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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执法证“新用”

垂改、异地交叉执法，首先面
临的是行政执法证件问题。旧证
换新证，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
期；继续沿用旧证执法，又会涉及
执法区域的问题。

常州市环境执法局没有被难
住，与市法制办协商后，针对垂改
期间行政执法证件的使用，常州
市法制办和市环保局联合下发通
知，说明换发新证的过渡期间，各
所辖市、区环保局原行政执法证
件继续有效使用，原证件中载明
的执法区域自 2017 年 12 月 7 日
起统一变更为“常州市”，有效期
一直到新证件下发为止。

执法行动启动前，每个检查
组都领到了这份通知的正式文件。

“如果现场检查时，有企业问
到执法区域的问题，说你武进区
的怎么来查我溧阳市的企业，你
们就把文件和执法证给他们看。
垂改之后，我们执法要打破既有
的小圈子，站在全市一盘棋的格
局上来考虑。”现场动员会上，本
次专项行动的总调度王恺说。

严格检查促VOCS治理

记者跟着一个检查组跑了一
整天，共检查了 5 家企业，其中一
家企业停产待拆迁，一家企业周
末休息不生产，其余 3 家在生产
企业或多或少都被发现了一些环
境管理上的小瑕疵。

现场做执法记录时，执法人
员向企业环保负责人一一指明，
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整改建议。

记 者 注 意 到 ，针 对 VOCS 治
理的环保要求，近两年企业都新
上了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现场
检查时也都在运行，但收集和处
理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一家企
业的处理设施没有很好地进行密
封，稍微一走近就非常辣眼睛，且
熏得人直咳嗽。还有一家企业收
集的管道绕得太长，收集效果十

分有限，现场检查时工作人员正
在没有收集装置的设备上操作，
却把有收集装置的设备“闲置”在
一旁。

“我们把生产车间里有组织
排放的废气收集起来进行焚烧处
理，再对余热循环利用，这是有经
济价值的。2005 年之前，我们处
理一吨钢板要用 28m3~30m3 的天
然 气 ，现 在 只 需 要 用 12m3~
13m3。”某 金 属 复 合 材 料 公 司 的
环保负责人江明告诉记者。

参照京津冀执法模式

本次“枫叶行动”参照了京津
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强化
督查模式。执法人员被安排到所
属地外的市、区进行执法。

常州市环境执法局成立 7 个
联络组，所辖市区也相应配备保
障组，负责检查期间的协调工作；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各所辖市
区另配备一组监测组，负责检查
期间污水或废气的监测工作。

检查组到达被检查市、区后，
在组员监督下，由组长按信封编
号顺序，打开信封，按照里面所列
企业名称进行检查。为避免人为
修改检查结果，常州市环保局要
求执法人员现场出具检查结果，
逐一列出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
执法人员签字后，将检查结果交
至指挥部进一步处理。

根据后期统计，“枫叶行动”
共检查常州市 43 个镇（街道、开
发区）的 235 家企业，发现存在问
题的企业 93 家，涉及环境违法、
违规问题 146个。

据悉，针对查出的问题，常州
市环保局将交办至有关所辖市、
区，要求该整改的整改、该停产的
停产、该处罚的处罚、该立案的立
案、该移交的移交。并举一反三，
加强排查类似环境违法问题，确
保提高整体工作水平。

此外，常州市环保局还将择
期对各所辖市、区整改情况进行
督查。

常州借垂改
打破执法
小圈子
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开展异地交叉执法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冯涛 蒿
文祥邯郸报道 为落实秋冬季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工作要求，切实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从 12 月 11 日开
始，河北省邯郸市环保局派出 10 个检
查组，对全市 18 家钢铁企业开展为期
一周的强化监测执法专项行动。

