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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宁会见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

环境保护部通报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动
——四论新常态下贯彻落实新环保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评论员

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加强
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不仅需要落
实政府责任，更需要加强对全社会的
引导，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全社会积极
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格
局，实现社会共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
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
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
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
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
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
拥有广阔的空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
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一重要思
想，为我们构建环境保护社会共治的
大格局指明了方向。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
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梦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全
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深入推进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通过积极引
导，凝民心、汇民智、聚民力。环境保
护部部长陈吉宁指出，要着力健全五
大制度，其中之一就是要完善社会共
治制度。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
动，就要努力推进公众参与，构
建全民共治的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各
行各业、千家万户，迫切需要改变仅仅
凭借地方政府行政推动、环保部门独

木支撑的传统思维模式，构建全体社
会共同参与的大格局。陈吉宁部长强
调，要以培育绿色生活方式为突破口，
推动形成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相结合
的全社会共治模式，充分发挥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社会
和每个公众都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积极行动起来，人人自觉
参与，力量不可估量，作用不可估量。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动，是
维护权益、促进治理的现实途径。积
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既是维护
公众环境权益的有力手段，也是创新
环境治理机制、提升环境管理能力的
有力措施。随着时间推移，长期以来
粗放式发展积累的环境问题逐步显
现，近年来进入逐渐暴发阶段。同时，
环境意识的不断提升，也使公众维护
自身环境权益的诉求不断强烈，改善环
境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面对这样的形
势，只有通过不断加强引导，才能让公众
深刻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累积性、复合性、
叠加性；才能让公众充分认识到环境保
护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才能
让公众切实了解到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各
级地方政府切实落实环境保护责任，需
要环保部门履行好统一监管职责，需要
各部门真正齐抓共管，需要全社会广泛
参与。加强引导，才能使公众理性看待
环境问题、科学分析环境现状、客观评
价环保工作，进而理解环保、支持环
保、参与环保，共同构筑环境保护社会
共治的大格局。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动，是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力量源

泉。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
工程，离不开公众的广泛支持；生态文
明建设是一项全局性、社会性战略，更
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政府和环保等相关
部 门 的 使 命 ，更 是 企 业 和 公 众 的 责
任。企业参与共治最主要的方式，就
是严格守法。企业守法需要自律也需
要他律，需要环境执法监管的引导。
环境执法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关停企
业，而是为了教育引导企业守法。处
罚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执法监管
必须与引导结合起来，如果搞得大批
企业关停，绝不是环保的成功。让企
业守法、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才是环境
执法监管要达到的目的。公众参与共
治最有效的途径，则是从自身做起，从
点 点 滴 滴 的 小 事 做 起 ，践 行 绿 色 生
活。环境污染，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
也是制造者，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生态
文明，每一个人既是共享者，也是建设
者，共同建设人人有责。加强引导，推
动公众全面深入参与，才能为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汇聚强大的力量，
奠定坚实的基础。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
动，就要不断扩大信息公开，让
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改善环
境的希望

信息公开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
手段，也是推动公众参与、实现社会共
治的前提保障，完善信息公开能够充
分动员全社会共同推动污染减排、改

善环境质量。
推动污染共治，需要靠信息公开

来引导。陈吉宁部长在今年 3 月 1 日
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互
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与便民服
务平台建设，进一步畅通与群众沟通
的渠道，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环境保
护事务，积极监督环境领域及企业违
法违规行为，积极表达对改进工作作
风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的前提就是充分掌握信息。环境信息
公开透明，有利于增进公众理解，赢得
群众信任，从而形成全社会对环境问
题的共识。公众对于身边的环境信息
了解越多、越具体，参与环保的热情就
越高，也就越能推动环保工作向更好
的方向发展。

监督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责，改
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共建，需要靠信
息公开引导。在环保工作中，信息公
开既是公众监督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
责的主要依据，也是引导、鼓励公众监
督的重要动力。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
来，公众的环境维权意识愈加强烈，环
境信息公开已经成为推动环保工作的
重要方式。要通过信息公开，让公众
知晓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面临的形
势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了解党和政
府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
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认识到环境可
以变好、环境污染可以治理，更加科
学、务实、理性地参与环保，形成社会
共治的大格局。

改善生产生活方式，践行绿色生
活，实现环境保护成果共享，需要靠信

息公开引导。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改
善，人们生活中一些不良习惯和行为
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损害越来越严
重，如攀比性、炫耀性消费以及铺张浪
费等。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信息公开
进行引导，让公众意识到这些行为给
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增强全
社会绿色消费意识，激励千家万户在
践行绿色生活上既力所能及又有所作
为，并用生活方式绿色化倒逼生产方
式绿色转型，促进传统产业生态化改
造，推动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最终形成
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
新风尚，让全社会共享环境保护的成
果。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
动，就要切实保障公众的表达
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形成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的合力

