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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报 加密研判 加紧督查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
境保护部近日向媒体通报了各地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进展情况。
通报指出，在各地党委、政府

的高度重视下，各地在强化环境监
管执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主要有：一是清理废除阻碍环
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专项工作已
顺利完成，环境保护大检查已进入
督查整改阶段，网格化环境监管正
在积极推 进 。 截 至 2015 年 10 月
底 ，全 国 共 清 理 阻 碍 环 境 监 管 执
法 土 政 策 206 件 ；全 国 共 检 查 企
业 141 万 家（次），查 处 违 法 排 污
企业 4.68 万家、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企 业 6.37 万 家 ，责 令 停 产 2.86 万
家，关停取缔 1.7 万家，罚款 4.7 万

家；除西藏外，全国 30 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67%的地级
市完成网格划分工作，60%的县区
完成网格划分工作。

二是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加强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培训等重
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2015
年 1～9 月，全国累计查处涉建设项
目环境违法案件共 20564 件。环境
保 护 部 印 发《全 国 环 境 监 察 系 统
2015～2017 年干部教育培训实施
方案》，各省（区、市）也制定 3 年培
训方案，严格培训持证上岗制度。
各省（区、市）均已明确便携式移动
执法终端配备使用目标。

三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
动、督促地方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
责、强化监管执法能力保障等长效
机制不断完善。17 个省（区、市）的

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
人民检察院联合探索建立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依法严厉
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各
省（区、市）均已制定 2015 年度环境
保护综合督查工作方案并实施，积
极探索环境保护督政新机制。截
至 2015 年 10 月底，除安徽、海南、
甘肃、宁夏等 4 个省（区）正在或准
备开展综合督查外，其他 27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对
134 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 28 个
市县进行了约谈、对 19 个市县实施
了区域环评限批、对督查中发现的
176个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

但各地在落实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问题：一是地区工作不平衡、
压力传导不够、层级衰减突出。内
蒙古、四川等省（区）环境保护大检

查部署较晚，部分地区地方环境保
护大检查工作的力度、深度和细度
还不够，进度滞后。湖南、广西、海
南、四川等省（区）环境监管网格划
分不足 10%，还有个别地方尚未对
网格环境监管做出部署。二是企
业环境守法形势不容乐观。三是
环境保护“一岗双责”工作机制和
基层环境监管能力保障各地尚有
较大差距，环境监管投入与日益繁
重的工作任务还不相适应。

环境保护部要求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要加强指导和督查，严格
落实好《通知》要求的各项工作，确
保 2015 年底前应当完成的环境保
护大检查和环境监管网格划分顺
利 完 成 ，2016 和 2017 年 应 当 完 成
的 3 项工作在 2015 年底前也取得
明显的阶段性进展。

环境保护部通报各地加强监管执法进展情况

地区工作不平衡 层级衰减突出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近日向媒体通报，截
至 12 月 25 日 9 时，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7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北
京、东营、济南等 9 个城市空气质
量为严重污染，廊坊、唐山、聊城
等 16个城市为重度污染。

会商研判结果表明，12 月 24

日上午，受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市
空气质量短时好转，至傍晚弱冷
空气南下趋势消失，风向转为弱
偏南风，扩散条件维持不利；北京
周边地区出现小雪，受大气动力
影响，市中心区形成北京市少见
的辐合区，阻碍污染物向周边扩
散；加之混合层高度自 12 月 24 日

下午开始从 500 米降低至 200 米左
右，并伴有短时接地逆温，形成非
常不利的气象条件，同时叠加本地
的污染排放，导致污染物快速积
累 。 至 12 月 25 日 中 午 ，北 京 市
AQI达到 500。

经专家会商研判，预计北京市
空气质量自 12 月 26 日午后起逐步

缓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部以
良至轻度污染为主，京津冀中南
部、山东大部 、河 南 北 部 以 中 至
重 度 污 染 为 主 ；12 月 27 日 ，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北部空气质量
以 良 至 轻 度 污 染 为 主 ，京 津 冀
中南部和山东大部以轻至中度
污 染 为 主 ，山 西 南 部 和 河 南 北
部以中度污染为主，局部地区可
能出现重度污染。