据了解，邯郸市钢铁、电力、煤炭、
焦化等资源消耗型行业占工业比重高
达 70%以 上 ，钢 铁 行 业 更 是 排 在 首
位 。 钢 铁 治 理 一 直 以 来 是 市 委 、市
政府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
重点，也是邯郸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最急需做好的工作。为此，邯郸市把
钢铁行作为强化监测执法专项行动的
首选。

据邯郸市环保局执法支队支队长
石亚辉介绍，此次行动统筹市县两级
环境执法、监测 30 名骨干力量，采取
交叉执法、突击检查的形式进行。检
查中，将以监测数据为技术支撑，以执
法处罚为惩治手段，对钢铁企业全流
程、全工序进行体检式检查，促使钢铁
企业尽快完善治污措施。

据了解，邯郸市对钢铁行业的强
化监测执法专项行动只是开始，今后
此项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对污染较重
行业分批开展行动。

邯郸开展钢铁行业
专项执法行动
体 检 式 检 查 促 使 企 业
尽快完善治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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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
初心不变

李苑

图为“枫叶行动”出发前。 常州市环保局供图

“又一个周末泡汤了。”出
发时记者听见有执法人员轻声
嘀咕了一句。现场检查时有企
业负责人问：“你们怎么周末还
来检查？”执法人员回答说：“我
们是 5+2”、“白加黑”。然后就
被点评：“哇，真是比我们还要
辛苦。”

不跟着跑现场检查，真是
体验不到一线执法人员有多辛
苦，进门时可能有嗷嗷叫着虎
视眈眈的大狼狗，进门后可能
遇到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
在污染防治设施上爬上爬下一
不小心可能就“工伤”了，生产
车间里时不时会闻到各种奇葩
味道，给你感官上带来不同程
度的刺激。

即便如此，所有的执法人
员还是毫无怨言，随着一声令
下，所有人便整装奔赴现场，让
人在无形中感受到一支执法队
伍的力量。

其实无论制度怎么改、体
制机制怎么变，只要每一位环
境执法人员都能秉持初心，
不断努力，汇小流以成江
海，环保的执法力量必
定会释放出更大的效
能，由此带来更
多的改变。

加强对建设单位自行验收的监
督检查

建设项目配套环保设施验收是
落实环评措施的重要环节。《条例》改
革验收管理方式，将环保部门行政许
可改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强化了建
设单位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根据《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建设项目竣
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查验、监测、
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
和调试情况；对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
况和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
测，编制验收报告；登录“全国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
报验收报告等信息。

为落实环保配套设施与建设项
目同步投产使用制度，环保部门要依
法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对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情况进行监管。一是依托“双
随机”污染源监管平台，检查项目竣
工后建设单位是否自行开展验收工
作；二是依托国家“验收信息平台”，
采取“双随机”抽查方式，检查项目建
设单位自行验收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的程序和标准；检查验收后项目建设
单位是否及时公开验收相关信息，接
受环保部门和全体社会公众的监督。

如发现未验先投或者验收中弄
虚作假的，要按《条例》第二十三条处
最高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直至报人
民政府批准关闭；对责任人也要依法
处罚。发现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验
收报告的，除处罚外还要将违法信息
计入诚信档案，让违法者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

严格验收期限，严控调试期间污
染物排放

《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验收
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月，需要调试等
可 以 适 当 延 期 但 最 长 不 超 过 12 个
月。为有效防止不法者钻空子、利用
验收期限以验收的名义行违法排污
之实、“久调不验”，验收检查时执法

人员要严格把握验收期限。对于一
般的建设项目，要求自项目竣工之日
起 3 个月内完成验收；只有行业技术
规范对调试有明确要求的，才需要调
试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验收期
限，但最多不超过 1年。

