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主办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报社

2015年3月
星期一

农历乙未年正月十九
6480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5
邮发代号：1-59
中国环境网：WWW.CENEWS.COM.CN09

CCC 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

本报记者童克难3月8日北京报
道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日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张德江指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在环境立法上取得了新进展。
常委会在深入调研、充分听取意见的基
础上，经过 4 次审议，对《环境保护法》
作出全面修订。这次修订，针对环境保
护领域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问题，进一步
明确政府监管职责，完善生态保护红

线、污染物总量控制、跨行政区域联合
防治等制度，强化企业防治污染责任，
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公益诉
讼制度，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追责和处
罚的力度。

张德江指出，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问题，常委会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
法律实施情况。常委会专门安排听取
审议节能减排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要
下更大决心、作更多努力。

谈到今年常委会的主要工作时，张
德江指出，常委会要加强生态领域立
法，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强对法
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安排检查《水
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情况，进一步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增强执法检查的权威
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发挥专题询问的
作用，结合听取审议《水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加强跟
踪监督，安排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研究
处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
及审议意见情况的反馈报告。

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

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检查力度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回答记者问
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让所有污染源都暴露在阳光下；彻底解决红顶中介问题，８个环

评机构今年全部从环境保护部脱离；开展土壤污染详查，做好污染源管控；彻底改变执法
过松、过软状况，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

据新华社电（记者顾瑞珍 赵
晓辉 胡浩）共治雾霾、清理“红
顶中介”、治理土壤污染、落实新

《环保法》……环境保护部部长陈
吉宁 3 月 7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全
面加强环境保护”相关热点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让所有污染源排放暴露
在阳光下 全社会共治雾霾

针对公众关注的雾霾问题，
陈吉宁说，雾霾是我们面临的突
出环境问题，必须用硬措施、硬任
务来应对硬挑战。

他 介 绍 ，去 年 我 国 实 际 新
增电力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造
装 机 容 量 分 别 为 1.3 亿 、2.6 亿 、
2.4 亿 千 瓦 ，脱 硫 脱 硝 装 机 容 量
占比达到 95％和 82％；3.6 万平
方米钢铁烧结机新增烟气脱硫
设施，占比达 81％；淘汰黄标车
及老旧车 600 余万辆，超过过去
3 年 总 和 ；淘 汰 燃 煤 小 锅 炉 5.5
万台……

在各方努力下，全国首批实
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
城市，去年总体 PM2.5平均浓度降
低 11.1％ ，京 津 冀 地 区 降 低
12.3％。

陈吉宁表示，今年将从 4 方
面着力治霾：修订《大气污染防治
法》；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提高科学治霾和系统治
霾水平；加强信息公开，让所有污
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让每个
人成为监督者，动员全社会共同
治霾。

陈吉宁说，中国政府在污染

治理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同时
也和周边有关国家建立了环境合
作机制，共同面对跨界污染。

决不允许“戴着红顶赚
黑钱”今年8个环评机构从
环境保护部脱离

“ 要 彻 底 解 决 环 评‘ 红 顶 中
介 ’问 题 ，决 不 允 许‘ 卡 着 审 批
吃环保、戴着红顶赚黑钱’。”陈
吉 宁 承 诺 ，环 境 保 护 部 所 属 事
业 单 位 的 8 个 环 评 机 构 ，今 年
率 先 全 部 从 环 境 保 护 部 脱 离 ，
其他地方的也要分批分期全部
脱离，逾期不脱离的，一律取消
环评资质。

今年 2 月 9 日，中央巡视组在
向环境保护部反馈巡视意见时，
特别指出环评方面问题突出。陈
吉宁说：“这些问题反映的不仅是
环境保护部自身的问题，也有整
个环保系统的问题，原因包括制
度漏洞、管理缺陷和工作作风。”

他表示，环境保护部将坚决
查处一批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的
环评违法行为，把违法企业纳入
诚信“黑名单”，把一些情节恶劣
的企业移交司法。

针 对 PX 项 目 的 问 题 ，陈 吉
宁 说 ，环 境 保 护 部 的 态 度 非 常
明确。我们要支持这些设施的
建 设 ，但 要 依 法 建 设 。 要 支 持
技术先进、环保措施到位、选址
符合要求的项目建设。环保部
门 在 审 批 过 程 中 ，也 要 做 到 信
息 公 开 透 明 ，切 实 维 护 公 众 的
环境权益，依法严格审批，特别
是 在 建 成 之 后 要 加 强 监 管 ，让
百姓放心。

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制
定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治理土壤污染是我国向污染
宣战三大行动之一。陈吉宁说，
目前环境保护部正在起草《土壤
污染防治法》，制定《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

环境保护部对土壤污染状况
的点位调查显示，部分地区土壤
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
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
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
为 16.1％，其中重度污染点位比

