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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
上接一版

积极推进绿色发展转型和生态保
护修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淘汰化
解落后和过剩产能。实施新能源倍增
行动，建设蒙东、蒙西千万千瓦级新能
源基地。集中整治黄河河道“四乱”，
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1411 万亩、林
草 生 态 建 设 2452.8 万 亩 。 强 化“ 三 区
三线”硬约束，持之以恒推进沙化土地
治理，毛乌素沙地生态呈现区域性好
转态势，库布其沙漠治理为全球荒漠
化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
“散乱污”企业 2150 家，实施清洁取暖
改 造 ，淘 汰 燃 煤 小 锅 炉 ，2021 年 全 区
PM2.5 浓 度 为 23 微 克/立 方 米 ，较 2016
年下降 34.3%。新建或改造城镇、园区
污水处理厂 134 座，封堵停排入河排污
口 162 个，2021 年全区国考断面优良水
体比例达到 65%。扎实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
理率达到 19.7%。

内蒙古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督察
工作，边督边改，立行立改，解决了一
批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 截 至
2022 年 4 月 底 ，督 察 组 交 办 的 2829 件
群 众 举 报 问 题 已 办 结 或 阶 段 办 结
1841 件 ，责 令 整 改 872 家 ，立 案 处 罚
126 家，立案侦查 45 件，约谈 73 人，问
责 72 人。

督 察 指 出 ，内 蒙 古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要素俱全，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较大进展，但对标
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建设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要求
相比，工作仍然存在差距，一些领域和
地 区 还 存 在 比 较 突 出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还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发
展理念缺乏深刻理解，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内生动力不强。草原林地保护为
矿山开采等开发建设让路问题多发频
发。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山
脉和东北部荒漠草原生态脆弱，但当
地仍存在大量违法违规开采行为。乌
拉特前旗 62 个采矿项目违法侵占荒漠
草原近 3 万亩，当地还违反自治区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大量开采超贫磁铁矿，
生态破坏严重。截至 2021 年底，自治
区 1482 家在期有效露天矿山中有 500
多平方公里需要治理修复，乌海市呼
珠不沁希勒石灰石矿区关停 10 余年未
进行治理修复。

“ 两 高 ”项 目 违 规 上 马 。 2018 年
以来，自治区未经节能审查违规建设
的“ 两 高 ”项 目 多 达 42 个 。 焦 化 项 目
盲 目 扩 张 ，2020 年 7 月 自 治 区 工 信 部
门推动出台文件，取消焦化项目总量
控 制 和 产 能 置 换 政 策 ，半 年 内 8 个 盟
市就备案焦化项目 26 个，备案产能高
达 1.08 亿吨，是文件出台前已有产能
的 近 2 倍 。 乌 海 、阿 拉 善 等 盟 市 在 上
报焦化项目整治方案时，将部分十余
年 前 审 批 备 案 但 未 实 质 开 工 的 产 能
上报予以保留续建，或作为置换产能
指 标 ，相 关 部 门 审 核 把 关 不 严 ，同 意
保 留 部 分 应 撤 销 备 案 的 项 目 。 阿 拉
善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2019 年 提 出
实 行 承 诺 准 入 ，使 得 19 个 用 能 项 目

“未批先建”。
一些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

不力。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 2018 年以
来批准新设或延续 53 宗与自然保护地
重叠的矿业权，赤峰市黄岗矿业、克什
克腾旗西北矿业 7 个矿区合计近 25 平
方公里，全部位于黄岗梁国家森林公

园内。自治区水利部门对取水许可管
理混乱问题缺乏有效监督，2018 年以
来鄂尔多斯市棋盘井地区地下水实际
开采量达到上报量的 2 倍以上。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
“回头看”整改任务中，个别存在整改
质量不高情况。呼伦贝尔市北方药业
2020 年 10 月以来废水处理设施长期不
正常运行，且存在稀释排放、间歇偷排
等违法行为。

二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存在
差距。违规取水用水问题突出。三盛
公 水 利 枢 纽 长 期 擅 自 加 大 黄 河 取 水
量，巴彦淖尔市水利部门越权为其发
放取水许可。包头市首创水务公司连
续 12 年超量取用黄河水，市水利部门
擅自同意该公司违规向工业企业直接
供水。乌兰察布市东兴化工公司长期
违规取水，2020 年当地水利部门为其
拆分项目、化整为零降级审批。国能
包头煤化工，阿拉善盟乌兰布和生态
沙产业示范园区内有关企业等长期非
法取水。