检查时要首先调查项目竣工日
期，查阅国家“验收信息平台”，看建
设单位是否填报公开了项目竣工日
期，对未填报的在督促填报的同时要
调查项目实际竣工时间并做好调查
笔录。其次要调查实际验收和投产
情况，再综合判断是否存在超期行
为，如果超过 3 个月或者超过合理的
调试验收期限未完成验收工作且已
经投产，就要按未验先投依法处罚。
对调试期间发现有严重污染或故意
拖延调试验收时间的，要及时组织对
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根据《暂
行办法》第六条调试期间不免除达标
排放义务的规定，如监测超标要依法
处罚直至按日计罚，绝不给不法者留
下偷排和拖延空间，坚决遏制“久调
不验”的行为。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改革是
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
必 然 要 求 。 监 察 执 法 人 员 要 主 动
适 应 改 革 形 势 要 求 ，创 新 监 管 方
式 ，全 面 落 实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措 施，
构筑和不断夯实建设项目环境监管
法网，为有效防范和控制新增污染而
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本报通讯员李孝林

为让辖区的山更青水更绿，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主动作为，开展环巢湖生
态保护行政检察监督，强化对水
体、山林、湿地、野生动物、渔业的
保护和修复，为环巢湖生态环境
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为实现打击犯罪与生态修复
补偿的无缝对接，巢湖市检察院
与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建立生态
环境保护案件线索梳理、移送、办
理、反馈等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生
态环境保护案件业务交流会，介
绍办案情况，分享案件线索。

同时，巢湖市检察院还先后
与市国土局、环保局、水务局、林
业局、住建委等部门会签《关于建
立行政执法与行政检察相衔接工
作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
监督的内容、程序和手段，
并建立联席会议和工作联
系机制、信息资源共享和
案件通报制度。

在检察监督中，巢湖
市检察院围绕“山、林、水”
重点开展监督，并结合巢
湖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
护、渔业资源保护等开展
专项检查，努力做到专业
化法律监督和恢复性司法

实践相统一。
据统计，近年来，巢湖检察机

关共审查批捕滥伐林木案件 1 件
1 人，对涉嫌滥伐、盗伐林木的 5
件 7 人立案监督；对非法采矿等破
坏生态资源的 15 件 21 人依法提
起公诉；发出生态保护领域检察
建议 37 份。通过开展环巢湖生态
保护行政检察监督，监督恢复各
类 土 地 3462 亩 、监 督 矿 山 整 治
3453 亩、监督补种受损林木 9000
余株，有效保护了环巢湖区域的
生态环境。

今年 3 月 15 日，巢湖市检察
院接到举报称市某食品公司将生
产中产生的废水未经严格处理直
接排放，对巢湖水质造成污染，经
确认，及时向巢湖市环保局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据《水污染防
治法》的规定处罚。

巢湖市环保局接到检察建议
后，及时对某食品公司进行了现
场检查。检查发现，这家公司排
放的生产废水中污染物浓度超过
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遂依据《水
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责令其立即
整改，达标排放，同时按应缴纳排
污费数额的 5倍予以罚款。

对收到检察建议的行政机关
怠于履职或整改不到位的，巢湖
市检察院会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
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2016 年 1 月，巢湖市检察院针
对市某锚链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
中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情况，向市
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2016 年 12
月，巢湖市检察院在检查中发现这
家被处罚的公司仍存在环境违法
行为。针对巢湖市环保局存在怠
于履职的情况，巢湖市检察院于

2017 年 4 月以巢湖市环保
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
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并得到法院支持。

在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时，巢湖市检察院组织被
诉 单 位 相 关 人 员 到 庭 听
审，通过这一方式促进环
境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能力
与水平的提高，也对巢湖
市其他行政机关尽责履职
起了良好的警示作用。

专业化法律监督与恢复性司法实践相统一

巢湖检察机关保护生态环境不遗余力

贯彻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织密建设项目
环境监管法网

尹学庆

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17
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适应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要求，下
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是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为有效落
实源头控制建设项目环境污染制度，消除管理真空，《条例》进行了建设项
目事中事后监管顶层制度设计，增加了新的事中事后管理手段和措施。