环境保护部已要求各地加强
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加大督
查力度，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

专家建议，重污染天气期间，
儿童、老年人和心脏病、肺病患者
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
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

环境保护部紧急组织专家会商部署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加密会商研判 加大督查力度

受北方冷空气
影响，12 月 26 日下
午，苏州终 结 了 连
续 多 日 的 雾 霾 天
气 ，再 现 蓝 天 ，空
气 质 量 从 25 日的
严重污染迅速回归
到良。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讯 12 月 24 日 一 大
早，陕西省环保厅副厅长刘文
亮带着执法督查组对西安、咸
阳的部分涉气企业进行不打招
呼的突击检查。

在 陕 西 渭 河 发 电 有 限 公
司，督查组对企业的脱硫脱硝
运行情况进行了实地查看，并
调 取 了 环 保 设 施 运 行 历 史 数
据，详细询问了脱硫脱硝设施
运行和煤质检测情况。

从 12 月 19 日开始督查到
12 月 22 日，陕西省共出动环境
执法人员 2401 人（次），现场检
查企业 1665 家，检查中发现有
77 家 企 业 存 在 环 境 违 法 问
题 。 其 中 ，超 标 排 放 企 业 15
家，未实施停产、限产企业及施
工工地企业数 39家。

据悉，这次成立环保督查
组是为保证重污染天气应急工
作 能 够 及 时 、到 位 的 特 别 举
措。当关中各地重污染天气预

警后，陕西省环保厅按照不定
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
奔现场、直接督查、直接曝光的
方式对当地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督查。

“雾霾天气这么重，企业的
责任就更重。保障供暖和环保
出现矛盾，企业不能找理由推
脱责任。目前，咸阳市环保局
已 经 向 一 些 企 业 下 发 了 督 办
函，希望这些企业接下来能按
期完工。”陕西省环保厅副厅长
刘文亮说。

此次督查重点围绕几个方
面的问题展开，包括工业企业
停产、限产措施落实情况，高架
污染源、大气国控源企业污染
防治设施和污染物排放情况，
企业超标排放情况，城乡接合
部 散 煤 控 制 情 况 以 及 施 工 工
地、道路扬尘、物料堆场、运输
车辆等突出面源污染问题检查
情况。 肖成

陕西直奔现场直接督查直接曝光

77家企业存在违法问题
本报记者钟奇振 通讯员李佳

伟广州报道 受 厄 尔 尼 诺 现 象 影
响，广东近日出现明显暖冬现象，
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恶化，珠三角
中部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中度甚至
重度污染。广东省环保厅派出多
路督查组赴广州、佛山等重点地区
展开督查。

广 东 省 环 监 局 局 长 周 全 率
领督查组到粤东河源、梅州等地
督 查 大 气 污 染 防 控 。 12 月 24
日，广东省环保厅又增派多路检
查 组 赴 广 州 、佛 山 等 重 点 城 市
督查。

12 月 24 日上午，记者随省、市
环保督查组来到广东粤华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督查。督查人员在中
控室仔细查看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时的
监控数据和近期的历史数据，然后
又直奔燃煤储存仓库，检查燃煤
质量。

广东省环保部门监测显示，截

至 12 月 23 日 18 时，全省 111 个空
气 质 量 站 点 中 ，有 40 个 出 现 了
PM2.5 超 标 ，其 中 有 24 个 站 点 达
中度或重度污染级别，主要位于
广 州 、佛 山 、肇 庆 等 珠 三 角 中 部
地区。