节水工作推进不力。包头市应于
2020 年底前建设 6 个再生水利用项目，
铺设管网 226 公里，至督察时仅完成 3
个项目，铺设管网 28.6 公里。呼和浩
特市“十三五”规划建设 90.7 公里再生
水 管 网 ，截 至 2021 年 仅 完 成 49 公 里 。
巴彦淖尔市灌区用水粗放，对乌梁素
海水环境保护带来挑战。

违规侵占河道问题严重。鄂尔多
斯市乌兰木伦河下游河道被企业长期
违规侵占，当地自然资源部门明知一
宗矿权与河道存在重叠，2021 年 11 月
仍 为 其 延 续 采 矿 许 可 证 。 鄂 托 克 旗

2017 年以行洪为由更改乌珠林沟河道
走向，为采矿开发让路，并违规同意企
业在岸边建设 16.5 万立方米蓄水池截
取水资源。

部 分 地 区 水 环 境 污 染 形 势 严 峻 。
包头市尾闾工程作为全市污水外排入
黄的最大排污口，规划建设的 13 个重
点工程项目有 5 个未完成，长期超量、
超标排污，使得二道沙河入黄口断面
水质长期为劣Ⅴ类。呼和浩特市大黑
河、小黑河个别断面水质也长期为劣
Ⅴ类。

三是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构建仍有
短板。草原破坏问题时有发生。锡林
郭勒盟巴彦哈尔敖包金矿非法占用草
原 2953 亩，卧龙泉赛马场等 4 个项目
长期违规占用基本草原 329 亩。兴安
盟 扎 木 钦 铅 锌 矿 长 期 违 规 占 用 草 原
938 亩。

自然保护地违规问题多发。土默
特左旗水务局 2 次擅自批准红领巾水
库管理所扩大清淤作业范围，为其在
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采砂洗砂
开绿灯。包头市青山区推进大青山矿
山生态修复过程中，违规同意修建 38
处 蓄 水 池 ，侵 占 保 护 区 实 验 区 172.8
亩。乌兰察布市红石崖生态旅游项目
违规侵占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
验区。锡林郭勒盟个别畜牧企业违规
侵占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实验区 237.4 亩。

黑土地保护不到位。自治区黑土
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出台滞后。2018
年以来，呼伦贝尔、赤峰、通辽、兴安盟
等盟市批准建设的非农建设项目占用
近万亩黑土地，一半以上没有落实表

土剥离和有效再利用要求。《东北黑土
区 侵 蚀 沟 治 理 专 项 规 划（2016—2030
年）》要求“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完成侵
蚀沟治理 5824 条，实际仅完成 935 条。

督 察 还 发 现 ，自 治 区 湿 地 保 护 不
够有力，全区 12 个盟市均未按要求编
制湿地保护规划，湿地保护率未达到
35%的规划目标。

四是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关注。环
保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不到位。全区
98 座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有 23 座 未 建 设
渗滤液处理设施。锡林浩特市生活垃
圾填埋场 2011 年投运，2021 年才建设
渗滤液处理设施。呼和浩特、包头等
盟市部分工业园区依托城镇生活污水
处 理 厂 处 理 超 过 管 控 要 求 的 工 业 废
水，影响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呼和
浩特市“十三五”污水管网建设任务仅
完成 21.9%，包头市城区排水管网老化
破损雨污混错接问题突出。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仍 有 差 距 。 2021
年，乌海及周边地区臭氧和 PM10 平均
浓度不降反升。区域内“散乱污”企业
整治不彻底，矿区扬尘污染严重。呼
和浩特市等 6 个盟市作为国家柴油货
车污染重点治理区域，安装远程在线
监控系统的柴油货车仅占 7%，远低于
2020 年达到 50%的目标要求。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存在风
险隐患。鄂尔多斯市工业固废处置和
利用能力不足，乌海化工固废渣场堆
存量达 380 万立方米。包头市危废处
置中心、赤峰市云铜有色金属公司大
量 危 险 废 物 长 期 堆 存 ，环 境 风 险 突
出。乌兰察布市环态医疗废物处置公
司医废填埋不规范。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有差距。巴彦
淖尔市乌梁素海周边农业面源污染物
总量占入湖污染物总量的 56%。全区
地膜使用回收和利用率低，巴彦淖尔
市回收率为 52.6%，乌兰察布市利用率
仅为 23.3%。

