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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在肩 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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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提“速度” 审批服务添“温度”

安徽“六度”工作法保障重大项目快速落地 ◆本报见习记者郑秀亮

他主动担当，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他严守底线又主动服务，工作既有力度
也有温度；他克服个人困难，以最饱满的热情
投入工作。他就是广东省河源市生态环境局
综合科科长杨智辉。

从事环保工作 22 年，他始终冲锋在工作
一线，是同事心中的“模范标兵”，今年 8 月他
获得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对得起胸前的党徽，是一名党员的准
则；做好本职工作，是一名公务员的天职；守
护好绿水青山，是一名生态环保人的使命。”
杨智辉说，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就会得到
相应的收获；只要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平
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深入治污攻坚一线，攻克一
道道治理难关

河 源 是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及 东 江 流 域
4000 多万群众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河源
的水有多重要，自己的责任就有多大。”作为
负责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的科室负责人，杨
智辉深知自己身上担子有多重。

为保护这一汪好水，杨智辉足迹遍布新
丰江水库集雨区和东江干流河源段沿岸的镇
村、企业，深入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借助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杨智辉进
一步摸清了全市污染源状况。“在三年时间
里，我们白天深入工矿企业调查，晚上审核数
据、报告，全面摸清了河源 5201 个普查对象

‘家底’。”杨智辉告诉记者，在数据审核集中
攻坚阶段，工作忙到深夜成为常态，有时一天
只休息几个小时，河源普查工作最终获评全
省“优秀”等级。

污染物减排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抓
手。在负责减排工作的十多年里，杨智辉深
入生产车间，找产污环节、看生产工况，提出
源头减污建议；深入污水处理现场、爬上几十
米高的烟囱，评估治污设施运行状况，指导企
业提高治污设施减排效益……先
后推进完成减排工程 487 项，超
额完成减排任务，河源连续多年
在广东省污染减排中获得“优秀”
评定。

用心用情用功，守护
环境也服务发展

“ 一 心 为 公 ，再 大 的 困 难 险
阻，又有何惧怕？”杨智辉是这么
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杨智辉负责推进高
污染燃料锅炉整治，整改成本高，
企业抵触情绪大。一家企业为逃
避整改，向杨智辉送礼、说情，但
他坚持原则，坚决要求落实淘汰
整改措施。随后企业打来威胁电
话，让杨智辉心中压力骤增。“我
为公不为私，不需要怕。”此后一
个月内，他主动上门 5 次耐心做
企业思想工作，最后老板对他说：

“我服你了，明天就去办理锅炉注
销手续。”

凭着这股“韧劲”，他先后推
动 70 台工业锅炉淘汰，使河源每
年减少煤使用量 8 万多吨。与此
同时，杨智辉多次与天然气经营
企业协调，起草并推动出台工业
锅炉整治补贴及天然气价格优惠
政策，切实减轻企业治理负担。

干 环 保 ，也 要 服 务 发 展 。
2017 年核发第一批国家排污许
可证时，由于发证权限在市级，为
解决偏远企业到市区办证不便的
实际困难，杨智辉主动上门指导
企业申办排污许可证，采取一次
性告知、网上申报、上门审核、部
分材料容缺后补、缩短审批时限
等措施，让企业“少跑腿”。最终，
河源符合要求企业都按时申领到
国家排污许可证。

有一次，杨智辉正在开会，一
家企业领了排污许可证后专门等
他，为的就是当面向他说一声“谢
谢”。“那一瞬间，我心中涌起一股
暖流，群众利益无小事，再苦再累
也值得。”杨智辉说。

顾好家更能打好仗，
从不因个人的事情拖工
作后腿

2019 年 9 月，某地突发二甲
苯 泄 漏 事 故 ，高 速 公 路 通 行 中
断。受隧道陕窄、污染物扩散难
及二甲苯易燃、有毒、有刺激性等
影响，大量处置力量无法快速进
入现场，给事故处置带来困难。

险情就是命令，杨智辉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在
路上查阅大量资料、联系请教相
关专家，及时提出处置建议。抵达
现场后，他发现事故已导致高速公
路堵车长达 5个多小时，如果天黑
前还不能通车，严重的堵车情况将
会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