环境问题涉及所有人的生存空间
和生活质量，环境保护是一项重要的
公 共 事 务 ，关 系 每 一 个 人 的 切 身 利
益。加强环境保护，引导社会共治，需
要发动公众、社会组织、媒体等方方面
面的力量，尊重并维护公众的表达权、
监督权和参与权，形成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的合力。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动，就
要尊重并维护公众表达权。表达权是
公众享有和行使其环境监督权和参与
权的前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规定，创新社
会治理体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
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
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
权益有保障。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过程中，需要畅通渠道，开辟有效的意
见表达和投诉渠道，搭建公众参与和
沟通的对接平台，及时倾听各方声音，
了解群众想法，听取公众环保诉求。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动，就
要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监督权。公众环
境监督权，包括对企业等各类排污主
体环境违法和破坏生态行为的监督，
也包括对各级环保部门和各级政府
环保履责情况的监督。对于重大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 事 件 ，公 众 监 督
是 对 环 境 执 法 的 有 力 支 持 ，能 够 有
效 剔 除 环 境 保 护 中 的 一 些 负 面 因
素。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出于政绩
考 虑 ，对 环 保 常 常“ 讲 起 来 重 要 ，做
起 来 不 要”，甚至压制环境执法。让
这些负面因素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
众监督，必然对环境执法者形成强大
的舆论支持。

引导社会共治的共识和行动，就
要尊重并维护公众的参与权。近些
年，一些重化工和垃圾焚烧项目难以
上马，遭到各地民众的强烈抵制和反
对。客观分析，政府不重视信息公开
和公众参与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
素。治理环境污染，政府的督查和执
法不可取代，而公众参与更是不可或
缺。从国际经验看，公众参与是环境
保护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许多欧洲国
家，市场、环保技术及公众参与被认为
是支持环境保护的三个重要支柱。生
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惠及所有人的事
业，离不开每个人的关注和参与，也必
然需要用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权予以
保障。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环境与每个人息息相
关，落实新环保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切实做好引导，推动公众参
与，激发全社会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活力，凝聚建设美丽中国
的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近日向媒体通报
了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的执行情况。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环
保部门充分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以及移送
行政拘留等手段，执法力度日益加大，同时加强与司法机关联
动，积极推进两法衔接。与 1 月~2 月相比，3 月~4 月适用按日
连 续 处 罚 案 件 数 上 升 515% ，适 用 查 封 、扣 押 案 件 数 上 升
125%，适用限产、停产案件数上升 237%，移送行政拘留案件数
上升 197%，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数上升 204%。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介绍，根据 1 月~4 月
调度情况，全国范围内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共 160 件，罚款
数额达 11229.51 万元，个案罚款数额最高为 1580 万元；实施
查封、扣押案件共 1186 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共 698 件；移送
行政拘留共 437 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 429 件。其
中，河南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26 件，罚款金额共计 2911.59 万
元；江苏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24 件，罚款金额共计 988.13 万元；
内蒙古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20 件，罚款金额共计 600 万元；辽宁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18 件，罚款金额共计 839 万元；河北实施按
日连续处罚 8 件，罚款金额共计 1414.68 万元；陕西实施按日
连续处罚 5 件，罚款金额共计 1869.86 万元，个案罚款数额最
高为 1580 万元。浙江实施查封、扣押 496 件，占全国 1 月~4 月
查封、扣押案件总数的 42%；移送行政拘留 98 件。广东省实
施查封、扣押 154件。江西实施限产、停产 99件。

在罚无上限的压力下，企业纷纷主动加大环保投入，加快
对环境违法问题的整改进度，以执法逼转型，以守法促升级。
湖北省武汉市环保局对武汉高新热电有限公司废气超标排放
拒不改正问题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罚款金额为 210 万元，面对
高额的罚单，企业积极落实整改措施。陕西省咸阳市环保局
对陕西煤化能源有限公司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拒不改正问题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罚款金额为 1580 万元。

各地积极使用组合拳，严厉打击恶意排污、违法排污且拒
不改正的违法行为。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环保局对盘山县吴
家镇富兴防水卷材原料厂 30 吨防水卷材增塑剂项目未批先
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实施停产整治措施，并将这
家企业不经处理排放大气污染物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
机关依法对 1 名企业负责人实施行政拘留 10 日，复查时这
家企业已经停产。贵州省黔东南州环保局对贵州利南集
团多晶硅材料有限公司配套烟气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烟
气直排且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处以罚
款 24 万元。黎平县环保局对企业 5#、8#矿热炉实施了现
场查封，查封期限一个月，同时将企业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
施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对两名相关负责人分别实
施了 7日行政拘留。

