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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植行

“去年 5 月至今年 6 月，全省共出
动执法人员 90190 人（次），检查企业
39082 家（次），开 展 跨 省 联 合 执 法 6
次、跨市州联合执法 15 次，立案查处
环境违法案件 1524 件……”

近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公布贵州省 2021 年以来开展
打击环境违法犯罪“利剑 2021—2025”
专项行动的具体情况。

问题导向、全面排查
属地负责、从严执法

今年 3 月，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印
发了《关于深入推进贵州省打击环境
违 法 犯 罪“ 利 剑 2021—2025”专 项 行
动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对 2022 年
专项行动做出具体安排部署。

同时，结合国家三部委的统一部
署，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印发《贵州省打击危险废物
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
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从 5 月至 9 月，同步在全省集
中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
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围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自然保护地、工业园区等 3 类
区域，乌江、清水江等跨省、跨市（州）
等 7 个重点流域，化工、白酒、煤矿、生
活垃圾填埋场、城市污水处理厂等 11
个重点行业企业，非法排污、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等 14 类严重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开展集中排查。

据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
察专员陈莉介绍，贵州省、市、县三级
生态环境部门结合全省生态环境问题
从严排查专项行动，通过落实网格制
和“三三制”现场检查工作法，按照“问
题导向、全面排查、属地负责、从严执
法”的原则协同作战，以生态环境问题
易发高发行业和区域为摸排重点，采
取明查、暗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
日常执法监管、生态环境治理、重大项
目审批及建设、危险废物监管等重点
环节对偷排偷放、涉危涉重、监测数据
作假等严重环境违法问题进行清理、
排查，广泛接受群众举报和其他部门
移交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线索，做到
有案必查、包案到人、落实责任。

联合执法、司法联动
建章立制、联合督办

在省内组织开展交叉执法的同
时，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还组织与相邻
省（市）建立跨流域联合执法机制，开
展乌江、清水江、南北盘江、赤水河、都
柳江、红水河等跨省、跨市（州）重点流
域的联合执法，协调查处各类跨区域
流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通过加强司法联动，贵州省生态
环境厅开展专案督办，对重大疑难案
件、跨区域及社会影响大的案件，省生
态环境厅、省公安厅和省人民检察院
联合进行专案督导，必要时上报生态
环境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挂
牌督办。

此外，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按月对
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度，重大案
件及时跟踪，会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加强对各地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以
高压态势集中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贵州省
生态环境执法制度近年来也在不断完善。如出台《贵州省违法排污现
场执法即时采样监测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违法排污现场即时采样
监测行为；《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发布制度（试行）》
的出台，确立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形成“打击一个，震慑一
片，教育一方”效应；完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将奖励额度
从 1 万元提高至 20 万元，大幅提高奖励金额，增加奖励情形，引导和鼓
励公众积极参与；制定《贵州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
对守法意识强、管理规范、信用良好的企业减少检查频次，对恶意或严
重违法者依法严厉惩处。

据悉，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与省公安厅、省检察
院进行工作情况专题对接，及时通报相关典型案件情况，会同省公安
厅、省检察院对赤水河流域有关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联合督查督办。

严打非法捕捞斩断交易链条 妥善安置退捕渔民工作生活

襄阳堵疏结合推进汉江十年禁渔

法治一线

南昌西湖区专项整治噪声污染源
多点多时段监测确保精准溯源

◆李飞 申晖闵亨高

湖北省襄阳市认真贯彻落
实长江“十年禁渔”重大决策部
署，扎实推进汉江流域“十年禁
渔”，通过一系列“禁渔”措施的
落实到位，汉江流域水生态环境
得到持续改善，昔日水清鱼跃的
生动景象得以重现。

全链条筑牢禁捕防线

从 2020 年 7 月开始，襄阳市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先后
发布通告，在全域范围内所有河
流实施“三清一转一建立”（清理
汉江、清管市场、清收设备，推进
渔民转产安置，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扎实推进禁渔退捕工作落
实落地。

两年来，襄阳市全面开展打
击汉江非法捕捞行动，各地各部
门联合行动，持续发力，对汉江
流域存在的电鱼行为和非法渔
具进行彻底清理。全市共收缴
非法渔具 22238 件，查处非法捕
捞案件 100 余起，有效遏制了非
法捕捞行为。

除 了 对 汉 江 源 头 进 行 监
管，襄阳各部门还联手斩断汉
江野生鱼类市场销售链条，坚
决取缔市场上汉江野生鱼类非
法交易。一是要求各类市场主
体、电商平台严禁采购、加工、

