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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谢佳沥

回首 2015，督政无疑是环保工作中
最为鲜明深刻的印记之一。

随着我国环境保护进入新常态，面
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环境形势，原有的以
千军万马查企业为主的环境监管模式难
以完全满足当前的工作需求，环境监管
亟需新利器。

“实现由‘以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
督并举、以督政府为主’。”2015 年早春，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督查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我国环境监管模式
的重大转变。

2015，可以说是我国的环保督政元
年。环保督政的探索和推进，为环境管
理 战 略 转 型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提 供 了 原
动力。

从“查企”到“督政”，是环境监
管思路从“治标”到“治本”的重大
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企业作为环
境监管的主要对象。但从这些年的实践
中，我们看到：

有限的环境监管能力难以全面覆盖
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各类污染源。基
层环保部门执法人员不足、经费短缺、装
备薄弱，难以应对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
违法行为；

地方政府对环境监管干预过多，权
力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普遍。地方政府
环境质量负责制没有落到实处，土政策
横 行 ，环 境 问 题 突 出 ，违 法 行 为 屡 禁
不止；

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担负着与其权
力不相称的责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些地方环保工作齐抓共管变成一家
管，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行环保职责的
责任意识和主动性不强。

查企其实是一种末端治理模式，有
效果但有局限，督政则是抓决策源头，抓
关键少数，抓主要矛盾，有四两拨千斤之
功效。

抓督政就是抓住了环境监管的命门。

环保督政推动了环境保护“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落实，让
“责任田”有人来耕

动力不足是当前我国环境治理面临
的一大问题，环保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
来不要的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地方实际
上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环境治理会增
加成本、减少盈利。企业的逐利天性令
其若没有外力的驱动不会主动增加环保
投入；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在当前的政
绩考核激励机制下，各地以牺牲环境为
代价追求 GDP 增长的冲动仍在，环保常
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相关政府部
门的环保职能由于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
也难以落实到位，敷衍塞责现象较为普
遍；环保部门作为统一监管部门，由于受
到权力掣肘，无法做到依法严格监管，履
职尽责举步维艰。

由于缺乏必要的机制，各类责任主
体缺乏足够的环境治理内生动力。虽然
运动式检查、高压式打击、命令式管控能
在短时间内产生效果，但难以持续，很容
易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
的恶性循环。

环保督政突出督查地方党委政府的
环保责任落实情况，实质上就是解决环
境治理的原动力问题。通过对地方党委
政府的督查，将环保压力层层向下传递
开来。同时，通过激励政策让各类环境
治理主体将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从而
形成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

环保督政推动了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通过追责
机制，倒逼党政领导干部在抓经济的同
时抓环保。

督政将改变环境管理重心，从
治污末端转向决策前端，从微观转
向宏观，从找不到人变为找得准人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有 30 个以
上的地级市接受了环境保护部区域环保
督查中心的环保综合督查。

在地方层面，山西、青海、广西等省

份今年也开展了对下级政府的环保综合
督查；四川还借鉴纪委巡视制度，探索建
立环保综合督查巡视制度。

督政引起了地方党委政府对环保的
真正重视，出席环保综合督查反馈会的
不仅有政府市长，也有市委书记，他们正
视了当地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而且表
达了加大整改力度的决心。督政不仅督
政府，也督党委，由此改变了环境治理的
格局。

除此之外，今年，环境保护部分别对
安阳市、承德市约谈及挂牌督办整改情
况进行了开放式督查，进一步强化督政
效果，提高督查公信力，让公众来评判整
改的效果。

如果说环保综合督查是为地方政
府 发 展 与 保 护 工 作“ 把 脉 会 诊 ”，那 么
公 开 约 谈 就 是 让 地 方 党 政 一 把 手“ 脸
红、出汗”。一年来，超过 20 个城市的
政府主要负责人接受了环境保护部的
约谈。

今年以来 还 有 一 个 重 大 变 化 是 ，
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开始通过媒体
向 社 会 公 开 表 态 。 随 着 区 域 限 批 、挂
牌 督 办 等 硬 性 措 施 的 跟 进 ，约 谈 的 实
效逐步显现。

一 年 的 环 保 督 政 实 践 ，推 动 了 环
境 管 理 从 治 污 末 端 转 向 决 策 前 端 ，从
微 观 转 向 宏 观 ，从 找 不 到 人 变 为 找 得
准人。

在环保督政的推动下，地方政府尤
其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发展理念正逐
渐转变，工作力度加大。一些地方“一把
手”开始亲自分管环保工作，做好“守门
人”、看好“责任田”，解决了一批突出环
境问题。

2016 年，督政将再度升级。在督查
地市级城市的基础上，环境保护部将对
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环保
督查巡视，进一步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落
实环保主体责任。国家环保监察职能将
得到进一步强化。

当前，督政还只是查问题，而没有追
责。随着《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制度的实施，环
保督政的威力将充分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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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被约谈的原因及其出现次数

◆本报记者闫海超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华北环保督查
中心的工作，变得更忙了。

今年，已经有 40 多位市长到华北环
保督查中心交流环保工作。华北环保
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说：“以前，环保局
长来得多，主要是谈困难，讲情面，现在
是市长、副市长带队来，而且主要是谈
环保工作安排和整改落实情况。”

