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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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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活性炭需及时有效回收

◆王春益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的生产和生
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于近几十年来全球
化的快速推进，世界经济连成一体，疫情的蔓
延造成的全球性危机是空前的，其破坏性的
强度和广度百年来前所未有，毫无疑问会对
当今的国际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的模式是以国家为
中心的。尽管有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等 维 持 着 世 界 政 治 经 济
秩 序 ，但 国 家 间 仍 是 各 自 为 政 。 一 些 国
家 、集 团 为 自 身 利 益 的 最 大 化 ，置 全 球 整
体 利 益 于 不 顾 ，造 成 了 生 态 环 境 日 趋 恶
化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的 趋 势 朝 着 不 利 于 人 类
生 存 的 方 向 发 展 ，新 冠 疫 情 的 全 球 蔓 延 正
是 这 一 弊 端 的 典 型 表 现 。 因 此 ，要 提 高 全
人 类 的 福 祉 ，必 须 推 进 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打 造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在 命 运 共 同 体
的大旗下践行生态文明。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不是
我们这一代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
从我们的子孙手中借来的。我们这一代人绝
不能干着吃祖宗的饭、造着子孙孽的事情。
翻开历史画卷，古巴比伦、古埃及等诸多古老
文明，大多发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田野
肥沃、生态良好的地区。而由于自然灾难和
人为因素，生态状况急转直下。这也让巴比
伦、玛雅等一度兴盛的古文明，由盛转衰甚至
走向毁灭。保护地球，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
责任。虽然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社会制
度，唯有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会让地球上
的人类和谐共处，理性选择共同的未来。人
类与地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应该携起
手来共建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
过程中，为了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作出的
一切努力以及取得的一切成果的综合。不仅
山水林田湖草和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物
圈中所有的要素组合成的大的生态系统和生
命系统都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共存共生才能
共育共荣。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走到今天
的工业文明，人类发展严重受制于资源环境
约束，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开始
威胁人类的生存。建设生态文
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
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
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建设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命
健康的生态文明社会。

人类应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打
造命运共同体。当前一个重要的
途径之一就是改变全人类的生活
方式。新冠疫情对人们毫无节制
追求物质享受敲响了警钟，从某
种程度上讲，过度浪费资源的生
活方式以及支持这种生活方式的
生产方式是疫情暴发的一个原
因。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经济运
行停滞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
是很多地方出现了空气变好、水

变清，这是人们在维持高碳生活
过程中看不到的图景，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只要我们走绿色发展
之路、保护好生态环境，“天蓝、地
绿、水净”是能够实现的。《21 世
纪议程》提出：“通过改变生活方
式提高生活标准，减少对地球有
限资源的依赖，并与地球的支撑
能力取得更好的协调。”这就要求
人们放弃在价值观缺失背景下的
生活习俗、消费习惯等生活方式，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并以生活方
式的绿色化促进产业生态转型的
进程。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倡
导的：“我们都是蝴蝶。如果我们
共同扇动翅膀，我们便可以改变
世界。”

作者系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驻会副会长

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福建等多省市和中国五
矿集团、中国化工集团反馈了督
察情况。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普遍
存在的，就是对群众诉求回应不及
时，一些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

在福建，群众反映强烈的三
明永安市尼葛省级开发区臭气
扰民问题久拖不决；在海南，生
活垃圾围城围岛及异味扰民问
题成为群众反映最集中的领域，
但有关地方和部门行动迟缓，以
致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当前海南
省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矛盾；在
重庆，一些区县对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重视不够，督察组现
场抽查 29 件群众举报，发现有 7

件办理不到位。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及“回头看”累计解决群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15 万 多
个，第二轮第一批督察共交办群
众举报问题约 1.89 万个。从数
量上看，群众反映的问题确实不
少，同时，也意味着这是我们工
作的着力点，还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道路扬尘、施工噪声、垃圾
站臭气、餐馆油烟等问题，在群
众信访投诉中占据了不小的比
例。这些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
却是影响群众生活质量的大事，
因此容不得忽视，需要地方政府
部门切实解决好。唯有如此，才
能真正获得百姓点赞。

近年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与群众期待
还有一定差距，解决群众举报投

诉 的 问 题 正 是 需 要 努 力 的 方
向。面对群众诉求，虽然一些政
府部门强调要及时回应、把群众
利益维护到位，领导也一再表态
会不折不扣整改到位，但行动起
来总会打折扣。实际生活中，一
些群众的投诉如石沉大海，没有
回音；还有一些问题虽然承诺解
决，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
来”。久而久之，小事变成大事，
小问题拖成大矛盾。

