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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安徽省反馈督察情况
存在工作不严不实、重点流域区域环境问题突出等问题
安徽已拘留 63人，约谈 637人，问责 476人

督察 认为

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存在薄弱环节

主
要
问
题

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督察实效
——一论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意见反馈与整改

强化督查 打好蓝天保卫战

打击进口废物环境违法专项行动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近 日 起 陆 续 向 被 督 察 地 方 反
馈督察情况，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着重指出了被督察地区存
在的问题。从此次对天津、山
西、安徽的督察反馈情况看，三
地在环境保护方面既存在一些
共性问题，也存在一些个性问
题。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在共性问题方面，一是工
作落实不够到位。一些部门和
地区环保责任不落实，工作导
向存在偏差。面对突出环境问
题强调客观因素多、主动作为
少。二是大气、水环境治理仍
显薄弱。部分地区大气环境质
量不升反降，污水处理能力不
足导致污染物直排。三是一些
突出环境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区违法
违规开发问题突出。而个性问
题则均属当地未能科学考量生
态环境禀赋和承载力，未能进
行科学决策和系统谋划而造成
的短板与欠缺。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
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党委政

府没有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关系，对本区域生态
环境问题缺乏全面、深入、客观
的认识，对大气、水污染治理的
紧迫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对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
担当意识欠缺。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地方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上
的决策有所滞后，落实党和国
家的部署打了折扣，行动缺乏
力度。这种在思想认识上、具
体行动上存在缺陷和不足的状
况，必须尽快扭转。各地必须
按照《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
行）》和督察反馈意见要求，抓
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有针对
性地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整改力
度，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
决 策 部 署 ，自 觉 提 高 政 治 站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将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严格落
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从战略高度认识问题、
制定整改方案。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积极

推进环境问题整改。各地在制
定整改方案时，要明确责任单
位、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整改
时限，做到可检查、可考核、可
问责。对能立行立改的，迅速
行动；对需要逐步整改的，建立
台账，限时销账；对需要长期努
力的，持续推进，一抓到底。

三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做好跟踪问效。各地要根据督
察反馈意见要求，建立联合督
办机制，严肃责任追究。对整
改落实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
严格执纪问责，督促落实地方
党 委 和 政 府 环 境 保 护 主 体 责
任，确保整改任务落地见效。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
央、国务院为加强环境保护工
作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为地
方加快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补
齐生态环保短板、深入推进环
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
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各地一
定要严格按照反馈意见要求，
以“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
风，抓好落实，抓出实效，用环
境质量改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宋杨

本报记者岳跃国合

肥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

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

署，2017 年 4 月 27 日

至5月27日，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安徽

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

组于2017年7月29日

向安徽省委、省政府进

行反馈。反馈会由安徽

省省长李国英主持，督

察组组长朱之鑫通报督

察意见，安徽省委书记

李锦斌作表态发言。督

察组副组长、环境保护

部副部长翟青，督察组

有关人员，安徽省委、省

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等参加会议。

安徽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将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安徽
省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共
同担任主任的环境保护委员
会，出台扎实推进绿色发展
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安徽
样板实施方案、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实
行省级领导分包重点地市、
重点区域、重点企业，保证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到位的“包
保 ”制 度 ，并 要 求 市 级 领 导

“包保”到县，压紧压实责任。
积极探索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在新安江流域启动全
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连续 4 年达到水质
补偿条件，为全国生态补偿
工作提供了经验。建立大别
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
2014 年 以 来 省 级 财 政 投 入
生态补偿资金两亿元，推动
了 大 别 山 区 水 环 境 资 源
保护。

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保
护工作，严禁污染严重、风险
较高的化工项目落户长江两
岸。积极开展沿江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环境整治，芜湖市
关闭二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多年难以解决的中石
化油品码头；铜陵市拆除三
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多个货运码头。着力推进污
染整治，截至 2016 年底，全
省 燃 煤 电 厂 累 计 完 成 2375
万千瓦超低排放改造；安排
秸秆资源利用和禁烧奖补资
金 11.4 亿元，秸秆禁烧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积极开展淮
河水污染防治，淮河干流水
质总体保持稳定。出台安徽
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分三
批对全省 16 个地市开展省
级环境保护督察。

安徽省高度重视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严查严处
群 众 举 报 案 件 并 向 社 会 公
开。截至 6 月底，督察组交
办 的 3719 件 环 境 问 题 举 报
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 3113
家，立案处罚 803 家，累计罚
款 2635.2 万元；立案侦查 52
件，拘留 63 人；约谈 637 人，
问责 476人。