作为一线执法人员只有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运用《条例》赋予的手段
严格依法履职，坚决打击建设项目环境违法行为，才能保障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如何加强建设项目事前管理？
严厉打击“未批先建”行为
虽然我国 1998 年就立法确立了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过去最高仅处
20 万元罚款，长期以来“未批先建”
等环境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严
格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是《条例》
的一大亮点，《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
按报告书、报告表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1%~5%实施处罚，上不封顶。因此如
发现未报批环评文件或者报批未经
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要依法高额处
罚，形成有效震慑。

坚决打击擅自降低环评类别违
法行为

《条例》第九条规定将环境影响
登记表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体
现了简政放权，简化程序，减轻企业
负担的原则。根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管理办法》，建设单位只要在环
境保护部网上备案系统提交相关材
料并对真实性负责即可完成备案。
由于备案过程简单，环保部门仅存档
备查，不进行任何形式和内容的审
查，备案结果不会对管理相对人产生
直接影响，自年初备案制度实施以
来，也发现了本应该办理环境影响报
告书或报告表审批的建设项目，却擅
自降低环境影响评价类别，仅办理环
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北京市通州区就发现了两家单
位以登记表备案手续代替环评报告
表审批，根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通州区环保局
专门下发通报、公布备案无效，没有
环评审批手续将直接面临未批先建
或未验先投被处罚的法律后果。

最新颁布的《建设项目分类管理
名录》是环评分类管理的依据。执法
人员在检查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
时要核对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生产规模，根据对环境影响程
度的大小以及是否在环境敏感区域
等环境功能要素，确定和甄别建设项
目的报告书、报告表和登记表环评类
别，坚决打击擅自降低环评类别、规
避环评监管的行为。

将建设项目纳入日常环境监管
范围

改革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管理方
式，取消验收许可是《条例》的重大变
化之一，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与《条例》已经统一，
固废、噪声领域的环保验收方式也将
尽快完成修订和统一。强化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责任，将建设项目纳入监
管范围、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环境监管
是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关键。
对已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的
建设项目，要及时纳入“双随机”污染
源监管系统，做好有效衔接，加大工
业等高环境风险行业类建设项目的
抽查比例和频次，确保建设项目纳入
污染源日常监管范围，为建设项目事
中事后常态化监管奠定基础。

如何加强建设项目事中环境监管？
验收许可这种一次性监管方式

取消后，为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条例》增加了项目建设单位在设计
和施工建设阶段的环境保护责任。

在对项目建设过程检查时，执法
人员一是要查阅建设项目的初步设
计文件，看是否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
范要求，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
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是否

列明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所需投资概
算；二是检查施工合同，看是否将配
套环保设施数量、种类及建设费用纳
入施工合同，环保资金是否确有保
障；三是在施工组织阶段，要检查环
保设施建设进度，看环保设施是否与
生产、运营等主体工程同步建设，是
否故意拖延滞后，发现违法要依据

《条例》第二十二条予以处罚。

如何加强建设项目事后环境监管？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垂改后，基层执
法会有什么不同？作
为江苏省环保监测监
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试点城市，随着
常州市“垂改”工作方
案正式印发，“靴子”
已然落地。

12 月 9 日 ~10
日，恰逢周末，针对
秋冬季节大气污染
防治，常州市环保局
启动了垂改后的首
次大规模执法行动
——“枫叶行动”，由
常州市环保局委托市
环境执法局统一调配
全市执法力量，开展
所辖市区异地交叉执
法，记者也全程参加
了这次行动。

据了解，行动主
要围绕固定污染源环
保设施运行及达标排
放情况，“高架源”自
动监测设施安装、联
网及运行情况，涉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企业
治理设施安装运行情
况，“散乱污”企业污
染防治设施安装、运
行情况等进行检查。
从常州市6个所辖市
区共抽调 44名执法
人员，组成22个检查
组，把全市筛选出的
220家重点企业的检
查作为必须完成的
“规定动作”。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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