销售汉江野生鱼产品，正在销
售的立即下架，并督促经营业
主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
票制度，确保鱼产品来源可追
溯。二是积极引导各类餐馆酒
店行业经营业主守法经营，督
促经营者签订承诺书，不再购
买、加工、销售汉江野生鱼类。
三是严格禁止渔具市场非法经
营毒鱼饵，依法严厉打击制造
和销售非法网具、禁用渔具，实
行“ 地 笼 网 ”交 易 实 名 登 记 制
度，确保交易可追溯。

严格落实退捕政策

江水滔滔，渔舟唱晚。自古
以来，长江支流汉江一直是襄阳
渔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如今，汉江襄阳段 195 公里
的水面岸线已实现渔船全上岸、
非法渔具无影踪，超七成上岸渔
民成功转产。

渔民上岸后，今后的工作生
活能否保障，是汉江“十年禁渔”
能否成功的关键。

襄阳市优化完善退捕渔民
安 置 补 偿 政 策 ，目 前 ，全 市 船
证回收补偿、三年过渡期生活
补助已经全部发放到位，10 年
内 按 照 兼 业 渔 民 每 年 每 人
2000 元 、专 业 渔 民 每 年 每 人
3787 元的标准，补贴退捕渔民
养老保险。

扎 实 推 进 安 置 转 产 ，采 取
“八个不落”工作法。“八个不落”
即调查摸底不落一人、政策宣传
不落一人、台账管理不落一人、
职业培训不落一人、就业帮扶不
落一人、创业支持不落一人、社
保政策不落一人、困难人员托底
安置不落一人。

有序推进退捕渔民安置工
作。截至目前，有就业能力及就
业意愿的 1773 人已全部完成转
产转业，就业率达 100%；针对有
培训意愿的 370 人，已开展培训
543 人（次）；全市符合参保条件
的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2202 人，
已 参 保 2202 人 ，参 保 率 达
100%。

襄阳市还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作用，实行责任包保，按照
1 名乡镇（街道）干部配两名村

（居）委会干部包保 1 户渔民和
相关利益人的要求，落实退捕补
偿标准，帮助渔民再就业。

建立监管长效机制

为实现汉江禁渔常态化管
理 ，襄 阳 市 严 格 按 照“ 岸 上 与
岸 下 齐 抓 、上 游 与 下 游 共 管 、
河道与塘库一体、治标与治本
同 步 ”的 要 求 ，建 立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健 全 多 部 门 、跨 区 域 联
合执法机制，制定一系列针对
非 法 捕 捞 行 为 的 整 治 方 案 和

管理办法。
实 行 联 合 执 法 工 作 制 度 。

2021 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执
法行动 2100 余次，出动执法人
员 8000 余人（次）；共办理涉渔
案 件 57 起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9
人，严厉打击和有效震慑了非法
捕捞等违法犯罪活动。

落实网格化监管。建立了
县 、镇 、村“ 三 级 网 格 ”管 理 体
系。目前，全市沿江 34 个乡镇

（街道）落实禁渔镇级网格责任
人 42 名 ，235 个 村（社 区）落 实
基础网格员 265 名，具体负责开
展本辖区禁捕水域日常巡查工
作 ，对 在 禁 捕 水 域 发 现 的“ 三
无”船舶（无船名船号、无船舶
证书、无船籍港）、违禁渔具等
及时报告并清理，对发现的非
法捕捞、垂钓等行为及时报告
或处置。

持 续 加 强 执 法 队 伍 建 设 。
按照“六有”（有健全执法机构、
有充足执法人员、有执法经费保
障、有专业执法装备、有协助巡
护队伍、有公开举报电话）工作
要求，持续加强渔政执法队伍和
执法装备建设。

目前，襄阳市已建立从水里
到餐桌的全链条禁捕退捕监管
防范网络，形成了水上严防死
守、岸上严阵以待、市场上严查
重处的强大合力，守牢了汉江生
态防线。

本报记者张林霞 通讯员程
飞南昌报道“我区 2022 年声环
境监测站点第一、第二季度昼
间达标率为 100%，但第一、第二
季度均夜间超标，夜间达标率
为 0%。”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生
态环境局李嵘向记者介绍说。

为推进西湖区夜间声环境
达标，扭转夜间长期噪声污染
的不利局面，满足群众夜间对
安静环境的需求，今年 8 月，西
湖生态环境局开展噪声污染源
专项整治行动。

“多点多时段”监测

此次行动，西湖生态环境
局 监 测 人 员 携 带 多 功 能 声 级
计，采用“多点多时段”的监测
方式，在站前西路的南昌市第
三医院、邮电社区、神经塔、南
昌古玩城等多个点位，昼夜进
行检测，详细了解同一点位不
同时段的噪声排放情况。

