中向好。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务
必抓实以下七个方面重点工作。

一是以落实规划为牵引，开创生
态环境保护新局面。全面完成规划编
制、全面推进部省合作、全面加强生态
环 境 源 头 防 控 、协 同 推 动 碳 达 峰 碳
中和。

二是以问题整改为要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抓好滇池沿岸违规违
建整治、全力推进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认真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
一步完善督察体制机制、高标准推进
其他整改。

三是以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打好蓝天保
卫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深入打好
净土保卫战、加强固体废物治理。

四是以执法监督为手段，持续推
进防风险排隐患解民忧。加强生态环
境法治建设、严格生态环境执法监督、
强化环境应急联防联控和处置、强化

辐射环境监管。
五是以细之又细为遵循，认真筹

备 COP15 第 二 阶 段 会 议 。 拓 展
COP15 会议成果、大力创建生态文明
示范区。

六是以智慧环保和队伍能力建设
为支撑，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智慧环
保建设、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加强宣教
能力建设、加强环境交流合作、做好财
务资金保障、强化科技支撑。

七是以加强全系统党的建设为抓
手，用优异的工作成效向党的二十大
献礼。

本报讯 近年来，云南省昭通市
多措并举稳步推进赤水河流域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围绕“如何建，怎么
管”的问题，在建、管、维结合上狠下
功夫，为确保赤水河一江清水出云南
做出了积极贡献。

截至目前，赤水河流域内建成集
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5 座、行政村农村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站 28座、自然村生
活污水收集池67个，完成流域内14个乡
镇户厕改建 55331 座 。 自 2017 年 以
来，辖区内赤水河出境断面水质连续
5年保持Ⅱ类水标准。

据了解，昭通市采取摸清家底，
制定方案；整合资源，加大投入；精心

指导，抓好督促；完善机制，强化管理
等多种举措，努力推进赤水河流域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落地见效。

在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昭通市科学制定治理规划，明确治理
目标任务，统一治理技术模式。以镇
雄县、威信县政府为主体，组织开展
赤水河流域生活污水现状调查，市县
两级分别建立流域生活污水治理现
状台账，结合实际编制了《赤水河流
域（云南段）干流及主要支流沿河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方案》并印发实施。

昭通市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专
项资金，支撑赤水河流域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累计整合各类资金 2.67 亿

元，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26个。
积极探索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发

展水平区域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
式和途径，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先易
后难，梯次推进赤水河流域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

将赤水河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作为对镇雄县、威信县主要领导年
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重
要指标，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行市
级抓统筹部署、县级抓指导督促、乡
镇抓运行管理的长效管理机制，逐步
形成有制度管护、有资金维护、有专
人看护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
行维护机制。 陈克瑶

本报讯 近年来，云南省红河哈
尼 族 彝 族 自 治 州（以 下 简 称“ 红 河
州”）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问题，
以省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
设为重要抓手，全力探索土壤污染防
治新模式并取得了阶段性实质进展。

以规划为引领、项目为抓手，完
善土壤污染防治体制机制。制定《红
河州土壤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强化
项目推动，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
主责、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土
壤污染治理模式，在项目实施中强化
市场参与机制的建立，引导各方力量

积极参与土壤污染治理。“十三五”以
来，共实施土壤项目 39 个，重点试点
示范项目 5 项，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
6.4 亿元，并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
等方式融资约 2.8 亿元，形成了“治污
项目化、项目产业化、产业绿色化”的
生动实践。

以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为
突破，创新土壤环境监管模式。建立
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区域性合作模
式，夯实监管能力；探索创新污染地
块开发利用联动监管模式，提高服务
水平；探索实施土壤污染和冶炼废渣

堆场治理管控模式，指导治理管控全
面推进；探索创新监管制度，提升监
管水平。

与 此 同 时 ，红 河 州 政 府 与 各 县
（市）签订了《红河州土壤污染防治目
标责任书》，及时将土壤污染防治任
务分解到各县（市）。立足实际优先
开展全州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严控新
增土壤污染、实施重点区域修复治
理、建立责任体系等工作，全面完成
六大类 22 项工作，有效减少全州土
壤污染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风险，改
善和提升了环境质量。 陈克瑶