邹首民说，各级环保部门将继续加大对偷排偷放等恶意
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震慑环境违法犯罪，努力营造自觉守法
的社会氛围。

1月~4月新环保法及
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1月~2月和3月~4月新环
保法及配套办法执行情况对比

陈琛 徐洋制图

6 月 15 日，环境保护部部
长陈吉宁在北京会见了德国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约赫
姆·海兹曼博士一行，双方就共
同关心的机动车污染防治等问
题进行了交谈。

本报记者王亚京摄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
护部近日向媒体发布了 2015 年 5 月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
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
质量状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
说 ，5 月 ，74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23.3%～100%之间。其中，深圳、厦门、
海口、贵阳、昆明、中山、珠海、惠州、南
宁、肇庆、江门、温州、重庆和广州等 14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为 100%，福州、
东莞和台州等 25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
例在 80%～100%之间，张家口、无锡和
衢 州 等 27 个 城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在
50%～80%之间，郑州、济南和唐山等 8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不足 50%。超标
天 数 中 以 O3 为 首 要 污 染 物 的 天 数 最
多，其次是 PM2.5。按照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评价，5 月空气质量相对
较差的 10 个城市依次是唐山、郑州、济
南、邢台、保定、徐州、武汉、衡水、太原
和邯郸；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10 个城
市依次是海口、珠海、江门、中山、惠州、
深圳、舟山、东莞、佛山和拉萨。

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在 30.0%～82.8%之间。其
中，秦皇岛市的达标天数比例为 82.8%，
张家口、天津、石家庄、邯郸、廊坊、北
京、承德和邢台等 8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
比例在 50%～80%之间，唐山、衡水、保
定和沧州等 4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
不足 50%。超标天数中以 O3 为首要污
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 PM2.5。PM2.5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9.7%，与上月

环比下降 16.4%；PM10 月均浓度与上年
同 比 下 降 24.7%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6.7%；SO2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30.6%，与上月环比下降 13.8%；NO2 月
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10.0%，与上月
环比下降 12.2%；CO 日均值与上年同
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与上月环比持平；
O3 日最大 8 小时值与上年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与上月环比上升 15.9 个百分
点。

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58.1%，出
现 重 度 污 染 1 天 ，未 出 现 严 重 污 染 天
气。超标天数中以 O3 为首要污染物的
天数最多，其次是 PM2.5。PM2.5 月均浓
度为 56μg/m3，与上年同比下降 11.1%，
与上月环比下降 22.2%；PM10 月均浓度
为 93μg/m3，与上年同比下降 22.5%，与
上月环比下降 18.4%；SO2 月均浓度为
9μg/m3，与上年同比下降 40.0%，与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0.0% ；NO2 月 均 浓 度 为
40μg/m3，与上年同比下降 18.4%，与上
月环比下降 13.0%；CO 日均值未出现
超标现象，与上年同比和上月环比均持
平；O3日最大 8 小时值超标率为 38.7%，
与上年同比持平，与上月环比上升 22.0
个百分点。

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在 53.3%～100%之间。其
中 ，温 州 市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100%，台
州、丽水、舟山、上海、宁波、宿迁、泰州、
南通、盐城、连云港、淮安和镇江等 12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在 80%～100%
之间，无锡、衢州、苏州、绍兴、金华、嘉
兴、常州、徐州、南京、湖州、杭州和扬州

等 12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在 50%～
80%之间。超标天数中以 O3 为首要污
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 PM2.5。PM2.5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29.7%，与上
月环比下降 11.8%；PM10 月均浓度与上
年 同 比 下 降 34.8%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4.8%；SO2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24.0%，与上月环比下降 17.4%；NO2 月
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12.8%，与上月
环比下降 19.0%；CO 日均值与上年同
比和上月环比均持平；O3日最大 8 小时
值与上年同比下降 8.1 个百分点，与上
月环比上升 4.0个百分点。

珠三角区域 9 个城市中，深圳、中
山、珠海、惠州、肇庆、江门和广州等 7
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为 100%，东莞
市的达标天数比例为 96.8%，佛山市的
达标天数比例为 93.1%。超标天数中以
O3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是
NO2。PM2.5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20.0%，与上月环比下降 37.5%；PM10 月
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15.4%，与上月
环比下降 35.3%；SO2 月均浓度与上年
同 比 下 降 21.4% ，与 上 月 环 比 下 降
15.4%；NO2 月均浓度与上年同比下降
18.2%，与上月环比下降 15.6%；CO 日
均值与上年同比和上月环比均持平；O3

日最大 8 小时值与上年同比下降 1.8 个
百分点，与上月环比下降 8.2个百分点。

罗毅说，总体来看，5 月京津冀区域
和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与上年同比和
上月环比均有所好转，珠三角区域空气
质量与上年同比和上月环比均有所改
善。

环境保护部发布5月份重点区域和
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