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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报道 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第二轮第六批 5 个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至
25 日陆续进驻河北、江苏、内蒙古、西
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开展督察。截至目前，各督察组
已完成下沉工作任务。

各督察组根据前一阶段督察掌握的
情况和聚焦的问题线索，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深入现场。通过下沉工作，查实了
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硬，甚

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目前已分两批公开曝光
10 个典型案例。各督察组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把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下沉工作的重中之
重，现场抽查群众举报问题的整改落
实情况，并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
见建议。下沉工作进一步传导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压力，并通过回访，得到
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有关省（自治区）和兵团统筹做好
经济平稳运行、民生保障、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督察
整改工作，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
改 。 主 要 领 导 同 志 通 过 提 出 明 确 要

求、现场调研督办、召开专题会议推进
等方式，大力推动整改工作。经过督察
双方共同努力，一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
境问题得到解决，一批整改不到位甚至
污染反弹的问题得到查处，一批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

截至 4 月 22 日 22:00，各督察组共
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 14410 件，受
理有效举报 12425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
举报，累计向有关省（自治区）和兵团转
办 10445 件。有关省（自治区）和兵团
已办结或阶段办结 5772 件。其中，立
案处罚 1127 家，立案侦查 59 件；约谈党
政领导干部 239 人，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88人。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完成下沉工作任务

被督察对象

河北

江苏

内蒙古

西藏

新疆和兵团

合计

收到举报数量（件）

来电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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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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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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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11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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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举报数量（件）

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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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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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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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5

已办结（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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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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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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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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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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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3512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

被督察对象

河北

江苏

内蒙古

西藏

新疆和兵团

合计

阶段

办结（件）

119

1081

615

94

351

2260

责令

整改（家）

283

894

758

178

252

2365

立案

处罚（家）

109

771

90

40

117

1127

立案

侦查（件）

14

6

36

0

3

59

约谈（人）

23

58

67

47

44

239

问责（人）

60

13

59

9

47

188

本报记者杜宣逸报道 生态环境部
近日向媒体公布了 2022 年 1—3 月全国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1—3 月，3641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
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 88.2%，同比上升 5.2 个百分点；劣Ⅴ
类断面比例为 1.0%，同比下降 1.1 个百
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
磷和高锰酸盐指数。

1—3 月 ，长 江 、黄 河 、珠 江 、松 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及西北
诸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河流水质优良

（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9.7%，同比上
升 5.0 个 百 分 点 ；劣 Ⅴ 类 断 面 比 例 为
0.8%，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主要污
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
氨氮。其中，西北诸河、长江流域、浙闽
片河流、西南诸河和珠江流域水质为
优；黄河、辽河、海河、松花江和淮河流
域水质良好。

1—3 月，监测的 192 个重点湖（库）
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湖库个数占比
78.1%，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湖库个数占比 4.7%，同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
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176 个监测
营养状态的湖（库）中，中度富营养 8
个 ，占 4.5% ；轻 度 富 营 养 32 个 ，占
18.2%；其余湖（库）为中营养或贫营养
状态。其中，太湖和巢湖均为轻度污
染、轻度富营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
滇池为轻度污染、轻度富营养，主要污
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洱海、丹江口水
库和白洋淀水质均良好、中营养。

1—3 月，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嘉峪关、黔东南和崇左等 30 个城市国
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相对较
好（从第 1 名至第 30 名），白城、开封和
运城等 30 个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
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从倒数第 1 名至
倒数第 30名）。

吕梁、呼和浩特和渭南等 30 个城
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变
化情况相对较好（从第 1 名至第 30 名），
白城、定西和朝阳等 30 个城市国家地
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相
对较差（从倒数第 1名至倒数第 30名）。

相关表格详见今日四版

生态环境部公布1—3月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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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进一步作出了职责分工，提出了
具体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办法》明确
了督察整改的主体责任，规范了程序、完善
了机制、强化了手段，对督察发现的问题特
别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的解决具有重要
意义。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开展以来，发
现 和 推 动 解 决 了 一 大 批 突 出 生 态 环 境 问
题。但是，几乎在各轮次督察及督察“回头
看”中，督察组都曾发现有的地方在推动完
成督察整改任务时打了折扣，被督察指出的
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存在。从中可以看出，督
察整改工作仍有薄弱环节，督察整改的成效
迫切需要刚性的制度约束加以保障。