关键时刻，杨智辉深入现场
勘察，进行险情评估，大胆提出取
消交通管制的建议，高速公路随
后恢复了通行。接着，他又投入
事故处置工作中，一直忙到第二
天凌晨 5 点多才休息。最终，事
故得到科学有效处置，东江水质
未受到影响。

工 作 中 ，他 担 起 重 任 ；对 家
庭，他扛起责任。2011 年，他妻
子 身 患 重 病 ，之 后 长 期 居 家 治
疗。十多年来，他妥善兼顾好家
庭与工作的关系，每天除了完成
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外，还要时
刻关注妻子的病情以防恶化。

“他就像个陀螺，基本没有停
过，周末节假日加班赶工作是常
态，从不因个人的事情拖工作后
腿。”同科室同事评价说。

“也有人劝我，工作上就别这
么拼了。”对此，杨智辉说：“本职
工作总是要做好的，要对得起公
务员这个‘公’字。”虽然是苦了一
点、累了一点，但每当看到碧波荡
漾的万绿湖，看到河堤上散步市
民的幸福笑容，听到游客对河源
好山好水的赞美之词，杨智辉觉
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图为杨智辉在污水处理厂检查工作。 河源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沈三保 房杰媛

比亚迪合肥基地项目从洽谈到签约
仅用时 28 天，从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时
42 天，从签约到整车下线总用时不到一
年 ，建 设 推 进 速 度 之 快 刷 新 了“ 合 肥 速
度”；

高性能超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项目
创造了“21 天签约、30 天拿地、40 天开工、
156 天 封 顶 ”的 重 大 项 目 落 地 建 设 速 度
……

近年来，安徽省生态环境系统认真贯
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
府工作要求，聚焦年度重点项目，创新建
立“速度、力度、宽度、温度、深度、尺度”六
度工作法，加强环评审批服务，全力保障
重大项目依法依规、精准快速落地，服务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挂图作战，环评审批提“速度”

围绕安徽省政府年度重点项目和地
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省、市分级建立了
年度重大项目环评审批服务清单，2022
年重点保障 1514 个重大项目，其中省级
保障 107 个重大项目，截至目前，21 个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和 7 个重大工业投资项
目已完成环评审批，其余项目正在加快
推进。

通威太阳能安徽有限公司享受到了
高效率审批服务带来的便捷。通过依据
排污许可类别调整环评审批形式、先批后
审等方式，安徽省将环评与排污许可证两
项生态环境许可审批手续简化为一次办
理，办理时限由 3 个月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以内。

2021 年年底，安徽省启动环评与排
污许可“两证合一”审批改革试点，减少审

批流程。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合肥、蚌埠
两个片区已分别完成 121 个、35 个项目的

“两证合一”审批试点，实际办件时间由法
定的 60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以内，
企业可节约费用约 40%；目前“两证合一”
审批做法已拓展至联动创新区。

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8 月，安徽省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共审批建设项目环评
文件 4208 份，项目总投资 10638.1 亿元。
全省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
度”，环评服务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
促进了项目快速落地，精准把控了环境准
入关口，为经济平稳运行进一步夯实了
基础。

政策加持，保障措施有“力度”

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经营液晶显示器（LCD）及液
晶显示模块（LCM）的高科技企业，拟在
芜湖市建设研发中心，并打造全球最大的
单体新型显示模组厂，项目总投资 80 亿
元，计划今年 11月开工。

“相关政策出台后，我们企业享受到
了政策红利，新建项目环评采用告知承诺
制审批，即来即办，为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争取了时间。”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安徽省出台一系列优化营商
环境的政策举措，进一步为市场主体减
负，激发活力，为基层提供更多的政策指
导，多方位促进重大项目落地。研究制定
了《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 服 务 助 力
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出台了 22 条
生态环境领域保障稳经济举措，涉及环
评领域环评豁免、扩大承诺制审批范围等
11项措施。

同时，安徽明确“两高”项目管理目
录。今年 6 月，安徽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安徽省“两高”
项目管理目录（试行）》，细化“两高”行业
范围，为安徽“两高”项目科学精准审批提
供政策指引。