一些地方环境检测第三方造假问
题突出。鄂尔多斯高新材料公司委托
中碳能投公司，将排放报告所附检测
报告中部分内容篡改上报。托克托县
惠民垃圾填埋场地下水长期超标，其
委托的第三方监测公司监测数据长期
造假，伪造原始实验记录。土默特右
旗北控水务公司指使第三方运维公司
将 配 置 好 的“ 合 格 污 水 ”接 入 监 测 设
备，伪造监测数据。

督 察 要 求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要 坚 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
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重
大战略，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
马，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重
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大草原、
河湖湿地保护及修复力度，加快补齐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高度重视群
众环境信访问题办理，切实解决好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对
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
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
效问责。对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或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
定办理。

督察强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
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按照《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要求，抓紧
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45 个工作日内
报送党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
改 落 实 情 况 要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向 社 会
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
规 定 移 交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党 委 、政 府
处理。

◆本报记者牛秋鹏 谢佳沥

“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
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
世界！”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
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
讲话，向世界发出重要倡议。

从全力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到携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从推动各方共
建绿色“一带一路”，到助力疫情后世界经
济“绿色复苏”，中国始终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之路，努力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
孙后代。

清洁生产正“当时”

2021 年以来，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
减少新井数量，追加了油井清洁生产投
入，减轻了对储层的伤害，最大限度释放
油藏产能。河口采油厂工艺研究所陈军
说，“少井高产”理念引领他们找到了高效
低碳采油的密钥。

增加清洁生产投资，这样采油值不
值？答案是物超所值。陈军这样给记者
算账：“陈 371—平 123 井采用清洁生产工
艺，费用增加 88.7 万元，而日产油水平从
6.5 吨增加到了 11.8 吨，整个油井的投资
回收期缩短了 1000 多天。”

推行清洁生产是贯彻落实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是实现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手段，是加快形
成绿色生产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各类政策规划等
文件中对清洁生产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和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
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等均提出
在重点行业加大清洁生产推行力度，加强
全过程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地
区，清洁生产的相关探索持续开展，有力
推动了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
过程削减和末端治理全过程控制转变，实
现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污降碳、提质增
效等多重目标。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累计
约 1.45 亿吨钢铁产能完成全流程超低排
放改造，近 10.3 亿千瓦煤电机组实现超低
排 放 。 北 方 地 区 清 洁 取 暖 率 达 到

73.6%。淘汰高排放车辆 417 万辆。港口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完成 754万标箱。

走进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对氢燃
料电池发动机生产设备进行调试。

近年来，海盐县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清
洁生产、节能诊断、实施绿色化改造等重点
工作，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升级，开展绿色工
厂、园区创建。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节
能环保等绿色产业，鼓励企业提升“制造+
绿色”发展水平。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从
2012 年 的 569.14 亿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1230.53 亿元，年均增长 8.9%；县内规上工
业总产值从 2012 年的 450.32 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1049.47亿元，年均增长 9.9%。

清洁能源正“风光”

川滇交界，河流奔腾而过，全球在建
最大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 5 号机
组顺利通过 72 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
电，16 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已投产
过半；

南海之滨，叶片呼呼打转，全球首台
抗台风型漂浮式海上风电系统装备“三峡
引领号”巍峨矗立在广东阳江百万千瓦级
海上风电场，最高可抗 17级台风；

塞北大漠，日光持续照射，内蒙古自
治区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基地成片的“蓝板
板”有序排列，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成了
百姓致富的“摇钱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
乎人类未来。“十三五”期间，我国清洁能
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装机规模、利用水
平、技术装备、产业竞争力迈上新台阶，已
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成为推动全
球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力量。

开发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清洁能源发
电 装 机 规 模 已 超 过 10 亿 千 瓦 。 截 至
2020 年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生
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达到 2.8 亿、2.5 亿、3.4
亿、0.3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利用水平显著提升。2021 年，我国
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等清洁能
源消费比重提升至 25.5%，比 2012 年提高
了约 11 个百分点。水电、风电、光伏发电
平均利用率分别约达 98%、97%和 98%，核
电年均利用小时数超过 7700 小时。

技术能力不断增强。建立了完备的
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链，成功研发制造全球最大
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水电机组，具备最大
单机容量达 10 兆瓦的全系列风电机组制
造能力，不断刷新光伏电池转换效率世界