《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推进督察整改

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督察整改工作
长效机制，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督察
整改管理闭环，从而为彻底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提供强大动力。

发现问题并不是督察的终点，问题真正
得到解决才是落实了整改责任的体现。历
次督察发现的环境基础设施存在短板、违规
上马“两高”项目、违法开采矿产资源导致生
态破坏等问题，对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
绿色转型发展有很大影响，需要各地结合实
际，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予以整改。

推进督察整改，关键是要压实责任。《办
法》进一步明确督察整改的省级主体责任，
强化省级党委和政府对督察整改工作的领
导监督作用，可谓抓住了破解难题的要害。

省级党委和政府肩负着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
主动承担和全力推动督察整改工作是责之

所在。因此，《办法》明确，省级党委和政府
是督察整改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同志是督
察整改的第一责任人。省级党委和政府要
建 立 督 察 整 改 领 导 机 制 ，研 究 部 署 、统 筹
协 调 、督 促 推 动 督 察 整 改 工 作 。 要 做 好
组 织 督 察 整 改 方 案 编 制 和 报 批 工 作 ，督
促 有 关 地 方 、部 门 严 格 落 实 整 改 任 务 及
措 施 ，做 好 验 收 销 号 ，对 督 察 整 改 有 关 情
况 定 期 报 告 和 对 外 公 开 等 。 这 些 规 定 为
省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如 何 落 实 主 体 责 任 作 出
了具体安排。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推动督察整
改工作的重要抓手。此次出台的《办法》规
定，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作为重要内
容。中央和省级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由
此将形成层层推进的合力，确保督察整改力

度不衰减、责任不空转。
在推进督察问题整改的过程中，督察组

发现一些地方存在敷衍整改、虚假销号等问
题。《办法》对此也作出明确规定，通过建立
问题清单、加强现场盯办、现场抽查、信息公
开等方式，进一步固化秩序、严密制度，健全
监管链条。这有利于杜绝整改弄虚作假、验
收不严不实等行为，确保任务真落实、问题
真解决、督察真有效。

督察整改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
环节，是检验督察工作是否有 成 效 的 重 要
标 志 。 督 察 整 改 工 作 是 否 到 位 ，是 主 体
责 任 是 否 充 分 落 实 的 根 本 体 现 。 各 地 要
主 动 承 担 起 督 察 整 改 主 体 责 任 ，做 到 问
题 不 查 清 不 放 过 、责 任 不 落 实 不 放 过 、整
改 不 到 位 不 放 过 、群 众 不 满 意 不 放 过 ，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部署要
求真正落到实处。

问题真整改才是责任真落实
钟寰平

新华社北京电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立法座谈会 22 日下午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认识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立法的重大意义、特点要求，进
一步凝聚共识，高质量做好立法工作，
切 实 保 护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 的 生 态
根基。

栗战书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和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推进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要全面系统
做好制度设计，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
用性、可操作性。一是“坚持生态保护
第一”，坚持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
量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
平保护。二是突出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在法律中明确国家构建青藏高原生态
安全屏障，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建立分
区分类用途管制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制度，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质
量与稳定性提升。三是突出生态保护
修复，坚持保护优先、预防先行、自然恢
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
理，增强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四是强化生
态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全领域统一的和
分区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监测评估制
度。五是科学促进生态、生产、生活协
调平衡，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的产业布局，形成有利于促进生态良性

发展的生活方式。栗战书强调，推进青
藏高原生态保护立法，标准要求高、立
法难度大，要加强组织协调，继续做好
调研论证和听取意见工作，做好与其他
法律的衔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
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
仲礼出席。

座谈会上，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
相关负责同志、全国人大代表、专家作
了发言。

栗战书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立法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高质量做好立法工作

本报记者李欣报道 4 月 22 日，生
态环境部举行 4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
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
敬出席发布会，介绍深入打好净土保卫
战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刘友宾主持发布会，通报近期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重点工作进展，并共同回答了
媒体关心的问题。