气 象 专 家 分 析 ，最 近 几 天 出
现 的 回 暖 天 是 导 致 灰 霾 的 直 接
原因。工业企业、机动车排放量
基本与平时一样，没有特殊波动
情 况 发 生 。 最 近 北 方 冷 空 气 减
弱 ，加 上 来 自 海 洋 的 暖 湿 气 流 ，
在珠三角地区造成静稳天气，致
使大气污染物在水平、垂直方向
上 的扩散能力明显减弱，导致污
染物累积。

广东省环保厅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加强与气象部门的空气质
量预报预警，及时向社会发布预报
结果，同时加强对各地的督查督
办，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组织区域
联动措施，遏制空气质量持续恶化
趋势。

珠三角地区遭霾伏

广东督查重污染天气应急

◆本报记者晏利扬

受环境保护部委托，近日，环境保护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会同浙
江省环保厅向嘉兴市委、市政府反馈了环保综合督查情况。华东环
保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宁出席会议并作反馈，浙江省环保厅厅长方敏，
嘉兴市委书记鲁俊、市长林健东及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各
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出席反馈会。

根据环境保护部统一部署，按照《环境保护部综合督查工作暂行
办法》的要求，华东环保督查中心联合浙江省环保厅于 7月底~10月底，
通过多种形式对嘉兴市环保工作进行了环保综合督查。

督查组认为，嘉兴市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之一，高度重
视环保工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落实环
境管理责任，改革创新、多措并举、控源治本，显著改善环境质量，有
效提升了环保能力。虽然嘉兴市环保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
五大方面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予以解决。

一是环保工作成效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还有差距。嘉兴市“两
高一低”行业比重依然偏高，2014 年全市纺织印染业、造纸业废水排
放量占全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59.6%，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合计占全
市工业排放总量的 67.5%和 77.5%，而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却不足
20%。此外，在新《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以后，政府层面重视程度不够，宣传教育、组织学
习不足，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责任落实和考核
机制有待加强，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水平仍不匹配。

二是水污染防治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嘉兴地处平原河网，水
环境仍然十分脆弱，水功能区达标率不高，水源地安全保障工作有待
加强。重大水利工程进展缓慢，水环境保护压力仍长期存在。

三是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和成效不够明显，空气环境质量时有反
复。2015 年 1 月~9 月，嘉兴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在全省 11 个地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中也处于较差水平。嘉兴市
仍存在黄标车和燃煤锅炉淘汰进度缓慢，煤炭替代工作难度较大等
问题。

四是突出环境问题依然长期存在。主要表现在环境现状与群众
期望值和满意度还有很大差距、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滞后、部分企
业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滞后、危废处置能力配置不均衡、环境违法
行为仍普遍存在、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仍较突出、环境风险隐患依
旧突出等诸多方面。督查发现，嘉兴市存在为数不少的未批先建、越
级审批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一些工业企业则存在环保设施不正常
运行、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污染物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个别地
方厂群关系紧张，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突出。

五是环保能力建设十分薄弱。存在环境执法力量缺乏，编制人
员少、任务重，环保人员流失严重等现象，不利于环保队伍稳定和事业
发展。同时，地区之间环保能力不平衡，一些县市的镇（街道）、村（社区）
环保机构不全，未配备环保专业人员，还很难做到网格化管理。

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从 3 方面提出整改要求。一是
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工作精神，从“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五位一体”建设的高度，将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二是围绕重
点工作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环保大格局，进一步明确“一岗双责”具体
内容和要求，加强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解决
影响环保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

督查组明确要求，嘉兴市政府要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环境保护部
报送整改方案，并抄送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厅。自整改方
案报送之日起 6 个月内，向环境保护部提交整改报告。浙江省环保
厅对整改情况进行实时督办，尤其针对信访举报频繁的嘉兴经济开
发区和环境问题突出的南湖工业园区，采取挂牌、限批或约谈等方式
严厉督办；对措施不明、整改不力的，要依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等有关规定启动问责，并将相关整改情况和责
任落实情况一并报送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
将对整改工作适时开展后督查。

