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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统筹不力 监管缺失 河北部分市县违规处置污泥问题突出

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违规占用国家森林公园 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本报讯 2022 年 4 月，中央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河北省发现，邢台、唐
山、衡水枣强等地部分企业长期违规处置
污泥，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相关部门统筹不
够，一些地方监管不力。

一、基本情况
污泥含有害物质，未经有效处理处置

极易造成二次污染。河北省“十三五”规划
目 标 新 增 污 泥 无 害 化 处 置 规 模 3132 吨/
日，实际新增 1824 吨/日。2021 年，河北省
日平均处置污泥约 8600 吨，其中依托生活
垃圾填埋场的处置量约占 26%。

二、主要问题
（一）肆意妄为，非法堆放污泥造成环

境污染
2017 年 10 月以来，位于邢台市隆尧县

的正祥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祥公司）

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以养殖蚯蚓名义，与
邢台市污水处理厂、第二污水处理厂等 19
家单位违规签订污泥处置合同，非法接收
生活和工业污泥 8.8 万余吨。其中，从石家
庄军城皮革公司（含铬鞣工艺）违法接收工
业污泥 6650 吨。督察发现，正祥公司仅利
用少量污泥养殖蚯蚓，其余大量污泥非法
倾 倒 堆 放 在 耕 地 上 ，侵 占 耕 地 面 积 超 过
226 亩。现场可清晰辨认的污泥就有近 1.3
万吨，未采取任何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
措施，产生大量黑褐色、粉红色高浓度渗滤
液进入土壤，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污泥产
生单位没有依法核实处置单位资质，当地
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此违法行为监管缺失。

（二）表里不一，大量违规接收污泥不
知所踪

2014 年，唐山市古冶区沃农有机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农公司）以利用畜禽粪
便和秸秆生产有机肥名义办理生产经营许

可和环评审批手续。2018 年以来，该公司
违规与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下属的北
郊、东郊、西郊、古冶、丰润等 5 家污水处理
厂签订污泥处置合同，非法接收污泥 15.56
万吨。督察发现，沃农公司至少有超过 5
万吨污泥去向不明，存在严重环境风险隐
患。相关污泥产生单位履行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不力，当地相关部门审核把关不严，对
企业擅自变更生产原料、非法接收污泥等
行为熟视无睹，监管明显失职失责。

（三）整改不力，违规处置污泥问题禁
而不止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
负责处理皮毛加工产业（含铬鞣工艺）集聚
区污水的衡水市枣强县大营污水处理厂周
边大量工业污泥长期堆放。河北省整改方案
明确，应采用还原固化技术处置污泥中的重
金属铬后再进行卫生填埋。但此次督察发
现，大营污水处理厂违规处置工业污泥问题

突出，随意变更处置方案，仅将3.08万吨存量
污泥采用还原固化技术处理后外送作路基材
料使用，并未按照整改要求进行卫生填埋。
2016年建成的工业污泥还原固化设施仅运
行 3 个月就停运至今，后续产生的 1.6 万吨
工业污泥违规填埋至枣强县营兴垃圾填埋
场。2021 年 7 月，该垃圾填埋场封场后，大
营污水处理厂又违规委托无污泥处置资质
的第三方单位处置 2697 吨工业污泥，其中
近 100 吨被运送至河北金丰肥业有限公司
作为有机肥生产原料，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三、原因分析
河北省有关部门对污泥无害化处置缺

乏统筹。邢台、唐山、枣强等市县对污泥处
置监管责任缺失，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
出，任由非法处置污泥问题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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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淮安部分区县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 水环境问题突出
本报讯 2022 年 4 月，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江苏省发现，淮安市部
分区县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生活污水直
排、溢流现象多发，水环境问题突出。

一、基本情况
淮安市地处淮河流域中下游，市域面

积 10030 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 205 平
方公里，人口 198 万人，生活污水产生量约
51 万吨/日。2021 年淮安市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收集率为 44%。

二、主要问题
（一）生活污水直排现象较为普遍
淮安市城镇污水管网建设、雨污分流

改 造 不 到 位 ，生 活 污 水 直 排 问 题 较 为 普
遍。现场督察发现，盐河城区段约 3 公里
河道内有 5 个雨水排口晴天直排污水，每
天入河污水量超 2000 吨，在河面形成明显
污染带。经监测，银川路盐河桥西侧排口
污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分别为 152 毫