例为 1.1％。
陈吉宁说，为解决土壤污染问

题，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
系，让土壤污染治理有法可依。同时，
要加强对工矿企业的环境监管，切断
土壤污染源头，遏制土壤污染扩大趋
势。对污染的土地要实行分级分类管
理，做好污染管控，避免污染扩散。

此外，要通过试点示范，建立适
合我国的污染治理技术体系，逐步推
动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

“下一步，环境保护部将联合有
关部门，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详查，摸
清家底，做好污染源管控。”陈吉宁说。

谈到农村环境治理问题时，陈

吉宁说，截至去年底，我国已累计
投入 255 亿元，治理了约 5.9 万个
村庄，受益人口约 1.1亿人。

他坦言，农村环境问题还比
较突出，“脏、乱、差”比较普遍。
要把农村环保工作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特别结合大气污染治理
和即将发布的“水十条”实施工
作，加大农村治理力度。

彻底改变环保执法“过
松、过软”状况 让守法成为
新常态

“一个好的法律不能成为‘纸

老虎’，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
齿 的 利 器 ，关 键 在 于 执 行 和 落
实。”陈吉宁表示，环境保护部把
今年确定为《环境保护法》实施
年，将开展全面环保大检查，对于
违法特别是未批先建的企业进行
全面排查。

陈吉宁介绍，为落实好新修
订的《环保法》，环境保护部将开
展 6 方面工作。出台和完善《环
保法》实施细则。把新《环保法》
在具体实施上一些模糊的地方进
行细化。

“最近对两个地级市的政府
负责人进行公开约谈，就是落实

地方政府的责任。”他表示，要在
一些地市试点将环境保护纳入干
部的政绩考核，进行干部的离任
环保审计或在经济审计中纳入环
保内容。

在推动地方政府责任落实方
面，要对 30％以上的市级政府开
展督查，强化地方责任，解决地方
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不作为”。

陈吉宁说，要把过去环保执
法“过松、过 软 ”状 况 彻 底 改 变 ，
让守法变成新常态，敢于碰硬，
形成高压态势。还将强化刑事
责任追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移送一起。

3月 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在京举行。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现场回答了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王亚京摄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近日向媒体通报对一
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不符合资
质条件的环评机构、环评技术人
员的处理情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
司长程立峰说，根据近期开展的
对全国环评机构及从业人员专项
执法抽查和公众举报核查结果，
环境保护部决定对存在各类问题
的 63 家建设项目环评机构和 22
名环评工程师分别作出取消资
质、缩减评价范围、限期整改、通
报批评等相应处理。其中，对从
业行为不规范、工作质量差的吉
林省兴环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等 41家机构限期整改3~12个月
和通报批评；对因提供虚假资质
申请材料的济南大自然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等8家机构不予批准
环评资质，且一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对环评工程师数量达不到要
求的通化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
14家机构取消环评资质和缩减
评价范围。具体处理情况已在
环境保护部政府网站公布。

程立峰表示，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是源头预防建设项目污
染和破坏生态最重要的一项环
保法律制度，而环评机构编制
的环评文件是环评制度有效实
施的重要技术支撑。新修订的

《环保法》特别增加了对环评机构
弄虚作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的法律责任。近两年来，环境
保护部连续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加大环评机构管理信息公开，鼓
励公众参与监督，与地方环保部
门上下联动监管，先后分 5 批严
肃 处 理 159 家 违 规 环 评 机 构 和
169 名从业人员，但一些机构和
从业人员仍不汲取教训，顶风违
规从业。有的采取不法手段承揽
业务，有的粗制滥造蒙混过关，有
的出借资质挂靠人员，有的不负
责任弄虚作假。这些行为不彻底
铲除和杜绝，将影响环评制度有
效性，危害环保事业，威胁环境安

全，破坏社会诚信。
程立峰说，在进一步加强环

评机构监管方面，下一步着重抓好
以下工作：一是要求所有具有环保
部门背景的环评单位全面退出建
设项目环评技术服务市场，彻底
解决“红顶中介”问题；二是近期
将修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资质管理办法》，严格规范从业行
为，授予地方环保部门对环评机
构更大的监督管理权限，加强并
细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规
定；三是全面公开环评资质受理、
审查、审批信息，全面公开环评机
构相关信息和诚信记录，全面公
开对违规环评机构和人员处理信
息；四是环境保护部将组织新一
轮环评机构专项执法检查，对专
项检查、日常管理和公众举报中
发现的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一查到
底，决不姑息。欢迎广大公众对环
保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对环评
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积极举报。

环境保护部查处一批环评机构和从业人员

编者按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
闻中心 3 月 7 日举行记者会，邀请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就“全面
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
中外记者的提问。本报特予以刊
登，以飨读者。