诚然，有些难题涉及方方面
面，短时间未必能够彻底解决。
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向
群众解释清楚，取得群众理解，
避免矛盾激化。除此之外，有很
多问题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解决
的，如长时间堆放在路边的垃圾
需要及时清运、餐馆油烟扰民需
要加装处理设备等。在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期间，一些问题移交
地方后，第二天就得到了解决。
同样的问题，为何督察组来了能
够立行立改，此前却是“老大难”，
甚至持续几年也无人问津？其背
后反映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干，而是
想不想干。只要政府部门真心干，
多想办法，少找借口，很多群众的
烦心事是能解决的。

实际工作中，有人会把信访
投诉当成群众在找茬儿，存在排
斥 心 理 。 这 种 认 识 是 错 误 的 。
群众举报是精准发现生态环境
问题线索的“金矿”，我们应多借
助群众的眼睛发现问题，让人民
群 众 成 为 监 督 力 量 的 一 部 分 。
当 前 ，一 些 企 业 为 逃 避 监 管 处
罚，给违法排污行为加上了不少
伪装；个别地方为了给污染项目

“开绿灯”，搞起了“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那一套，给生态环保工
作的推进增加了难度。正是得
益于群众举报提供的线索，一些
隐蔽的环境污染行为被查处，个
别地方和部门不作为、慢作为、
重发展轻保护等问题得到纠正。

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关于
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
建立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
奖励制度。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
法有序参与，可有效弥补基层生态
环境执法监管的短板和盲区，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
境问题，也是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
中事后监管的重要途径。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
总关情。信访投诉的问题不管
大小，都反映了群众对美好生态
环境的期待，也饱含了对政府工
作的信任，容不得敷衍和忽视。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要坚
持问题导向，诚心诚意为群众解
难事、办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

《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
于 2020 年 5 月 1 日 起 正 式 实
施。条例的实施对做好非道路
移 动 机 械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意 义
重大。

北京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保
有量在 6 万台左右，相对于机
动车 640 多万辆保有量，从数
量上来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从污染排放量来讲就不可
小觑，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如
在北京，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占移动源（包括非道路移
动机械和机动车等）排放总量
的 14%，由此可见其排放强度
大、污染严重，因此，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必
须加强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治理。

目前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
污染防治工作滞后于当前大气
污染治理工作需要。综合各方
信息估算，非道路移动机械保
有量在 6 万台左右，但目前还
没有部门或社会组织能够提供
一个相对准确的信息。底数不
清，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就失
去了目标和方向，难以实现精
准治理。

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虽然
相对较少，但型号多，使用范围
广，流动性强，没有固定的工作
场所，工作时间也没有规律，因
此管理难度很大。同时，非道路
移动机械尾气排放不需要年检，
日常使用过程中环保排放是否
达标，容易游离于监管之外。

目前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尾
气排放监管还主要依靠执法人
员到现场人工检查，劳动强度
大。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在
人员环保意识还不强、管理相
对滞后的前提下，监管工作很
难做到全覆盖，容易出现盲区。

此外，非道路移动机械使
用场所绝大多数在建筑和市政

等 施 工 工 地 。 住 房 和 城 市 建
设、园林绿化、水务等部门在日
常执法检查时应将是否向生态
环境部门备案申报作为前置条
件，但目前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沟通协调。

新条例的制定和实施顺应
和满足了当前大气污染治理暨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
工作的需要，通过强弱项补短
板，直面存在的困难，必将积极
推进问题的解决，有力推动污
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
有真正摸清家底，才能有的放
矢制定治理措施，避免盲目，确
保取得实际效果。此次条例规
定，在本市使用的非道路移动
机械未经信息编码登记或者未
如实登记信息的，由生态环境
部门责令改正，处每台五千元
罚款。条例的实施，将为做好
信息采集登记工作、摸清家底
提供有力的支撑。

条例要求，在本市在用的
非道路移动机械须安装远程排
放管理车载终端。安装远程排
放 管 理 车 载 终 端 并 实 现 联 网
后，执法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
掌握每台车的使用和尾气排放
状况，为点穴式精准执法提供
了“千里眼”，从而大大减轻工
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条例明确了政府相关部门
的职责。例如，非道路移动机
械使用单位使用不符合标准的
燃料时，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不符合标准的
燃料，并处燃料货值金额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罚款；第四十五
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
位未落实有关规定，使用未经
信息编码登记或者不符合排放
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记入信
用信息记录，等等。各司其职，
依法监管，有利于形成工作合
力，将大大提高执法监管能力，
促进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刘四建 赵光

