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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群身怀十八
般武艺的“江湖高人”，他们凭着矫健的身
手 、钢 铁 的 意 志 ，向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坚 决
说不。

图中的取样点位于陡峭的河岸，在没
有任何支撑点的情况下，江苏省常熟市生
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踏着用于船只靠岸的
废旧轮胎，历经艰险，一只手扒着河岸，另
一只手尽力往前伸，准确完成采样瓶清洗
和水样采集。

对于执法人员而言，日常的现场执法
工作就是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性。
有时遇到突发任务，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第
一时间采样已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江苏省常熟生态环境局朱盈峰 吴彩
华供稿

飞檐走壁采水样

近年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对小涧镇境内的双锁山进行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重点对采石坑、坑壁、遗留荒坡及周边环境进行重点治理，并按照景点
进行绿化、设计，既减少了自然灾害又绿化了荒山，使昔日的破山塘成为如今
百姓休闲观光好去处。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近日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山西省投资 83
亿元在汾河中上游陆续开建 81
项生态治理工程，努力构建汾
河流域“水丰、质好、河美”的生
态廊道，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正
在积极推进中的汾河中上游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 试 点 ，共 涉 及 2 市 6 县（市 、
区）81 个项目，实施周期为 2018

年-2020 年。试点工程项目实
施后，将实现地表塌陷及地质
灾害综合治理面积 74.77 平方
公里、汾河上游水源涵养治理
面积 233 平方公里、农用地整治
面积 44.1 平方公里、沟坡治理
面积 34.09 平方公里；试点区域
内矿山生态整治恢复率将达到
80%，林草覆盖率将达到 30%，
水土流失治理率将达到 63%，水
功能区达标率将达到 95%。

“81 个试点项目涉及河流

水系及水生态保护恢复、造林
绿化治理、黄土丘陵区水土保
持与生态修复、矿山生态环境
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农用地
综合整治、生物多样性保护六
大类。”山西省自然资源厅负责
人介绍。工程完工后，可以有
效缓解汾河中上游周边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还能构建汾河中
上游“水丰、质好、河美”的汾河
生态廊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筑牢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刘俊超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是我国三大烤烟发
源地之一，种植历史悠久，烟叶品质好，是各大
名烟原材料重要基地。烟叶种植面积常年稳
定在 10 万亩左右，占全省 12 个地市种植面积
的 1/7，烟叶种植是群众增收、财政增税、富民
强县的农业特色产业。但是烟叶烘烤大量使
用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成为烤烟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如何破解传统优势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生
态环境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在省委、省政府
和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襄城县先行先
试，积极探索出一条烟叶烤房煤改电助力农业
高质量发展之路。

深度调研深化认知，科学决策
找出路

河南省烟叶种植面积占全国 10%左右，达
66.1 万亩，配套燃煤密集烤烟房 4.8 万余座，在
用 3.7 万余座。数据统计，全省每年烤烟用煤
在 30 万吨以上。烟农为了降低成本，大多会
选择价位低的劣质煤。烤烟产生的 PM2.5、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等
污染严重，是影响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
务完成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都是用煤烘烤烟叶，今年我们镇就有 1
万亩以上的烟田，将近 700 座烤烟房，不用煤

用啥？”王洛镇王洛谢村烟农谢朝清无奈地说。
为破解农业领域生产用煤难题，河南省从

用煤量大、分布散、污染重的燃煤烟叶烤房着
手。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亲自协调推动，省长
尹弘多次作出批示，副省长黄强统筹部署、实
地调研，省政府两次召开专项协调会研究推
动。省生态环境厅与有关部门多次到 12 个种
植烟叶地市实地调研烟叶燃煤烤房的使用情
况，提出了烟叶燃煤烤房电代煤清洁化改造的
破解之策。

2020年 4月，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印发《全省
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三年行动方案》，对全省
烟叶烤房“电代煤”进行全面部署。提出 2020年
完成改造40%并新建电能烤房1000座，2021年完
成 40%，2022年完成剩余 20%改造任务。襄城县
作为全省第一个试点，迅速部署实施。