陈吉宁：女士们、先生们，媒
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
我到环境保护部工作一个月零一
星期，接手部长的工作一个星期
整。我还在熟悉情况、适应新工作
阶段。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与大
家见面、交流，回答大家的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环境保
护部向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
环保事业的关心、支持和爱护表
示衷心的感谢。我也知道，今天
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在大学里今
天是“女生节”，所以我在这里祝
在座的各位女记者节日快乐，也
祝清华的女学生和全国在校的女
大学生节日快乐。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
者：今 天 的 北 京 又 是 一 个 雾 霾
天，想请问陈部长，作为新任的环
境保护部部长对于雾霾这个全社
会都很忧心的问题，您有什么新
的有力举措来解决它？对于驱散
雾霾、还老百姓一片蓝天，您有没
有信心？

陈吉宁：做校长的时候，每天
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想学生

的事情，到了环境保护部每天起
来第一件事情是看天。如果天
蓝，不敢懈怠；如果是像今天这样
的天，就会感到不安，要加倍地努
力。刚才你说的雾霾问题，确实
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环境
问题。

去年，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
个数没有，全国 300 多个地级以
上城市中 80%未达到国家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长三角、珠三角，特
别是京津冀地区，大面积雾霾频
繁发生，引起社会各界和新闻媒
体的高度关注。

在 这 里 ，我 想 说 的 是 ，党 中
央、国务院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对环境保护工作和
大气污染治理多次提出新的思
想、新的论断、新的要求。李克强
总理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
污染宣战。张高丽副总理也多次
作出重要批示。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出台了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
是我们说的“大气十条”，从 10 个
方 面 提 出 了 35 项 具 体 的 措 施 。
我想，这是对下一个阶段治理雾
霾的一个全面的、系统的部署，是
今后几年治理雾霾的行动指南和
路线图。

应该说，“大气十条”出台以
后，各地、各部门都进行了艰苦的
努力，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到
环境保护部第一天，就让有关司
局给我拿一个单子，去年一年大
气污染治理、雾霾治理，我们做了

什么工作，这个单子很长，我今天
把几点给大家念念。

去年，实际新增电力行业脱
硫脱硝除尘改造分别为 1.3 亿、
2.6 亿、2.4 亿千瓦，脱硫脱硝装机
容量占比达到 95%和 82%；3.6 万
平方米钢铁烧结机新增烟气脱硫
设施，占比达 81%；6.5 亿吨水泥
熟料产能新型干法生产线新建脱
硝设施，占比达 83%；淘汰黄标车
及老旧车 600 余万辆，超过过去 3
年的总和；淘汰燃煤小锅炉5.5万
台，各地煤改气工程新增用气量25
亿立方米。各地环保部门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
2080件，是过去10年总和的两倍。

我看了这个单子以后感到，
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
里，用这么大的工程和投入治理
雾霾，我们是在用硬措施、硬任务
来应对硬挑战。去年，全国首批
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城市，总体上 PM2.5平均浓度降
低 11.1%。刚才我讲的三大区域
也降低了 10%~12%，特别是京津
冀地区降低了 12.3%。

你刚才问我有没有信心，我
想，从国际经验和“APEC 蓝”实
现的过程来看，我们要实现大气
环境质量的明显好转，不能靠老
天，必须把污染物排放量从现在
的千万吨级水平降到百万吨级水
平。能不能做到？是可以做到
的，但是难度确实很大，需要我们
付出格外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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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摘录

本报记者郭薇 刘晓星北京
报道“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
治理协同控制政策研究”项目启
动会 3 月 6 日在北京召开。环境
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

李干杰在致辞中说，中国政
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保护环
境确立为基本国策，大力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十一五”、“十二
五”期间，中国政府将主要污染物
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

指标，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
成 绩 。 2015 年 是 气 候 变 化 谈
判的关键节点，《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谈判将在年底就
2020 年 后 国 际 气 候 治 理 框 架
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国
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依旧面临巨
大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大气
环境形势总体依然十分严峻，
以雾霾、光化学烟雾等污染事
件为代表的区域性、复合型大
气污染日益突出。要解决我国

十分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需要
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李干杰表示，中国环境与发
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合会”）适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
与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控制政策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短寿命气候污染物越来越
成为气候、空气污染治理和健康
等多、双边国际合作重点关注领
域，如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
边合作已将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治

理列为重要内容。非道路移动源
的污染物治理也是能够实现健康
和污染治理等多重收益的节点问
题。希望这个跨部门、跨领域、综
合性研究能够对中国的气候变化
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问题进行系
统诊断，对于典型短寿命气候污
染物、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物的清
单、分布、减排技术、减排措施等
作出系统分析，为制定气候变化
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治理政策框架
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从前瞻
性、战略性、全局性高度，对区域
协同治理工作在战略部署、科学
规划、管理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关
建议。

李干杰希望项目组通过国内
外专家的紧密配合，借鉴国际上
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气候变化与
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出高质量、
高水平的政策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
协同控制政策研究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