纪录。形成具有自主品牌的核电技术华
龙一号、国和一号等三代压水堆和具有第
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

陕西西安，隆基乐叶太阳能电池工
厂 ，高 标 准 的 洁 净 车 间 内 ，一 片 片 边 长
166 毫米、厚度仅 170 微米的银色单晶硅
片，通过制绒、扩散、刻蚀、镀膜等工序后，
成为墨蓝色的太阳能电池片。

“过去一条线年产能只有 2.5 万片，现
在能达到 15 万片甚至更多。”相关负责人
介绍道。

清洁生活正“流行”

2021 年，“舌尖上的浪费”被戴上了
“紧箍咒”。

这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
费法》的施行，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道
德层面走向法律约束。“光盘行动”、厨余
垃圾回收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

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离不开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离不开绿色的
消费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生活方式涉
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近年来，在吃、穿、
住、行、用、游等各行业、各领域，绿色消费
理念更是深入人心。

陆仙人，一位广西 95 后农村小伙，靠
着朴素的装备，行走在天地间，从乡间小
路走到了国际 T 台。

废弃的塑料袋，成为他的战袍；简单
的红色毛毯，被他穿出了个性；田野间的
芦苇，成为身上的“皮草裙”；就连折纸海
报，也被赋予了潮流价值。他用了三年时
间，从“网红”到“乡村超模”，再到“时尚领
袖”，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植物染料旧衣改造、环保旧物创意拼
贴……云南姑娘刘璐曾组织过一场“环保
材料旧物创意拼贴手工坊”活动，在她看
来，这不仅是环保理念的传递，也是一个
开发想像力、探索生活之美的过程。

除了变废为宝，各类线上闲置交易软
件给喜欢“剁手”的人提供了“回血”机会，
线下二手市集也吸引许多人前来“打卡”，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时尚潮流”，赋予
了物品“第二次生命”。

使用节能灯具、节能环保灶具、节水
马 桶 ，绿 色 家 居 融 入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
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
350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绿色交通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推崇；旅游观光区、现代农
业区、花卉苗木区和运动康养区，生态旅
游成为假期出行新坐标。

绿色建筑也在稳步推进，光伏进入寻
常百姓家。

“屋顶装上光伏板，发出的电可以自
用，剩下的卖给电网，每个月能带来五六
百元收入。”山东省沂源县的刘大爷，前几
年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有了光伏发
电这一“阳光存折”，日子越过越好。

绿色饮食、绿色建筑、绿色出行、绿色
家用、绿色穿衣、绿色旅游等，无疑是未来
一个时期推行绿色生活的重点领域。

美丽生物正“多样”

今年 4 月，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
牌，重点收集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
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
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 3万种以上。

这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植物多
样性保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在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刚出
生 4 个月的海南长臂猿婴猿生存状况良
好。监测发现，这一曾经濒临灭绝的全球
稀有灵长类动物种群数量目前已增加到
5群 36只。

在浙江省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经过
生态修复，国家重点保护的树种增加到
20 种，野生花卉达 498 种；在黄河湿地自
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了 59 科
484 种野生植物。大熊猫野生种群增至
1864 只，朱鹮野外种群数量超过 6000 只，
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 300 头，藏羚羊野外
种群恢复到 30万只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强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拯救保护，大
量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实现恢复性
增长，全国 90%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74%
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已得到有效保护。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
会组织汇编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
版发布，较 2021 版新增 10343 个物种及种
下单元。

2021 年 10 月，三江源、大熊猫、东北
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
家公园设立，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
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类。今年我国还将在青藏高原、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
功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生物的多样促成世界的美丽。预计
到 2025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4.1%，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 57%左右，湿地保护
率达到 55%。

“ 万 物 各 得 其 和 以 生 ，各 得 其 养 以
成。”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的坚实基础，是建设生态文明的
题中应有之义，是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的目的所在。

携起手来，让我们的世界焕然一新

近年来，云南省大理市针对洱海水质的突出问题，始终坚持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区域统筹、综合治理”的原则，坚定决心和毅
力抓实洱海水质保卫战。图为位于洱海之滨的大理市双廊镇，蓝
天白云，碧水相映，景色如画。

人民图片网供图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绿色发
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稳步提升。图为夏日的广西南宁青
秀山，林木苍翠，满眼绿意。 人民图片网供图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近年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充分压实河长制、林长制责任，焕发林地生机，重塑绿水青山美
丽景象，把绿水青山变为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摇钱树”。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