三年任务一年干，“襄城样板”
效果好

襄城县副县长乔晓光介绍，“在省市生态
环境、农业、财政、烟草、电力等部门倾力支持
下，襄城县投资 2.5 亿元，对 3529 座符合条件
的燃煤烤烟房进行改造，三年任务一年完成，
力争打造全省烟叶烤房电代煤工作样板。”

为探索技术一流、效果突出、可操作性强
的电代煤改造办法，襄城县邀请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烟草、电力等有关专家研究确定了烟叶
烤房电代煤和建设技术标准，省烟草公司在襄
城县建设了电烤房实验平台。

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介绍，许昌市与襄城
县两级建立电代煤工作联席会议，主动跟踪问
效，建立定期调度、现场办公、质量核查、实地
督导等工作机制。省、市、县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烟草、电力、财政等部门通力合作，在确保
质量的前提下，科学组织、交叉施工，两个多月
时间，第一批 1075 座新建和改造任务完成，并

交付群众使用。
“我们有信心一年时间完成全县 3529 座

燃煤烤房改造任务，使襄城的环境质量不断改
善。”宁伯伟说。

算清“四本账”，百姓更“买账”

新型电能烤房节能减排、减工降本、控制
精准、便于操作、用途多样的优势明显，彻底破
解了传统燃煤烤房用工多、能耗大、污染重、环
境差的难题。

“不敢想象，用电比用煤还省钱，改得真划
算，还不污染环境了。”汾陈村某种烟大户激动
地说。用工成本节省 80%，能耗成本降低 30%，
烤烟损失减少 10%以上，这样的实惠农民肯买
账。

烟农赵松峰介绍，传统的烤烟房一个人最
多负责 2 间至 3 间烤烟房，现在一个人可以管
理 20 间至 30 间烤烟房，效率高又省钱。不仅
可以实现数字化控温，还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操
作，完全实现了智能化。

据介绍，传统烟烤房加工一炕烟需要 1 吨
煤左右，费用需要 900 元，用电加工一炕烟只
需要 1000 度电，花费 500 多元，节省近 400 元。
在生态效益上，电烤房只需要消耗少量的电
能，同燃煤、油、燃气烘干机相比，可节省 60%
左右的运行费用。仅襄城县 3529 座烤烟房每
个烤烟季可以减少散煤使用 2.1 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 5.25 万吨，减少烟粉尘排放量
1500 吨。

“我们必须要算清政治账、民心账、生态
账、经济账这 4 本账。”河南省污染防治攻坚办
副主任、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仲田说。烟草行
业煤改电后不仅解决了环境问题，在改变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还有效降低了成本，提
高了生产效率，经济收入也更高了，群众成为
最大的受益者。

时间：2020
年 8月 4日
地点：江 苏
省苏州常熟
市沙家浜镇
张家港河

本报记者钟奇振 通讯员何闪闪广
州报道 广东省近日下达 2020 年生态保
护区财政补偿转移支付资金 73.7 亿元，
补偿规模实现 2017 年-2020 年年均增
长 40%，全力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引领
地区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透露，广东
省财政在 2018年安排 55.8亿元，较上年
实现翻番；2019年安排67亿元，较上年增
长20%；2020年继续加码，安排73.7亿元，
较上年再增长 10%，增幅连续显著高于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幅，用于帮助

生态保护地区抵消疫情等减收增支的影
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

在资金分配上，广东坚持“谁保护、
谁得益，谁改善多、谁得益多”的原则，
通过生态保护补偿与高质量发展绩效
评价结果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指数挂
钩，及时做好生态环境指标评价，增强
指数运用时效性，提升资金分配科学
性。比如，加大对生态建设成效好地区
的倾斜支持力度，生态保护成效排名前
十的地区，县均补助达 1.8 亿元，是全省
平均水平的 1.2 倍，让保护环境的地方

不吃亏、多受益。
同 时 ，广 东 还 坚 持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原则，完善生
态保护补偿负面评价惩罚机制。对生
态环境质量变差、治理环境污染不力及
发生重大环境污染的地区，相应扣减转
移支付资金，增强制度约束，提高生态
破坏成本。今年对涉及生态环保督察
责任追究问题的 15 个生态发展区县，
每县扣减 500 万元转移支付资金，倒逼
各地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
度，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底线。