克/升、55.5 毫克/升，分别是地表水Ⅲ类标
准的 8 倍和 56 倍。淮安市开发区丰收河杭
州路桥下截污箱涵破损，生活污水从破损
处流入丰收河。涟水县城北大沟直排口污
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分别高达 391 毫
克/升、48 毫克/升，分别是地表水Ⅲ类标
准的 20 倍和 48 倍。此外，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安河、涟水县邮电中沟等均存在污水直
排问题。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群
众举报淮安区林集镇污水处理厂空转。此
次督察发现，当地虽对损坏污水管网进行
维修更新，但后续管理不到位，又有多处出
现破损，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依然偏低。
调阅在线监测数据发现，部分时段污水处
理 厂 进 水 化 学 需 氧 量 浓 度 不 到 20 毫 克/
升，清水进、清水出。

（二）水体黑臭问题突出
督察发现，淮安市建成区内水体黑臭

问题突出。2021 年淮安市对建成区 51 个
水体开展季度性监测，有 27 个水体出现黑

臭情况，其中文渠四个季度监测结果均为
黑臭，洪福河三个季度监测结果为黑臭。
淮阴区盐河小区于 2021 年完成截污改造，
现场督察发现该小区新建管网存在多处破
损，大量污水从破损处直排河道，周边水体
重度黑臭。对小区东侧水沟采样监测显
示，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分别达 183 毫
克/升、40.4 毫克/升。此外，督察组还抽查
了清江浦区清安河、洪福河，采样监测显示
均为黑臭。

（三）一些重要河流汛期水质明显下滑
由 于 区 域 污 水 收 集 处 理 不 到 位 ，河

流 两 岸 环 境 整 治 力 度 不 够 ，大 量 污 水 垃
圾 在 排 涝 泵 站 和 涵 闸 上 游 蓄 积 ，淮 安 市
国 省 考 断 面 上 游 支 流 支 浜 水 质 较 差 。
2022 年 3 月 ，当 地 有 关 部 门 对 国 省 考 断
面 上 游 10 公 里 范 围 内 排 涝 泵 站 和 涵 闸
拦蓄水体监测显示，76 个采样点位中Ⅴ
类 、劣 Ⅴ 类 占 比 达 21% 。 汛 期 大 量 污 水
随 雨 水 下 河 ，严 重 影 响 下 游 水 质 。 2020
年、2021 年汛期（6—9 月），张福河、唐响

河 、汪 木 排 河 、南 六 塘 河 、白 马 湖 、浔 河
等 6 条（个）重 要 河 湖 水 质 明 显 下 降 。
2021 年 7 月 ，全 市 11 个 国 考 断 面 中 水 质
优 良 断 面 比 例 仅 为 27.3% ，同 比 下 降 9.1
个 百 分 点 ，赵 公 河 、南 六 塘 河 、汪 木 排
河 、淮 河 入 海 水 道 等 4 条 河 流 水 质 甚 至
降 为 劣 Ⅴ 类 ，与 6 月 相 比 下 降 2—3 个 水
质类别。

此外，2022 年 4 月采样监测显示，南六
塘河上游四斗沟水体氨氮、总磷浓度分别
为 26.6 毫克/升、1.86 毫克/升，分别是地表
水Ⅲ类标准的 27 倍和 9 倍，汛期将对南六
塘河水质产生影响。

三、原因分析
淮安市部分区县对水污染防治工作重

视不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不力，生活
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水环境治理还有明
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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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内蒙古自治区发现，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黄岗梁铁矿区的 7 个采区
全部在内蒙古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范围
内，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生态破坏问题突
出。

一、基本情况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黄岗梁铁矿区现有

内蒙古黄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黄岗矿业公司）和克什克腾旗西北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矿业公司）两家采矿
企业。长期以来，两家企业矿区与黄岗梁
国家森林公园重叠，污染防治和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不到位。

二、主要问题
（一）违规占用国家森林公园采矿选矿

内蒙古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
1996 年 8 月。1994 年颁布并于 2011 年和
2016 年两次修订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均明确规定，禁止在森林公园毁林开垦和
毁 林 采 石 、采 砂 、采 土 以 及 其 他 毁 林 行
为。2018 年 1 月，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进
一 步 加 强 国 家 级 森 林 公 园 管 理 的 通 知》
明 确 规 定 ，国 家 级 森 林 公 园 内 禁 止 开 展
开 矿 、开 垦 、挖 沙 、采 石 、取 土 以 及 商 业
性 探 矿 勘 查 活 动 。 督 察 发 现 ，黄 岗 梁 铁
矿区两家企业却在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
内 建 有 7 个采区、7 家选矿厂、4 座尾矿库
及相关辅助工程，每年采选铁矿及其他伴
生矿合计约 340 万吨。经核实，两家采矿
企业的 3 个采矿权均未落实国家森林公园
管理有关规定，长期违规开采，矿区面积合
计为 24.97平方公里。