督察指出，安徽省环境
保 护 工 作 虽 然 取 得 积 极 进
展，但重发展、轻保护问题依
然存在，一些区域性环境问
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督察谈话中多数同志
反映，安徽省一些领导干部
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
对自身肩负的环保责任认
识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部
门环境保护法治意识淡薄，

《巢 湖 流 域 水 污 染 防 治 条
例》出台后，条例规定的有
关要求基本没有落实，甚至
仍 然 大 量 违 法 开 发 建 设 。
2011 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
将巢湖整体纳入合肥市管
理，并成立安徽省巢湖管理
局，以便对巢湖实现统一保
护监管，但由于职能交叉，
权责不清，监管不力，体制
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政 绩 导 向 存 在 偏 差 。
2016 年省政府对各地市目
标管理绩效考核中，经济发
展权重由上年 14.6%~22.3%
上 升 到 27.5% ～32.5% ，但
生态环境指标权重却由上
年 14.6% ~22.3% 下 降 到
13.5%~20.5%。2014 年大气
污染治理考核中，蚌埠、淮
北、铜陵、六安 4 市空气质

量下降，考核结果应为不合
格，但实际考核结果为良好
或合格。淮南市政府对淮
南经济技术开发区、淮南高
新区、安徽现代煤化工产业
园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无
论是考核内容 ，还 是 指 标
体 系 均 无 环 境 保 护 要 求 。
六 安 市 对 环 境保护部门下
达招商引资任务，并在年度
工作目标考核中实行“一票
否决”。

一些部门和地方工作
不严不实。省水利厅虽然
组织开展过入河排污口排
查，但对全省入河排污口底
数 不 清 ，日 常 管 理 严 重 缺
位，大量入河排污口长期超
标排放。省国土资源厅履
职不到位，没有按要求开展
督查和考核问责，导致安徽
省“三线三边”矿山生态环
境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确定
的 矿 山 治 理 工 作 严 重 滞
后。省环境保护厅对池州
市东至经济开发区突出环
境问题实施挂牌督办，但在

整改要求未落实的情况下，
仅凭东至县政府做出的承
诺即于 2015 年 12 月解除挂
牌，工作流于形式。

淮北、宿州两市于 2016
年 12 月将尚未开工的淮北
市相阳沟、宁王沟，尚未完
工的淮北市老濉河和宿州
市 三 塘 等 4 个 项 目 虚 报 为
已完成黑臭水体整治的项
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
作失察，仅简单汇总后直接
上报上级部门。督察发现，
三塘整治项目仍有一塘尚
未开工，相阳沟、宁王沟整治
项目督察期间刚刚动工。老
濉河截污工程尚未完工，沿河
9 个排污口大量排放生活污
水，群众反映强烈。

淮南市姚家湾排污口
位于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
护区内，环境隐患突出。为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淮 南 市 于
2017年 4月建成石姚湾污水
泵站，将污水纳管排入淮南市
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但泵
站运行一个月来，污水处理厂
进水量并未增加，每天4万余
吨污水去向不明。对此，淮
南市不了解、不调查，直至
督察组发现后才组织排查。

近 年 来 ，巢 湖 水 华 高
发 ，2015 年 最 大 水 华 面 积
321.8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湖 面
积 42.2%；2016 年水华最大
面积为 237.6 平方公里，占
全湖面积的 31.2%。2017年
一季度，巢湖湖体总磷浓度和
富营养化状态指数同比均呈
上升趋势。督察还发现：

破 坏 滨 湖 湿 地 。 2016
年合肥市滨湖新区违法审
批，损毁防浪林台湿地，将
14 万平方米防浪林台用作
建筑垃圾消纳场。防浪林
台内湿地已被渣土填平，完
全丧失了生态功能。滨湖

新区还将派河口天然湿地
违规用作建筑垃圾消纳场，
已 倾 倒 土 方 约 50 万 立 方
米，占用湿地 60 万平方米。
另外，渡江战役纪念馆西侧湿
地也陆续被土方填埋，损毁湿
地约 16.8万平方米。

违 规 侵 占 湖 面 。 2013
年合肥市实施巢湖沿岸水
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工程，
将原本连成一片的湿地从
中隔断，预留部分区域作为
滨 湖 新 区 旅 游 码 头 用 地 。
2014 年又以实施滨湖湿地
公园工程名义，在近两公里
的 湖 岸 违 法 建 设“ 岸 上 草

原”项目，还以建设防波堤
名 义 围 占 湖 面 ，以 保 护 之
名 ，行 开 发 之 实 ，其 中 约
2000 亩湖面已经用作旅游
开发。

入湖污染量大。十五
里河、南淝河和派河水质长
期劣Ⅴ类，3 条河流入湖污
染物巨大。2013 年立项的
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三期
工程迟迟没有建成，导致每
日 约 6 万 吨 生 活 污 水 直
排。南淝河流域长期没有
实施有效的雨污分流，加之
管网大量错接、漏接，流域
污水处理设施没有发挥效
益。派河流域的肥西县污
水处理率不足 30%，大量污
水直排，主要支流潭冲河和
王建沟水质逐年下降。