同时，监测人员对站点一

公里范围内的周边环境、道
路路面、商业活动噪声、施
工噪声等多种情况进行巡
查，实现了对噪声污染来源
的精准溯源，摸清站点周边

潜在噪声源分布情况。
本次溯源过程中发现，站

前西路向东经老福山立交桥直
通南昌火车站，向西经海关桥
连接桃苑区域，是连接桃苑区
域 与 火 车 站 的 主 干 道 路 。 同
时，经老福山立交桥，汇聚八一
大道、广场南路、井冈山大道等
多个方向车辆，导致夜间车流
量较大。而夜间途经站前西路
车辆鸣笛、疾驰等行为产生噪
声，且路面有多个缓速带，及路
面不平有多个凹陷的井盖，伸
缩缝处也存在破损情况，车辆
经过时易产生噪声。

其次，站前西路有 6 家商铺
安装宣传喇叭，前进路与站前西
路口设立了一个交通安全提示
播报喇叭，经现场声级计监测，
商业宣传噪声与交通播报均超
过噪声法规定的噪声限值。

源头防控精准施策

找 到 噪 声 超 标 源 头 问 题

后，西湖生态环境局积极制定
相关整治方案，推进平整路面
凹凸处，及时修补破损路面，优
先 平 整 绳 金 塔 公 交 站 附 近 路
面；在站前西路全程设置禁止
鸣笛标识牌，西湖交警大队加
强夜间站前西路鸣笛管控，加
大惩处执法力度。同时，限制
日间商业活动音量，由西湖区
城管局及属地部门加大对商业
活动噪声超标的执法力度。

日前，西湖生态环境局联
合西湖城管执法局及西湖交警
大队对站前西路夜间噪声污染
问题进行整改，站前西路道路
已完成维护和保养工作，绳金
塔公交站附近缓速带已做磨平
处理，井盖及破损路面已进行
全面修复。并对站前西路 6 家
违规使用喇叭的商铺，现场进
行整改教育。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源头
防控、分类管理、社会共治’的原
则，对存在的噪声污染方面的问
题整改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同
时严格执法巡查，强化部门协调
联动，为人民群众打造更加宁静
舒适的人居环境。”西湖生态环
境局局长徐晓峰介绍说。

“1人+N家企业”模式获企业点赞

潍坊经济分局真帮实扶抓细节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

王欣明潍坊报道“以往听到政
府机关对企业开展什么活动，
总觉得就是走走过场，雷声大、
雨点小。这次看到这个提示贴
纸，连治污设施的安全管理这
么细节的事都考虑到了，真的
感觉到了帮扶诚意。”

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大
宏机械公司的办公室里，企业
法人范维宾看着手里两张红色
的不干胶贴纸，面对现场帮扶
人员王欣明和赵辉，感慨万千。

6 月 以 来 ，潍 坊 市 生 态 环
境局经济分局（以下简称经济
分局）全面响应市委、市政府

“创新提升年”的新要求，开启
“1人+N 家企业”帮扶模式。

经济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宏一在帮扶启动会上提出：

“要本着‘真帮扶’‘实实在在为
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发展
壮大’的服务理念，以‘治标更
要治本’为原则，切实改变过去
发现问题就要处罚的执法监管
模式。”

连日来，经济分局不断细
化帮扶制度，印发了《全员帮扶
企业实施办法（试行）》，筛选确
定辖区 150 家重点帮扶企业，

从分局领导班子到一般科员，
每人随机抽取确定 5 家～10 家
企业，当好企业的协调员、指导
员和服务员，全员深度参与帮
扶企业工作。

在帮扶过程中，经济分局要
求帮扶人员每月至少 1 次到达
企业生产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和
环境管理人员宣读《环保设施和
项目安全防范工作责任告知书》
并引导企业签署。同时，对照

《企业环境管理清单》七大项、
105小项检查内容，逐项帮助企
业排查隐患问题，填写《污染源
现场检查帮扶记录》，指导企业
及时进行整改提升。

看 着 手 中 的《告 知 书》和
《检查帮扶记录》，范维宾感慨
地说：“以前看到执法部门的人
来，总觉得冷冰冰的。这次我
的感觉不一样了，有一种心贴
心的热乎劲。你们来帮我们找
问题、查隐患，还指导如何整
改，这样的帮扶是我们最需要
的。”