（二）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多发频发

督察发现，两家采矿企业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多次被当地有关部门
处罚。仅 2018 年一年，这两家企业就因扬
尘污染和废水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被
处罚 4 次，2019 年以来，又因非法占用林地
被处罚 4 次，涉及非法占用林地 126 亩。现
场督察还发现，大量尾矿和废石露天堆放，
未采取防雨、防扬尘、防流失措施，污染较
为突出。

（三）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滞后

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黄岗矿业公司
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内蒙古赤峰黄岗铁矿
Ⅰ、Ⅱ区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方案》，但
在 2019 年申请验收时，因多处废石场未完
成场地清理和植被恢复工作而未通过验
收。另外，治理方案中涉及的Ⅱ1 区已闭
坑露天采场，总面积为 1.52 平方公里，被划

定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督察发
现，该采场仅部分回填，未达到生态修复效
果。黄岗矿业公司尚有至少 8 处废石场和
露天采场需要加快场地清理或回填、植被
恢复等生态修复工作。另外，西北矿业公
司在矿区四周随意堆放废石，自 2018 年停
产至今，未对矿区多处废石场开展生态修
复治理，废石长期侵占土地，露天堆放，破
坏植被。

三、原因分析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对黄岗梁铁矿区占

用国家森林公园问题重视不够，有关部门
采矿权证审批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导致环
境违法行为多发，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滞后，
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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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空港新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生活污水长期直排
本报讯 2022 年 4 月，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发现，西藏
空港新区不作为、慢作为，多年未建设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放任生活污水
长期直排，严重污染环境，群众反映强烈。

一、基本情况
西藏空港新区成立于 2015 年 4 月，是

自治区级新区，所辖区域为山南市贡嘎县
甲竹林镇全境，规划面积 92 平方公里，现
已入驻酒店、餐饮、物流等服务企业百余
家。督察进驻期间，群众多次向督察组反
映流经空港新区的吉雄干渠恶臭刺鼻，污
染非常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二、主要问题
（一）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根据《西藏空港新区总体规划（2016—
2035）》和《西藏空港新区排水专项规划》，
空港新区应于 2020 年前建设规模为 7500
立方米/日的污水处理厂及 37.5 千米配套
管网。督察发现，空港新区对环境基础设
施 建 设 工 作 重 视 不 够 、推 动 不 力 ，直 至
2019 年 1 月才组织勘察设计招标，之后便
以种种理由不了了之，致使项目建设一直
处于停摆状态，至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
进展。

（二）生活污水长期直排污染环境
督察发现，吉雄干渠空港新区段沿岸

遍布污水排口，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
直排，甚至有厕所污水直接通过塑料管排
入吉雄干渠，水面污浊不堪。经对部分排
口和河渠断面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外排污
水严重超标，对吉雄干渠水质造成较大影

响。其中，空港壹号商务酒店外排污水化
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浓度分别为 627 毫
克/升、18.3 毫克/升、3.2 毫克/升，超地表
水Ⅲ类标准 30 倍、17 倍、15 倍；空港新区管
委会办公楼前排污沟污水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浓度分别为 202 毫克/升、17.9 毫
克/升、2.2 毫克/升，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9
倍、17 倍、10 倍。吉雄干渠流经空港新区
后，氨氮、总磷浓度分别上升 17 倍、3 倍，水
质明显变差。

（三）监管缺失整改不力
空港新区相关部门日常监管走马观

花，对污水长期直排问题熟视无睹。现场
督察发现，在空港新区管委会办公楼前，就
有 一 处 污 水 大 量 汇 集 、黑 臭 明 显 的 直 排
口。2021 年 12 月，前期暗查发现空港新区
生活污水直排、严重污染吉雄干渠等问题，

自治区有关部门随后下达督办通知，要求
进行整改。但是空港新区不是在加快推进
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而是在
临时改变干渠水体观感上动歪脑筋，通过
定期开闸放水、加快水体流动等表面措施，
治标不治本，敷衍应对整改，形式主义问题
突出。直至此次督察接到督察组转办的群
众信访件后，才计划购置两套一体化污水
处理设备进行应急处理。

三、原因分析
空港新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不

强、群众观念淡薄，推进污水收集处理设施
建设不力，监管缺失，敷衍整改，放任污水
直排问题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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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现，伊宁县、伊吾
县、奎屯市等地盲目上马项目，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不力，违规产能监管不严不实，
地方有关部门把关不严、履职不力。

一、基本情况
新疆产业结构偏重，“十三五”末，六

大高耗能行业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企
业工业增加值比重 50.5%以上。坚决遏
制高耗能项目盲目发展，是新疆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二、主要问题
（一）个别地方盲目上马项目
2019 年 7 月，国家有关部门印发的