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

活性炭可以有效解决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中的各种“疑难
杂症”，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中。但涂装行
业和化工行业的吸附挥发性有
机 物 后 的 废 活 性 炭 是 危 险 废
物，目前的监管机制不利于废
活 性 炭 的 及 时 收 集 和 有 效 贮
存。废活性炭的安全处置工作
成为摆在企业目前的难题，也
带来很大的环境安全隐患。

目前，只有持危险废物综
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方可从
事废活性炭的收集，不少小微
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产生的
废活性炭量少、更换频次多，如
机动车维修企业一个标准喷漆
房，其配套治理设施活性炭的
装填量大约 0.4 立方米，约 400
小时更换一次。持有危险废物
综合经营许可证的一般都是大
型企业，不可能随叫随到，造成
不 少 企 业 的 废 活 性 炭 堆 积 一
年，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才上门
回收一次。

不少企业吸附失效的活性

炭往往没有密封贮存，自然暴
露在空气中，被吸附的有害物
会再次释放出来，造成二次空
气污染。如果防渗、防扬散等
贮存条件不好，极易造成水和
土壤的二次污染。

此外，小微企业在与危险
废物处置单位打交道中，往往
处于劣势地位。据一些企业反
映的情况，仅签个废活性炭的
回收合同就要支付数千元，回
收处置费用为 1 万元/吨，未来
处置费用还要上涨。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要
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
环 境 治 理 解 决 方 案 。 笔 者 认
为，可试行废活性炭收集经营
许可制度，有效防止二次污染
问题、减轻危险废物监管压力，
并为小微企业解困。

吸附挥发性有机物饱和后
的废活性炭，犹如沙漏，不停地
向空气释放吸附其中的挥发性
有机物。可以说，这种废活性
炭在企业每多待一天，就多一
天的环境危害和隐患。试行废
活性炭收集经营许可，可打通
管理机制瓶颈，将激发市场力

量，形成活性炭分散使用、统一
回收的有效机制。持有废活性
炭收集经营许可证的供应商，
将新鲜活性炭送上门，更换后，
立即将废活性炭密封并回收移送
到本企业符合危险废物贮存的场
所贮存，将有效防止对大气、水和
土壤造成二次污染。

同时，废活性炭的及时有
效回收将减轻危险废物监管压
力。随着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
作的深入推进，活性炭吸附设
备日益增加，在有限的监管力
量下，如何对多点分布的废活
性炭这一危险废物进行有效监
管，成为摆在基层生态环境部
门目前的一道难题。试行废活
性炭收集经营许可，对废活性
炭的贮存场所由分散管理变为
集中管理，可实现对废活性炭
的有效监管。

此外，试行废活性炭收集
经营许可，鼓励、引导符合条件
的 企 业 从 事 废 活 性 炭 收 集 经
营，可以解决生产经营过于集
中、僧多粥少问题，促进从业单
位改善服务质量，为小微企业
排忧解难。

◆睢晓康

◆丘焱伦

环境热评

免罚清单体现执法温度

环境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
如果发现建设项目违反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行为，未批先建应该如
何处理？

按照以前的执法惯例，立案
查处，不管是否造成环境危害后
果，一律处罚。但如今，在河南省
郑州市，未批先建如果没有造成
严重后果，企业主动关停，配合执
法且态度诚恳，就可免于处罚。
近期郑州市制定了《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轻微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免
罚清单（试行）》，明确了十二种对
环境影响较小、轻微违法行为免
于处罚。

免于处罚不等于无所作为。
轻微违法行为免于处罚的同时，

执法人员会指出整改举措，并要
求下不为例。这能让企业认识到
问题并及时整改。清单的制定体
现了宽严相济、过罚相当的处罚
原则，这是郑州市生态环境部门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对执法人员来说，执行自由
裁量权更具体化、更易操作。对
企业来说，带温度的执法体现出
人文关怀，更易接受，更愿意主动
整改出现的环境问题。

执法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提升
执法能力。执法与服务相结合能
有效化解执法者和企业的矛盾，
从而形成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
度的良好格局。在此，为河南郑
州在环境执法中的积极探索点
赞，也希望免罚清单能给其他地
方的环境执法带来有益的参考。

为何督察组来了能够立行立改，此前却是“老大难”，甚至持续几年也无人问

津？其背后反映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干，而是想不想干。“

各有所思
魏道文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