截至 6 月底，经济分局帮
扶人员已与 150 家目标企业全
部完成了人员对接，现场帮扶
企业查找问题隐患 100 余处，
全部指导企业进行了整改。

本报通讯员叶相成 章鹏
向继华十堰报道 在湖北省十堰
市竹山县有关部门共同监督下，非
法捕捞案件当事人黄某将购买的
2.5万尾鲢鳙、鲫鱼、草鱼苗放流到
竹山县上庸镇磨滩村畔的河流中，
弥补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也
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埋单。

今年 7 月，犯罪嫌疑人黄某、
金某、张某、熊某、阮某、曾某等 6
人在堵河流域使用活泥鳅进行非
法捕鱼，被农业执法人员现场查
获，经现场检查，捕获渔获物 3.1
公斤，现场尚存活泥鳅 0.8公斤。

8 月 22 日，黄某等 6 人因涉
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移送到竹
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宣传教育，当事人意识到
非法捕捞的危害，并对自己的行
为懊悔不已。因其承认错误态度
良好，且承诺以购买鱼苗增殖放
流的方式补偿生态损失，检察机
关听取各方意见后，依法作出拟
不起诉处理决定。

竹山六名非法捕捞者
增殖放流被免予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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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胡静 赵志勇西
安报道 为准确把握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形势和阶段特点，在陕西
省生态环境领域专项执法“二号
行动”启动后，近日，陕西省生态
环境执法总队成立两个专项检
查组，在关中地区开展工业炉窑
综合整治“回头看”以及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专项执法检查，并对
生态环境部远程监督帮扶推送
问题进行抽查帮扶。

7 月 6 日～11 日，两个专项检
查组分别在宝鸡、韩城两市生态
环境局配合下，在两市组织开展
生态环境专项督导帮扶，共检查
企业 33 家，监测 22 家，发现问题
60余个。

据介绍，为确保帮扶取得成
效，本次专项行动采取“3+1”模
式（执法骨干、行业专家、监测公

司+执法设备）。
执法人员深入生产车间，从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情况、在线数据真实
性等方面现场进行核查，并运用
红外热成像气体泄漏检测仪进行
筛查。

随 队 专 家 结 合 现 场 实 际 情
况，及时和相关部门召开引导企
业环境守法座谈会，广泛听取意
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疑难环
境问题，引导企业诚信守法。

第三方监测公司对企业无组
织排放情况进行现场监测，极大
提高了现场执法效率。

执法人员严格落实“全过程
记录制度”，携带移动执法设备
和执法记录仪等设备进行现场
执法，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
行为。

陕西开展关中地区专项督导帮扶
共检查企业 33家，发现问题 60余个

以问题为导向对不同企业精准施策

大连旅顺口分局分类帮扶重实效
本报讯 近年来，辽宁省大

连 市 旅 顺 口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在
开展“企业环境帮扶，优化营
商环境专项行动”中，坚持“主
动服务、分类帮扶、重在实效、
促进发展”的原则，以问题为
导向，对全区几百家企业，分
门 别 类 采 取 相 适 应 的 方 法 开
展环境帮扶。

对环境问题较多的企业做
到“雪中送炭”。把环境帮扶与
环境执法相结合，在查处环境
问题的同时，帮助企业克服困
难做好整改，为企业补齐“短
板”，走出困境。并做到问题不
解决不放手，整改不到位不放
手，后续管理制度、措施不健全
不放手。

对环境管理较好的企业实
施“锦上添花”。帮助企业总结
环境管理的经验，强化管理机
制，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环境管
理程序与措施。并向企业提供

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方案，使
环境管理实现优中更优。通过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加生产
效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对新建企业和扩建、续建
项目，坚持“扶上马送一程”。
做到提前介入，全程帮扶指导，
从企业环保手续审批、环评资
料查阅、环保设备检查，到环境
管理机制和各项制度的建立。
每个环节都指导到位，保障企
业和项目顺利通过环保验收，
并做好投产后的监管和指导。

今年以来，旅顺口生态环
境分局已累计帮扶指导企业近
600 家（次），帮助落实环境问
题整改 100 多项，指导企业建
立完善各类环境管理制度和管
理台账等近 200 份，并对近 10
家新建企业和扩建项目实施跟
踪帮扶指导，使企业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

赵冬梅 杨景云

自 9月 2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视疫情为命
令、以防控为己任。局长韩春瑜带队前往乌敦套海镇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其中监督医废转运 4 人，派驻
隔离点执勤 1 人，驻村干部在村指导参与开展疫情防控 3 人，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 16 人，包联小区值
守 10人，开展隔离点化粪池余氯监测 3人。图为翁牛特旗分局工作人员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

张海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