本报讯 2021 年，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州政府
以超常决心、超常举措、超常力
度，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确保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取 得 实 质
进展。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政府
所在地景洪市环境空气质量呈
现较大波动，2020 年出现了重
污染天气。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自 2021 年 1 月 9 日起对西双版
纳州大气污染防治开展挂牌督
办。面对严峻形势，西双版纳
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组织动员全州上下凝心聚
力补短板、强弱项，务求问题整
改实现新突破。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的精
准督导和帮扶下，西双版纳州
着眼增强大气污染防治实效，
科学统筹、强力推进，组建高规
格领导机构，制定精细化管控
措施，增强部门合力保运转，上
下联动走活一盘棋；精准施策

从严管控，认真抓好督察督导
帮扶等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严
格落实“六个严禁、六个管控、
一个加强”，积极应对污染天
气，全力突破制约瓶颈；搭建高
科技监测平台，织密监测网络，
引入专业团队助力用好用活监
测 数 据 ，确 保 问 题 靶 向 精 准
到位。

监 测 数 据 表 明 ，2021 年 ，
景洪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率 为 96.7% ，与 2020 年
相 比 轻 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减
少了 17 天，超标天数由 29 天降
为 12 天，优良率上升 4.8 个百
分点，污染天数下降 58%；PM2.5

平均浓度为 22μg/m3，与 2020
年 相 比 下 降 7μg/m3，下 降 比
率 24.1% ，属 历 史 最 佳 水 平 。
勐腊县、勐海县空气质量优良
率分别为 96.9%、98%，PM2.5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21μg/m3、
25μg/m3，与景洪市同步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陈克瑶

本报讯 近 年 来 ，云
南 省 文 山 壮 族 苗 族 自
治 州（以 下 简 称“ 文 山
州 ”）聚 焦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交 叉 执 法 检 查 反 馈
问 题 ，精 准 发 力 、以 改
促 建 、以 改 促 提 ，在 推
动 企 业 主 体 责 任 落 实 、
党 委 政 府“ 党 政 同 责 、
一 岗 双 责 ”落 实 、生 态
环 境 统 一 监 管 责 任 落
实 、环 境 质 量 提 升 改 善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明 显
成效。

云南省交叉执法检
查 共 向 文 山 州 反 馈
1071 家 企 业 的 3145 个
问 题 。 截 至 目 前 ，文 山
州 已 完 成 整 改 1068 家
企 业 3142 个 问 题 ，3 家
企业 3 个问题未完成整
改 。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移
交 的 152 件 环 境 违 法 案
件线索和新发现的 7 个
环 境 违 法 问 题 ，因 涉 及
立 案 项 目 分 并 ，实 际 调
查处理 157 件，立案 154
件，不予立案 3 件，给予
处 罚 110 件 ，共 处 罚 金
1126 万 元 ，移 送 公 安 机
关拘留共 13 件 14 人。

为 抓 实 问 题 整 改 ，
文 山 州 委 、州 政 府 制 定
印 发 了《文 山 州 生 态 环
境 执 法 检 查 发 现 问 题
整 改 工 作 方 案》，成 立
了 以 州 长 为 组 长 的 整

改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建 立
“ 双 派 单 ”机 制 ，实 行 清
单 化 管 理 ，由 州 政 府 分
别 向 16 个 州 级 行 业 主
管部门和 8 个县（市）人
民 政 府 进 行 派 单 ，县

（市）政 府 负 责 全 面 统
筹 落 实 辖 区 内 的 问 题
整 改 ，州 级 部 门 负 责 加
强 行 业 监 管 企 业（ 单
位）整 改 的 专 业 技 术 指
导 ，共 同 推 进 问 题 整 改
落 实 。 加 强 对 整 改 工
作 的 督 促 指 导 ，多 部 门
形 成 合 力 推 动 整 改 落
实 。 分 类 实 施 整 改 ，组
建 案 件 查 处 工 作 专 班 ，
集 中 力 量 依 法 查 处 ，限
时 办 结 。 实 行 点 面 结
合 ，一 体 推 进 各 项 整 改
工作。

同 时 ，注 重 在 实 战
中 选 人 用 人 ，在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执 法 检 查 整 改
工 作 中 识 别 干 部 、调 整
干 部 、建 强 队 伍 ；在 改
革 中 凝 心 聚 力 ，充 分 发
挥 县 级 垂 管 后 人 员 扁
平 化 管 理 的 优 势 ，探 索
建 立 了 联 动 办 案 机 制 、
专 业 技 术 团 队 培 养 机
制 、常 态 化 督 查 检 查 机
制 ，有 力 推 进 了 整 改 工
作 ；在 实 践 中 强 化 能
力 ，打 造 一 支 作 风 优
良 、本 领 过 硬 的 生 态 环
保铁军。 陈克瑶