淮河支流水质长期没
有改善，2016年监测的27条
淮河二、三级支流中，7 条水
质为Ⅴ类，10条为劣Ⅴ类。

淮北市排水规划频繁
调整，烈山、杜集两区因污
水管网长期空白，35 万人口
每 天 约 4 万 吨 生 活 污 水 直
排环境，造成龙河水质持续
恶化。淮南市因配套管网建
设不到位，全市污水集中收集
率仅约 50%，每天 10 余万吨
生活污水排入淮河和瓦埠
湖。亳州市建成区污水处理
能力严重不足，每日超过 3
万 吨 污 水 直 排 涡 河 、宋 汤
河。宿州市“十二五”期间
应建成投运的汴北污水处

理厂和城东污水处理厂，至
今 尚 未 建 成 ，区 域 内 约 20
万人生活污水直排北沱河。

宿州、亳州生活垃圾处
置能力严重不足，宿州市灵
璧县生活垃圾仍堆存于无
污染治理设施的简易垃圾
填埋场，群众反映强烈。蚌
埠市怀远县长期利用无防
渗 措施的水塘堆存生活垃
圾，垃圾渗滤液通过沟渠直排
环境。督察采样监测发现，
渗滤液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浓度分别高达 4340 毫克/升
和 580 毫克/升，污染十分突
出。另外，两市规模以上畜
禽养殖企业建成运行污染
治理设施的比例仅为 5.6%

和 22.3%，大量养殖粪污直
排环境。

皖北地区大气污染问
题突出，其中宿州、亳州两
市 空 气 质 量 恶 化 尤 为 突
出 。 2016 年 ，宿 州 市 PM10

浓 度 较 2015 年 不 降 反 升 ，
细颗粒物浓度全省最高；亳
州市 2017 年 1 月～5 月 PM10

浓度同比上升 44.2%，升幅
全省最高。督察发现，宿州
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仍
有燃煤小锅炉在用；非煤矿
山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停
滞，矿山扬尘问题突出。亳
州市油气回收治理工作严
重滞后；建成区大拆大建带
来扬尘污染，以及大量搅拌
站、石子加工等扬尘问题，
群众反映强烈；大量煤矸石
制砖企业大气污染物直接
排放，局部污染严重。

全 省 163 个 省 级 及 以
上工业园区中，24 个未建成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15 个园
区管网建设滞后导致污水
处理厂无法正常运行。铜

陵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
污水管网建设缓慢，配套污
水处理厂长期进水不足，至
今未能正常运行。

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违法
违规新建、扩建大量旅游、
畜禽养殖、房地产项目，水
质从 2013 年的Ⅱ类下降到
2016 年的Ⅳ类。瓦埠湖饮
用水水源地、宿松华阳河湖
群省级自然保护区围网养
殖面积大幅度超过控制要
求，水质下降明显。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7 月 27 日 ，13 个 督 查 组 共 检 查
189 家企业（单位），发现 42 家涉
气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存在问
题的企业中，属于涉气“散乱污”
问题的 5 家，超标排放的两家，未
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 16家，治污
设施不正常运行的7家，挥发性有
机物（VOCs）治理问题的12家。

7 月 21 日~27 日是环境保护
部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的第 16 周，
也是第八轮次强化督查的第一
周。据统计，13 个督查组共检查
1481家企业（单位），发现316家涉
气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存在问题
的企业中，属于涉气“散乱污”问
题的 48 家，超标排放的 20 家，未
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 89 家，治
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61 家，存

在 VOCs治理问题的 97家。
根据上周督查情况，挥发性

有机物（VOCs）治理问题，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不完善等
问题最为突出，约占发现问题的
企业总数的 78.3%。

上周是环境保护部针对河
北、河南两省落实“大气十条”的
细化方案开展专项督查的第一
周 。 8 个 督 查 组 共 检 查 河 北 省

《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意见》及 18 个专项实施方案

（“1+18”专项方案）的 309 项任
务清单落实情况，共发现居民生
活 及 取 暖 电 代 煤 、农 村 散 煤 控
制、劣质散煤管控、工业企业退
城搬迁改造、“散乱污”企业整治
等专项方案中的 99 项任务存在
进展缓慢的问题。检查发现，河
北省“气代煤、电代煤”工程整体