广东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下达生态保护区财政补偿转移支付资金 73.7亿元

宁夏启动第二批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
督察组将进驻银川、吴忠、固原 3个地市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为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
关安排，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规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环
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要求，经自
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
组审定，并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
首轮第二批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于日前全面启动。

开展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既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
补充与延伸，也是对被督察地市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次“把
脉会诊”和全面检验。目前，宁夏已
组建 3 个自治区党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9 月 7 日至 26 日分别进驻银
川、吴忠、固原 3 个地市开展督察，进
驻时间约为 20天。

督察组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
导向，重点督察 3 地市党委和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
批示指示精神情况、中央和自治区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情况、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
护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和突出环境问
题处理情况。

督察分为市级督察、下沉县（区）
督察、梳理总结三个阶段，主要采取
听汇报、调阅资料、走访问询、个别谈
话、受理举报、约见约谈、移交转办来
电来信举报、信息公开、现场抽查等
方式开展工作。各督察组还将分别
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
关于被督察地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或
情况反映。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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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春燕

一辆中巴车疾驰在甬舟高速路上。
这是一段特别的行程，出发地，杭州。而
目的地却严格保密。

9 月 3 日-9 月 6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在进驻浙江省后的第三天
开始下沉到现场进行查看，以问题为导
向，4 天，3 个市，查看 10 余个点位。督察
组风尘仆仆，披星戴月，用脚步丈量大
地，用汗水书写忠诚。

“你们的工作太深入了，作风太值得
我们学习了。爬这么高的山、冒着烈日、
饿着肚子，让我们学习了、长见识了。”一
位地方被督察的同志连用了两个“太”来
形容他的感受。

在每个城市，督察组都把脚印深入
现场的“最后一公里”，把求真务实的作
风留在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高山、下过的
滩涂上……

“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得
做多少工作”

如果把 4 天的行程复盘，你会发现
这是一段密集的、高强度的下沉工作。

第一天：杭州—舟山，驱车 3 小时，
240 公里。第二天：舟山—宁波镇海，驱
车 1 小时 31 分，约 80 公里。宁波镇海—
余姚，驱车约 1 小时，57 公里。第三天：
宁波市—台州仙居县，驱车约 3 小时，
235 公里。台州仙居县—温岭，驱车约 1
小时 42 分，118 公里。温岭—台州市，驱
车 1 小时 17 分，约 42 公里。第四天：台
州看完点位，下午返回杭州。

下 车 、看 现 场 ，上 车 赶 路 、再 看 现
场。每一天除去路上行程，督察组把所
有时间都花在现场。一个地方看完，再
迅速奔赴下一个点位。不辞辛劳，井井
有条，井然有序，胸有成竹。

以问题为导向，是督察工作的一大

特点。来之前，督察组进行了细致、周密
的准备工作。督察组的张国平来自生态
环境部华东督察局，他拿出一个笔记本，
上面写满字，记录了今年 6 月 1 日以来，
华东督察局兵分多路，到浙江进行暗查
暗访的工作历程。“疫情趋于缓和后的第
一时间，我们就出现场了。”

每一个有问题的点位，他会标注在
手机上的某地图软件上，留下一个红色
雨滴状的记号。去过现场没有问题的点
位，则是绿色雨滴记号。再看他的手机
地图，密密麻麻的“雨滴”记录了他的行
动轨迹，让人震惊。“只有到现场，你才能
真正发现问题。”张国平说。

为确保看到真实情况，需要做好保
密工作。这个督察小组即将查看的点
位，只有督察组人员知道。

显然，前期的暗查暗访工作富有成
效。督察组深入现场，确实查实不少问
题，地方同志擦了一把脸上的汗，“这些
问题我们应该自己先发现，但却没有发
现，感觉很惭愧。”

“我们发现你们一个问题，要做多少
功课啊！”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的同志踏着流星大步往前走，一边对身
边的地方同志说。后者心服口服地答：

“我们要学习督察组的作风。要用脚步
走起来，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获得一个真相，群众是
一个好窗口”

调研是冲着问题去的，督察组的一
个法宝就是与群众“零距离”。是亲自去
问、去看，还是只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
报告？督察组用行动作出选择。他们迈
开双腿走入乡间、工厂、海堤、大山，面对
面地和群众交流，从而了解更多真相。