此外，在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
免罚清单（第一批）施行即将一周年之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安徽省司法厅推
出《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第二批）》，为中小微企业提出一系列更
“解渴”、更“实惠”的政策，进一步提供宽
容的制度环境，避免因无心之失导致负担
加重。截至目前，全省共办理 115 件轻微
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案件，免罚金额 762 万
元，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破解难题，平台搭建有“宽度”

“我们是民生工程项目，目前资金拨
付已到位，如今在环评审批上遇到了困
难，若不按计划开工，资金就要被收回，希
望省生态环境部门帮我们想想办法。”一
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在安徽省生
态环境厅举办的“面对面”互动活动现场
着急地说道。

收到问题后，工作人员仔细分析问
题，帮助提出对策，开辟绿色通道并安排
专人对接，解决环评审批时间紧问题。互
动现场问题得到满意解决后，上述负责人
激动地说：“非常感谢生态环境部门对我
们的帮助，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据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自 2021 年
建立“面对面”互动机制以来，已开展 10
期政企互动，现场走访合肥、亳州、阜阳、
宣城、铜陵等市，线上服务蚌埠、淮南、滁
州、芜湖、安庆等地方企业，目前共接待企
业 59家，对 77个问题进行了答疑。

今年 6 月，安徽省生态环境厅会同安
徽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建立生态环境要素

保障月度会商制度，协调解决重大项目环
评审批、总量指标等问题。目前已开展 3
次省级部门会商，研究回复 27 个问题，指
导建设单位开展后续论证、报批工作。

此外，为强化专家团队技术支撑，安
徽省打通省市两级环评专家库，充实专家
团队技术力量，建立环评专家线上答疑工
作群，地方审批遇到技术难题，专家团队
集思广益解难题。

优化服务，暖企助企显“温度”

“想不到，桐城市生态环境分局相关
负责人亲自来到我们企业解决问题；想不
到，我们第二天就收到安庆市生态环境局
的分配指标，工作效率真高。”桐城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连用几个“想不到”
表达了感激之情。

桐城国轩作为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
目受困于污染物排放指标问题，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相关负责人亲自上门服务解决
问题，环评手续尽快批复，已于近日如期
顺利投产。

企有所呼，政有所应。安徽省生态环
境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为企优环境、为企
解难题”服务宗旨，变“坐等接待”为“上门
服务”，创新多种审批方式，为审批服务添

“温度”。对每个省级重大项目都安排专
人对接，密切跟进项目进展，全程保障环
评文件从编制到报批都有环评工作人员
跟进服务。

全省推行行政许可“零跑”行动，为重
大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压茬推进受理、评
估、审查、公示等环节工作，通过“云审查”

“不见面”审批等方式提升审批效率。上
半年，为了不让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审批速
度，宣城、淮南、池州、阜阳、铜陵等市已

“云审批”建设项目 600余个。

2022年8月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城市名单

前20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3

15

15

17

17

19

19

城市

海口市

拉萨市

贵阳市

黄山市

珠海市

丽水市

哈尔滨市

舟山市

惠州市

昆明市

六安市

随州市

深圳市

咸宁市

益阳市

台州市

长春市

乌鲁木齐市

江门市

张家口市

后20位

排名

倒 1

倒 2

倒 3

倒 4

倒 5

倒 6

倒 7

倒 8

倒 9

倒 10

倒 11

倒 12

倒 13

倒 13

倒 15

倒 16

倒 16

倒 16

倒 19

倒 20

城市

荆州市

驻马店市

太原市

邢台市

阳泉市

石家庄市

安阳市

临汾市

鹤壁市

晋中市

邯郸市

吕梁市

咸阳市

西安市

忻州市

成都市

枣庄市

新乡市

南通市

淄博市

前20位
排名

1

2

3

4

5

6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

20

城市
海口市

拉萨市

舟山市

贵阳市

黄山市

深圳市

珠海市

惠州市

丽水市

厦门市

福州市

张家口市

中山市

昆明市

台州市

南宁市

肇庆市

江门市

咸宁市

宜春市

雅安市

佛山市

后20位
排名
倒 1

倒 2

倒 3

倒 4

倒 5

倒 6

倒 7

倒 8

倒 9

倒 10

倒 11

倒 12

倒 13

倒 14

倒 15

倒 16

倒 17

倒 17

倒 19

倒 19

城市
渭南市

荆州市

驻马店市

太原市

咸阳市

西安市

阳泉市

鹤壁市

新乡市

安阳市

临汾市

焦作市

晋中市

石家庄市

邢台市

淄博市

邯郸市

菏泽市

开封市

乌鲁木齐市

2022年1—8月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

排名前20位和后20位城市名单

9 月 18 日是世
界清洁地球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连云
区组织志愿者和环
卫工人来到海边清
理垃圾。
人民图片网供图