刘友宾介绍，2022 年一季度，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在环境
空气状况方面，一季度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3.8%，同比
上升 2.9 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 4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4%。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7.4
个 百 分 点 ，PM2.5 浓 度 同 比 下 降 3.1%。
在水生态环境状况方面，一季度全国地
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8.2%，
同比上升 5.2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 比 例 为 1.0% ，同 比 下 降 1.1 个 百 分
点。一季度，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
定，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声环

境各类功能区昼间、夜间总达标率分别
为 96.5%和 87.7%，同比分别上升 0.1 个
百分点和 3.4 个百分点。核与辐射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得到妥善
处置。

苏克敬表示，在“十四五”新的时
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突
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
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的工作
思 路 。 做 好《“ 十 四 五 ”土 壤 、地 下 水
和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规 划》和《农 业
农 村 污 染 治 理 攻 坚 战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 年）》的 落 地 实 施 。 统 筹
推进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治、耕
地 分 类 管 理 、建 设 用 地 准 入 管 理 、地
下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农 村 环 境 整 治 、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监 督 指 导 六 项 工
作。进一步提升土壤、地下水和农业
农 村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在 我 国 生 态 环 境
保护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保持定力，深
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和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保障土净水洁，建设美丽乡
村，为确保到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
本实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有记者问到目前受污染耕地情况
如何，将采取哪些措施确保 2025 年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左右的
目标，苏克敬表示，当前我国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总体稳定，部分地区重金属
污染问题相对突出。对耕地污染问题
突出的地区，一方面强化工矿污染源头
整治，实施重金属减排工作，开展涉镉
行业企业排查整治，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物的产生，耕地周边环境质量得到明显
改善。另一方面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督促调
度，开展分片帮扶指导，推进完成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分类采取农艺
调控、替代种植，或者种植结构调整等
措施，完成《土十条》确定的安全利用目
标任务。“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坚持风险
管控的思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
出发点，进一步强化各地土壤污染防治

和安全利用责任，深入开展污染溯源、
断源，全面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
施，确保实现“十四五”的规划目标。

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发现的
虚假整改问题，刘友宾告诉记者，督察
整改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
环节，是检验督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
志。为进一步推进督察整改工作的规
范化、制度化，完 善 督 察 整 改 工 作 长
效 机 制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 察 整 改 工 作 办 法》，明 确 了 督 察 整
改责任主体，规范了督察整改工作的
程序和要求，规定了对督察整改不力
的 问 责 措 施 ，形 成 发 现 问题、解决问
题的督察整改管理闭环，确保督察整改
的严肃性和实际成效。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办公室将指导督促各地、有关
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准确把握督察整
改工作要求，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后半篇文章”。
发布会实录详见今日二版、三版

生态环境部举行4月例行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陈
晓明海口报道 海南省生态环境
厅日前发布消息，今年一季度，海
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
良天数比例为 99.9%，其中主要
污 染 物 细 颗 粒 物（PM2.5）浓 度 低
至 13 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
物（PM10）为 24 微 克/立 方 米 ，均
为 2015 年有监测数据以来同期
最好水平。

“与 2021 年第一季度相比，
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上升 0.5 个百
分点，PM2.5 下降 7 微克/立方米，
PM10 下降 10 微克/立方米，臭氧

（O3）下降 19 微克/立方米。”海南
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处
长叶红春说。

近年来，海南持续大力推进
治气工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措
施方面，出台了《海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修订《海南省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规定》。同时，印发
实施《火电厂污染物综合 排 放 标
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
准》《水 泥 工 业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槟 榔 加 工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等地方标准，以行业污染物
排 放 标 准 为 抓 手 ，进 一 步 加 严
行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推 动 相
关 行 业企业实施污染治理提标
改造。

在工作机制建设方面，建立
健全大气污染防治“监测与问题
发现—预警预报—评价研判—工
作响应”全链条工作机制，积极探
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由政府
主抓落实、政协民主监督的新机
制，充分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作用。

截至目前，海南省全面淘汰
黄标车共 10 万余辆，提前淘汰老

旧柴油车 1.7 万余辆。全省所有燃煤电厂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 ，烟 尘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66%、
65%、50%。下一步，海南省将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运输结构，聚焦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推进大气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不断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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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贵
州省毕节市纳雍
县践行“绿水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大 力
植树造 林 ，统 筹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系统治理。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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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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