本报讯 云南省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
州”）精准施策，全面加强医废
环境安全监管，确保医废处置
安全保障有力有效。

德宏州位于云南省西部中
缅 边 境 ，全 州 共 有 医 疗 机 构
490 家（包含村卫生室），日均
产生医废 4 吨。建有 1 家医废
处置企业，设有热解焚烧和微
波蒸煮“一用一备”两条生产
线，最大日处理能力 12吨。

近年来，德宏州生态环境
部门依法加强对医废收集、暂
贮、运输、处置等环节的全链条
监管，建立了公开检查、随机抽
查，在线监测、监督性监测等监
管机制；督促医疗机构和医废
处置企业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并适时开展应急演练；要求
医废处置企业对医废运输车辆
实行 GPS 行车记录跟踪监管，
并向生态环境和卫健部门报备
相关信息。

自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以来，德宏州生态环境部门积

极履行好医废处置监管职责。
及时成立工作专班，统筹调度
资源。制定并提请疫情防控指
挥部下发执行《德宏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涉疫废物应急处置
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工作的紧急通知》，
明确医废收集、暂存、转运、处
置以及人员和车辆管理的主体
责任，实施严格精准监管。提
请政府投入 150 万元新建一座
医废收集中转站，投入 154 万
元购买 14 辆小型医废收运车
辆；督促卫生防疫部门同步建
成隔离场所、治疗场所、核酸釆
样点医废暂存设施 169 个；督
促医废处置单位进行“三区两
通道”改造，保证处置末端环境
安全。同时，压实视频监管、分
类管理、环境监测、消毒消杀、
闭环管理、执法监管六大责任。

2020 年以来，德宏州生态
环境局共安全 监 管 处 置 医 废
7977.99 吨 ，未 发 生 因 医 废 监
管 不 到 位 而 造 成 的环境影响
事件。 陈克瑶

本报讯 近年来，云南省迪
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
州”）以环境风险管控为核心，
多措并举强力推进尾矿库环境
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查漏
补 缺 ，消 除 隐 患 ，取 得 明 显
成效。

迪 庆 州 位 于“ 三 江 ”成 矿
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因
矿产资源开发带来较大的环境
风险隐患。目前，全州共有 15
座 尾 矿 库 ，其 中 ，正 常 运 行 3
座 、停 产 8 座 、政 策 性 关 停 4
座。堆存尾矿涉及铜、铅锌、
钨、钼等。

迪庆州高度重视尾矿库污
染防治工作，按照“问题导向、
分类施策、防治并举、分步实
施”原则，对辖区内尾矿库的污
染防治设施、周边敏感点分布
等基本情况进行排查，摸清污
染防治情况和环境风险隐患，
并以有色行业尾矿库为重点，
督促指导尾矿库所属企业开展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及时编
制尾矿库污染防治方案，明确
污染防治目标、措施及进度安
排。长江经济带尾矿库污染防
治工作确定的 10 座尾矿库风
险评估、应急预案备案、污染防
治 方 案 编 制 完 成 率 均 为
100%。共梳理出问题清单 41
条，根据问题清单分年度制定
了整治计划，其中 2021 年需完
成整治的 11 条问题已全部整
改完成，其余问题整改正按计
划有序推进。

同时，在全州生态环境系
统开展“以案促建”活动，指导
企业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全面提升尾矿库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能力；出台实施《迪庆
州加强长江经济带尾矿库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联动相关部门
形成工作合力；从严监管，对环
境违法问题和安全隐患进行全
面整改。

陈克瑶赵钰琪

云南砥砺奋进开创生态环保新局面
大气环境治理、环评审批、执法监管实现新突破

♦本报记者蒋朝晖

2021 年，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生
态环境部的有力指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齐心协力
下，云南省生态环境系统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批示指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开展了“三大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问题、滇池沿岸违规违建、政治生态净化），经
受了“三大考验”（COP15 第一阶段会议组织、环境
突发事件频发、省委巡视“回头看”政治透视），实现
了“三大突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进位、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发现
问题），统筹推动了其他重点工作任务完成，奋力开
创了“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局面。