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接一版

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每个
镇设有环境治理办，村保洁人员负
责全村公共场所清扫保洁和转运垃
圾，镇环卫人员负责镇级公共场所
保洁和垃圾中转。

垃圾处理体系不断完善。通过
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
理”的城乡环卫一体化模式，各地全
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建设。

村民积极性不断提高。各地采
取有效举措，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
园建设，共建、共管、共评，强化村民
垃 圾 分 类 意 识 ，充 分 调 动 农 民 积
极性。

监管模式不断创新。在河北，
天上的卫星成了农村生活垃圾监管
的新利器，当地积极应用卫星遥感
技术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监管工
作，并指导各地应用无人机、大数据
等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对当地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在 全 国 农 村 ，像 徐 玲 英 家 这
样 ，干 净 整 洁 取 代 又 脏 又 乱 的 景
象成为普遍现象。“十三五”期间，
全国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超 过 90% ，排 查 出
的 2.4 万 个 非 正 规 垃 圾 堆 放 点 基
本 完 成 整 治 ；15 万 个 行 政 村 完 成
了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超额完成

“十三五”目标任务。
十年间，农村脏乱差面貌明显

改观，全国 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
清洁行动，引导农民群众集中开展
卫生大扫除、垃圾大清理、环境大整
治，农村基本实现了干净整洁有序，
各地区立足实际打造了 5 万多个美
丽宜居典型示范村庄。“乡村变美
了、生活更好了”成为人们的共同
感受。

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
效遏制

农业面源污染，是农村生态环
境面临的另一个顽疾。因其涉及面
广，与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以及化
肥、地膜使用等密切相关，具有分散
性、不确定性、治理滞后性等特点。

2020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保持战略定力，以钉钉子精
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央
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推动污染治理向乡镇、农村延
伸，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明显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为新时期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攻坚战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十三五”以来，
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大力实施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出台《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攻坚举
措，坚决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
坚战。

在山东，过去测土配方施肥工
作流于形式，曾被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点名。如今，大力推进测
土配方施肥向纵深发展，完成肥效、
化肥利用率等田间试验 800 个，农
户施肥调查 1.8 万户，以县为单位向
社会公开发布肥料配方，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 1.4 亿亩（次）
以上，技术覆盖率保持在 90%以上。

在江西，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成

为降低鄱阳湖总磷浓度的重要举
措，围绕鄱阳湖生态环境保护，江西
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保持在
8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
用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9%以上，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1%。

这些年，各地加快推行绿色生
产方式。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持续推
进，通过实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
肥，集成推广农药减量增效模式，使
用量连续多年负增长。

这些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能力不断增强。全国养殖大县全部
开展整县推进粪污综合利用，大型
规模养殖场全部配套粪污处理设施
装备，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比2015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

这些年，秸秆农膜利用水平稳
步提升。通过推进秸秆肥料化、饲
料化、能源化利用，综合利用率达到
87%以上。同时，加强农膜生产、销
售、使用、回收全程监管，回收利用
率超过 80%，农田白色污染治理取
得了重要进展。

久久为功，方能滴水穿石。我
国化肥用量从 2015 年的 6022 万吨
下降到 2020 年的 5250 万吨，降幅达
到 12.8%；施肥强度从 369.9 千克/公
顷 下 降 到 313.5 千 克/公 顷 。 相 比

“十二五”时期，“十三五”累计减少
化肥用量 1322 万吨。十年来，农业
面源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从湖北到山东，从田间地头到
养殖车间，因地制宜、系统施治，一
幅幅优美图景见证着多年来我国大
力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的成果。
十年砥砺奋进，环境整治改变了农
民的卫生观念，改出了农村的生活
新貌，树立了农村的文明新风。擘
画锦绣新画卷，我国农业农村环境
未来更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