《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明确
要 求 ，禁 止 单 独 新 建 燃 料 类 煤 气 发 生
炉。督察发现，伊宁县伊东工业园区管
委会以园区清洁煤制气中心的名义为伊
犁闽陶陶瓷有限公司 3 台 1500 吨/小时
企业自用燃料类煤气发生炉“打掩护”，
伊宁县发改委违规于 2020 年予以备案，
目前该设施已基本建成。此外，该企业
建筑陶瓷生产线能效未达先进值，不符
合新建高能耗项目相关要求，地方有关
部门仍默许项目违规建设。

伊 吾 县 新 疆 宣 东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1000 万吨/年兰炭项目在未取得节能审
查和环评批复情况下，于 2020 年 11 月擅
自开工建设，地方及有关部门不仅长期
未制止违法行为，反而以重点工程名义
大力推动，直至督察组指出该问题后，地
方才予以处罚。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规
定，禁止新建限制类产业项目。督察发
现，2020 年 9 月，阿克苏地区有关部门以
承接产业转移为名，违规批复温宿县新
疆创立化工有限公司 3500 吨/年限制类
铅铬黄颜料生产装置，目前该生产线已
基本建成。

（二）落后产能淘汰不力
石化行业 200 万吨/年及以下常减

压装置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早已明令淘汰
的 落 后 生 产 工 艺 ，应 于 2013 年 底 前 淘
汰。督察发现，奎屯市新疆天正中广石
化有限公司顶风新上淘汰类炼油项目。
该公司 60 万吨/年重油深加工及配套工
程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通过当地发改部
门备案，但企业在实际建设中“偷梁换
柱”，于 2019 年建成一套属于淘汰类的
100 万吨常减压石油炼化装置，2019 年、
2020 年 均 外 购 原 油 违 规 从 事 炼 油 生
产。督察还发现，新疆一些地方近年来
以重油加工或沥青加工的名义违规建设
了多个属于淘汰类的炼油项目，相关部
门监管不严，放任企业违规生产。

（三）违规产能监管不严不实
和静县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违反

产业政策要求，以铸造高炉名义建成 1
座 588 立方米普通炼钢用生铁高炉，实
际并未建设配套铸造设备。为规避违规
产 能 整 改 ，企 业 屡 次 弄 虚 作 假 ，并 于
2017 年 11 月以 1280 立方米高炉的名义
对违规建设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现场督察发现，该高炉长期用
于炼铁生产，地方有关部门未予监管。此外，督察还发现，该高炉
出铁口大量烟气收集不到位，无组织排放问题十分突出。

三、原因分析
伊宁县、伊吾县、奎屯市、和静县等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树得不牢，默许纵容甚至推动违规建设和生产行为；有关部门监管
不严，履职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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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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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李明哲哈尔
滨报道《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大检查
工作方案》近日印发，要求各市
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强
安全生产工作系列决策部署，
通过督促企业自检自查、开展
专项排查整治等方式，深入推
进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大检
查，坚决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

本次风险隐患大检查包括
五方面主要任务：开展企业突
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大检查，
核验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
设、运行、管理情况和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物资、救援队伍
等管理情况；开展工业园区突
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大检查，
督查园区内各环保基础设施以
及环境应急设施建设、运行情
况和环境应急管理机构、人员、
工作制度等落实情况；开展集
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风险隐患大检查，摸清
固定源、移动源、面源的环境风
险防范状况；深入推进全省危
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严
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
倒、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并联
合应急管理部门同步推进危险
废物风险集中治理工作；紧盯
核与辐射安全隐患，重点排查
安全防护设施日常运行维护管

理情况和辐射事故应急方案、
物资、通讯方式的可行性、可用
性情况。

大检查分 4 个阶段进行，4
月—5 月为全面自查阶段，组
织企业对各项风险隐患开展全
覆盖自检自查；6 月—7 月为集
中整治阶段，对发现的风险隐
患 实 施 清 单 化 管 理 和 限 期 整
改，动态“清零”；8 月—9 月为
重点督查阶段，省厅针对各地
风险隐患组织开展督查；10 月
—12 月为“回头看”阶段，全面
梳理各阶段工作情况，有针对
性地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
推动形成长效机制。

黑 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要
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担当
作为，统筹安排、精心组织、明
确目标、压实责任、列出清单、
控制风险。部门主要负责人要
亲力亲为、靠前协调，全力以赴
开展好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

“四不两直”和明察暗访，针对
性 配 齐 配 强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专
家，强化创新执法、专业执法。
将排查整改、执法查处、督查督
办、追责问责贯穿大检查全过
程。要认真组织开展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查找环境
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检验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需的准备
情况，不断提升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

黑龙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大检查
包括五方面主要任务，分 4个阶段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