相关数据显示，2021 年，国家下达云南省的生
态环境指标，8 项指标已经或预计可以完成。其中，
全省 16 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到 98.65%，细颗粒物（PM2.5）浓度均值为 22
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数为 0 天，国控断面劣Ⅴ类
水体比例为 3%。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马永福介
绍，2021年，云南省采取多种强有力举
措开展“三大整治”并取得明显成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公开
曝光的 5 个典型案例整改取得阶段性
成效，其中滇池长腰山过度开发、文山
二河沟小水电违法生产破坏保护区生
态等问题基本整改完成。督察反馈的
四大类问题 50 个项目清单，正在全面
落实、有序推进。玉溪市九龙晟景违
法建筑已拆除。督察期间交办的 3069
件群众投诉反映事项，已办结 2740 件、
阶段性办结 105件，整改完成率 92.7%。

在推进滇池沿岸违规违建问题整
治中，省生态环境厅成立工作专班，强
力开展滇池沿岸违规违建排查甄别行

动 、整 治 铁 腕 雷 霆 行 动 ，整 改 力 度 空
前、成效明显、群 众 满 意 ，也 提 升 了
全 省 上 下 对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新 认 知 ，为 生 态 环 境 保 护工作立下
了铁规矩和新标杆。2021 年底前应拆
除的 101.77 万平方米建（构）筑物已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提前全部拆除。通
过整改，环湖路以内临湖一侧预计可
减少建设用地 17250 亩，减少建筑面积
639 万 平 方 米 ，恢 复 生 态 湖 滨 带 14
公里。

2021 年，云南省地级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8.65%，排
名全国第四位，较 2020 年排名进 1位。

针对环评审批一度滞后于项目落
地的状况，聚焦难点、堵点、痛点，在坚

守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法规底线的前
提下，提出决不让环评审批成为项目
落地的“肠梗阻”，出台进一步提高环评
审批效能、促进重大项目建设的“8 条
措施”，打破“互为前置”壁垒，创新设立

“后置条件”，助推全省重大项目建设。
组织开展环评审批“大会战”，环评审批
制 度 改 革 的 经 验 做 法 得 到 省 政 府 肯
定，并在省政府《工作通报》上转发。

2021 年，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监
管发现问题超过 4 万个。先后抽调全
省生态环境系统监管执法、环境管理
等人员 3094 人，组织对 15 个州（市）分
别开展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检查，累计
出动执法人员 92283 人（次），检查各类
对象 23608 家，发现问题 46960 个。

2021 年，云南省各项重点工作顺
利完成，在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强化自
然生态保护监管；强化核与辐射监管；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加强生态环境监
测，推进数字云南建设；做好“十四五”
各项基础性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等 7 个方面实现了
提质增效。

统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
2019、2020 年度州（市）考核，“三大保
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制定《云南省
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完成全省耕地土
壤污染成因排查分析试点工作，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成果总结顺利通过国家
评估和验收。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 90%，比上年提升 8.8%。重

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全省 13250 个建制村已有 3975 个完成
农村污水治理，其中 1323 个建制村纳
入污水管网并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全
省 44 个地下水国考点位Ⅴ类水比例控
制在 4.5%以内，6 个地下水国考饮用水
水源水质全部达标，24 个地下水国考
污染风险监控点水质保持稳定。固废
污染防治提出 80 项危险废物监管具体
措施，实现排查整治常态化。完成危
险废物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任务，
619 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会同应
急部门实现 588 座尾矿库风险隐患排
查、管控治理措施落实、应急预案完善
100%全覆盖。建设升级固体废物环境
管理信息化平台，65 家医疗机构和 20
家医废处置单位医疗废物实现全过程

闭环可视化监控。
编制云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见，组织开展云
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评估。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监管，牵头
开 展“ 绿 盾 2021”自 然 保 护 地 强 化 监
督，组织开展高黎贡山突出生态环境
问 题 排 查 核 查 。 争 取 生 态 环 境 部 支
持，实施横断山南段和西双版纳生物
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重大工程。着力加
强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保护。

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能力建设
和提升。全省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完
成率为 87.4%，位居西南地区第一。加强

“数字云南建设”，实现对全省65家医疗机
构、所有医疗废物处置单位（20 家）的医
疗废物处置全流程精细化监管。

文山州整改联合执法问题
已整改1068 家企业3142个问题

昭通市抓实赤水河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出境断面连续 5年保持Ⅱ类水质

全力探索土壤污染防治新模式

红河州建设省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

德宏州强化医废环境安全监管
2020年以来安全监管处置医废7977.99吨

对标自加压力，明确七大任务

开展三大整治，实现三大突破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积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动践行一线
工作法，厅党组书记、厅长马永福率队到安宁工业园区调研，支持
昆明市解决重大项目环评审批等事项。 蒋朝晖摄

西双版纳竭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2021年全州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迪庆州整治尾矿库风险隐患
2021年11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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