来到某市，点位位于杂草丛生的郊
外。督察人员眉头一皱：“水为什么这么
臭？”眼前不远处，一条河道，两种颜色。
青黑色和黄色，有一条较为明显的分界
线。

“这是海水，是有腥臭味的。”有人解
释说。

督察组绕过脚下杂草，踏上一段钢
板堆杂的小路，七拐八绕走进河岸边的
一家工厂。

“这个地方臭不臭？”督察组询问一
个身穿蓝色工服的工人，“一般什么时候
有味道？”答曰：“一般下午四五点。”

说“海水”的人红了脸。
继续调查走访，沿途又问一个老百

姓，答曰：“厂里排出来的，污水管道排出
来的。”真相不言而明。

在另一个城市，点位位于一片滩涂
上的草地里。督察人员蹲下身子，抓起
一根木条，刨开地表附着物、泥土，再使
劲向下挖。

一个当地人走过来，督察人员和他
攀谈。

“老乡，你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
“外地。”
“哪来的？”
“河南来的。”
“这里一天垃圾来几车？”
“没几车，七八车。”
“是固定的几家人在倒？”
“对。”
“允许的吗？”
“允许，不然进不来。”
“一般什么时候倒？”
“早上 8点上班以后。”

“查实一个问题，要把汗
水洒在现场”

9 月 初 的 浙 江 ，“ 秋 老 虎 ”还 在 作
祟。骄阳似火，热辣辣地灼烤着出现场
的每一位督察人员。

走 了 不 到 15 分 钟 ，后 背 浸 湿 一 大
片，豆大的汗珠顺着下巴滴落。督察人
员的手机运动软件显示，几乎每个人的
平均步数每天都在 15000 步甚至更高。

打铁还要自身硬。正如在中央第三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暨
临时党支部成立大会上强调的那样，“坚
持依法依规，扎实细致开展督察工作，确
保督察结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怎样做到扎实细致？

要用数据说话。发现某地的水质问
题后，督察组立即要求取样监测。取样
还要尽可能地科学、全面、精准。督察人
员同时取了河道两岸沿途的多处水样。
在桥上取桥下排水口水样时，监测人员
抛下绑有取样瓶的一根蓝色长绳，一个
工作人员担心他失去重心，紧紧抱着前
者的腰。这样的一幕，在此后的多处取
水场景中均发生过。

取水样后，督察组按照监测规范，就
着地面凸起的石墩子，现场填写标签，标
明取样地点、需分析的指标等信息，第一
时间带回送检。

扎 实 细 致 ，还 不 能 放 过 一 些 小 细
节。某市的入海滩涂存在问题，一条水
沟冲刷出来，涌动暗黑色的水，与两边黄
褐色的滩涂地，形成鲜明对比。督察组
首先走进附近的工厂调研。

工作不能只局限在问题发生的一
点，从海堤出来后，车行几百米，道路边
有河道。“停车。”督察组说，“沿着河道
走，看看排污是否影响到沿河水质。”之
后又回到刚才海堤边上的工厂，进行再
次调查，监测人员同步取样。

整个工作流程确实做到全面、细致、
扎实。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督察现场
工作不打折扣，难怪有人半开玩笑地说：

“午饭一定要吃饱，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顿
到底是几点。”

督察工作要求很高、任务艰巨，尤其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落实“六保”“六稳”要求、决战
决胜三大攻坚战的大前提下，如何高质
量完成督察工作，考验着督察队伍的意
志和决心。

“中央肯定、群众满意是对我们的期
许，我们更应该砥砺前行，不辜负党中央
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督察组第一次
全体会议强调的话，掷地有声。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
能限也。肩负着光荣使命，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不惧道路艰险、不怕困难
挑战，用脚步发现问题，用汗水书写忠诚，
用行动践行初心，用责任诠释担当。

向着明天的朝阳，继续奋勇前进。

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书写忠诚
中央督察 进行时

治理烤烟污染 助力提质增效
“襄城样板”探索农业生产与生态环保双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山西投资83亿元开建81项生态治理工程

构建汾河流域生态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