嘉兴市委书记鲁俊首先对华东环保督查
中 心 在 第 二 届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期 间 环 境 质
量 保 障 工 作 的 大 力 支 持 表 示 感 谢 。 鲁 俊 表
示 ，嘉 兴 市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将 高 度 重 视 此 次
综 合 督 查 的 反 馈 意 见 ，安 排 专 题 研 究 ，明 确
整改目标、内容、时间进度和责任部门，确保
整 改 到 位 。 从 源 头 上 加 快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步
伐，加大“两高一低”产业腾退和企业入园力
度。加强环保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加环保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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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提高环保工作在县（市、区）党委政府年
度考核中的比重。

浙江省环保厅厅长方敏对华东环保督查
中心长期以来对浙江省环保工作的支持表示
感谢。方敏表示，浙江省环保厅将按照此次
督查反馈的工作要求抓好落实，对嘉兴存在
的问题逐一梳理，落实责任，并采取约谈、督
办等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同时，要透过嘉兴
看全省，以此次督查为契机，举一反三，采取
更有力措施，解决全省环保工作的重点、难点
问题，并在全省范围开展环保督查工作。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
近日向媒体通报了 2015 年 11 月大气污染防治
督查情况。

2015 年 11 月，环境保护部华东、华南、西
南、西北、东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分别对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保定市、唐山市，山西省阳
泉市、忻州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鄂尔多斯
市，辽宁省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营口
市、辽阳市、铁岭市、葫芦岛市，吉林省长春市、吉
林市、延边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
湖北省仙桃市、孝感市，广东省东莞市，山东省济
南市、德州市、聊城市、潍坊市，河南省郑州市、新
乡市，四川省内江市、雅安市，贵州省黔东南州，
陕西省西咸新区，甘肃省庆阳市，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市
等37个地市（州）进行了重点督查。

各督查组采取明查、暗查相结合的方式，
共抽查各类工业 504 家。发现部分地方政府
及相关部门大气污染防治责任未落实，综合整
治城市扬尘、推进集中供热改造、煤炭总量控
制、加油站油气回收等多项工作进展滞后；一
些地方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问题较多；部
分企业仍存在违法排污问题，土小企业聚集
区、燃煤锅炉、VOCs 治理不足等问题相对突
出。现将河北省保定市曙光毛纺有限公司等
28 件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向社会公开通报（详
见今日八版）。

各督查组已将上述问题反馈地方，并督促
依法处理处罚并进行整改。下一步，环境保护
部将继续做好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查，督促地
方做好相关工作，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积极监督。

环境保护部通报11月大气污染防治督查情况

部分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责任未落实

本报记者王昆婷北京报道 2015 年 9 月，环
境保护部“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受理群众举报
73 件，所有举报件已转交各地方环保部门调查
处理。其中举报量最多的 3 个省是：江苏（14
件）、河南（7件）、辽宁（6件）。

2015 年 9 月，群众举报企业类型最多的是
化工业（25 件），其次为金属冶炼加工业（10 件）
和非金属矿产加工业（8 件）。这些企业因为污
染物处理不到位、管理不善、设备故障等原因，
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
成影响。经各地环保部门现场调查处理，群众
举报件中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有 54 件，占受理
总数的 74%，其余 19 件未发现群众反映的问
题。存在污染问题的案件中，大气污染排名首
位，其次为噪声和水污染。

各地环保部门对群众反映的环境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了处理，通过责令涉事企业限期整改、
停产治理、处以罚款、补办环评手续、现场纠正、

取缔关闭等多种措施，及时消除了污染问题，
得到了群众好评。

“12369”举报热线9月群众举报案件处理情况公布

化工业污染遭群众举报最多

地区

江苏

河南

辽宁

广东

四川

举报件数

14件

7件

6件

5件

5件

环境保护部“12369”环保举报热线
2015年9月群众举报案件情况表详见今日
六版

典型案例详见今日八版

环境保护部“12369”环保举报热线9月份
受理举报数量前5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