推 进 缓 慢 ，截 至 目 前 仅 完 成
36.4%，其中唐山、石家庄、邢台
和邯郸 4 个城市完成率最低，分
别为 0、8.2%、10%和 17%。

上周 7 个督查组共检查《河
南省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 7 个实施方案》（“三治本三治
标”方案）的 135 项任务清单落
实情况，共发现推进供热供暖、
推进燃煤散烧治理、燃煤锅炉超
低排放改造等专项方案中的 59
项任务存在进展缓慢的问题。检
查发现，应于 10月底前完成电代
煤、气代煤改造任务，截至目前（7
月 27日），河南省的郑州、开封、新
乡、安阳、焦作、鹤壁、濮阳等7个市
只完成了 50%的任务量，其中郑
州市只完成了 2%。

下转五版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选出强化督查本周
一星（7 月 21 日~7 月 27 日），第 8
轮第 13 督查组，由福建省派出
的 8 名同志，即福建省三明市环
境监察支队郑承松、蒋联嘉、丁
长业，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李建
飞、沙县环境监察大队刘发水、
三元区环境监察大队林向成、将
乐县环境监察大队吴建强、大田县
环境监察大队李志灵共同组成，
对山西省长治市开展驻点督查。

该 组 的 8 名 同 志 以 实 事 求
是的工作精神，以刨根问底的工
作 态 度 ，以 一 丝 不 苟 的 工 作 作
风，确保大气强化督查工作取得
实效。

一是提前做好功课。细化
分析长治市产业特性和地域特
点，提前开展理论培训；提前配
齐配全移动执法记录仪、手电、
温度感应器、消暑药品等设备，

全面保障督查效率和安全。
二是在工作中注重灵活机

动保成效。他们细化督查人员
分工，采用不打招呼、直奔现场
灵活机动的督查方式，将督查组
分为 4 小组，实施两个组明察，
两个组暗访，通过各自督查和密
切协作相结合的灵活方式，发现
问题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利用各
组员专业和业务不同互相支援，
既提高了督查效率又让违法企
业无所遁形。

三 是 紧 紧 抓 住 督 查 关 键
点。一方面，以监测监管联动和
自动监控设施为重点，首次在督
查过程中引入监测监管联动，彻
查超标排放企业，并对安装自动监
控企业进行专项核查，打击数据造
假违法行为；他们重点对 27家企
业废气排放情况进行现场监测，
发现超标排放的 18 家。另一方
面，以重点行业为着重点，全面

衍生至周边企业和上下游产业，
以煤矿开采和焦化行业为点，发
散至砖瓦行业、石灰行业、胶带
行业等上下游产业的全面督查。

四是注重及时总结。督查
组全体人员每天召开碰头会，总
结 当 天 督 查 情 况 ，查 找 存 在 不
足，提出改进措施。同时，认真
研究第二天拟督查的内容和行
程，确定督查工作目标。督查组
全体同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对照既定工作目标，撸起袖
子加油干，圆满地完成了本周的
督查任务。

7 月 21 日~27 日，他们共检
查企业 152 家，发现存在涉气环
境问题企业 90 家。其中，发现
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22
家 ，未 安 装 污 染 治 理 设 施 的 39
家。该督查组在本周检查企业
数量、发现企业问题数量均名列
前茅，综合评定第一名。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7 月 27 日，检查 组 共 检 查 企 业
16 家 ，发 现 8 家 企 业 存 在 涉 嫌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检 查 组 均 已 提
出 立 案 处 理 处 罚 建 议 。 截 至 7
月 27 日 ，共 检 查 企 业 1784 家 ，
对 1066 家企业提出立案处理处

罚 建 议 ，占 检 查 企 业 总 数 的
60%。

7 月 28 日~29 日，检查组共
检 查 企 业 8 家 ，发 现 8 家 企 业
均 存 在 涉 嫌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检
查 组 均 已 提 出 立 案 处 理 处 罚
建议。

截至 7 月 29 日，专项行动现
场检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共检查
企业 1792 家，对 1074 家企业提
出立案处理处罚建议，占检查企
业总数的 60%。

7月 28日~29日检查发现
问题企业名单详见今日六版

安 徽 省 要 牢 固 树 立
“四个意识”，坚决扛起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着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安
徽样板，建设绿色江淮美
好家园。要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核心，坚决推进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加快巢湖治理保护、工
业园区综合整治和自然保

护区监管。要严格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依法依规严肃责
任追究，对于督察中发现的
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
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
按有关规定严肃问责。

督察强调，安徽省应
根据《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和督察反馈意见

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
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
送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
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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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移交安徽省委、省政府
处理。

重点流域区域环境问题突出

一些突出环境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2 巢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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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

VOCs治理等问题最为突出

环境保护部推选强化督查每周一星

福建八名同志获表扬

环境保护部通报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情况

对1074家企业提出立案处理处罚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