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督查工作
重心由查企转为督政之后，反馈的问题
一针见血，让市长们“出汗、红脸、坐不
住”了。督政让地方政府实实在在感受
到了环保压力。

督查报告变得更厚了，内容也不同
以往，不再用大篇幅肯定工作成绩，“跟
一份审计报告没什么区别，都是直接奔
着问题去的。”刘长根说。

重心转变带来哪些改变？

督查城市多，约谈城市也多

截 至 2015 年 10 月 底 ，除 安 徽 、海
南、甘肃、宁夏等 4 个省（区）外，其他 27
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 134 个
城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 28 个市县进行
了约谈。

“督企转向督政的趋势一目了然。”
对于督查工作重心为什么会做出这样

的调整，刘长根指出：“督企肯定是有必
要的，但仅仅督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督企的范围有限，被督到的企业
只是一小部分，解决的问题有限；再有，
督企与地方环保部门的交叉面太大。”

一方面，督查工作遭遇瓶颈；一方
面，环境形势越发严峻。“这种情况下，
督查工作到了必须调整的阶段。”刘长
根说。

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期间经历了不
断的探索。

“最初，也不完全是督政府，整个过
程中还进行过多种尝试。比如，我们进
行过督一个行业、督一项政策、督一个
区域，但无法避免一个问题：地方领导
虽然对这些督查很重视，但最终由谁落
实、怎样落实不明确，导致环境整改难
以到位。但督地方政府后则有很大不
同，督查对象明确，督查结果针对性强，
整改的情况也比较好。”刘长根说。

身处督查工作变革之中，一年间，华
北环保督查中心督查8个城市，约谈7个城
市；督查的城市多，约谈的城市也多。

那么，相比之前，督政工作为什么
能够在 2015 年大踏步向前？“与两方面
有关系。”刘长根认为，“一方面，自 2002
年我国开始组建环保督查中心以来，督
查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人员数量不断得
到提高和充实；另一方面，《环境保护
法》明确地方政府环保主体责任，环境

保护部党组将重末端治理的环保工作
思路调整为重前端决策，坚持以环境质
量改善为导向。”

怎样选择督查对象？

抓典型污染问题，选问题突
出的地区，以点带面

随着督查力度的加大，关于督查对
象的选择，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15 年以来，华北环保督查中心先
后完成了北京通州、天津静海、河北邯
郸、山西运城、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河
南焦作、南阳、平顶山 8 个地区的环保综
合督查任务。

为什么选择这些城市？以今年的
重点督查省份河南为例，刘长根道出了
其中的原委：“河南成为今年全国空气
质量最差的省份之一。为了加快河南
省环境污染治理，我们对其展开了 3 项
工作，并以点带面，带动了整个河南省
的环境整改。”

第一，加大对安阳整改后督查的力
度。安阳是河南省产业结构最重的城
市，去年空气质量排名全省倒数第一。
2014年，环境保护部对安阳进行了约谈。

“今年，我们着重开展对安阳的后督查，
以此引领其他地市的环境整改工作。”

第 二 ，约 谈 郑 州 。 刘 长 根 说 ，“ 去
年，我们对郑州进行了综合督查，但没

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今年上半年，郑州
的空气污染指数不降反升，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展了几
轮暗查暗访，发现存在的问题突出。按照
有关规定，约谈没商量。”今年8月，环境保
护部对郑州进行了约谈。“其他市长一看，
郑州都被约谈了，纷纷坐不住，主动要求来
交流环保工作。这说明了什么？督政
真正产生了震慑力，路子选对了。”

第三，对焦作、南阳、平顶山进行环
保综合督查。在今年河南省第一季度
空气质量排名中，焦作排名最差。然而
华北环保督查中心在 4 月对其进行督查
后，情况发生了逆转：9 月，焦作市在全
省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正数第一，10 月
位列正数第三。

“ 要 的 就 是 这 样 的 效 果 。”刘 长 根
说：“中心工作人员有限，只能选择重
点，以点带面。”

为什么督政能够起到这样立竿见
影的效果？刘长根分析了几点原因：

一来，中央高度重视环保问题 ；再
有，督政工作避免了走过场，真正做到
了真抓、真督、真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
些地方开始真正重视环保工作。”刘长根
说：“有些市长想抓环保，但工作开展起来
阻力很大，而我们的介入正好成为契机。”

可以说，正是三方因素的综合，最
终形成了合力，效果立竿见影。

督查的名单越来越长，震慑
力会不会变弱？

强化暗查暗访、加大信息公
开、探索责任追究

被约谈的名单越来越长，督政的效
果会不会打折扣？对此，刘长根说：“万
事开头难。实践证明，环保督政工作开
了一个好头。至于后期效果，还是要取
决于督查工作如何开展。”

几年来，华北环保督查中心一直坚
守一个原则：时间服从质量。没查清
楚，再下去查，直到查清楚为止。刘长
根以今年督查对象呼和浩特为例，“整
个过程中，工作人员先后 4 次分赴现场，
走遍全部旗县，行程近万公里，最终发
现环境问题多达 122 个，特别是一些突
出问题，令当地政府深感压力。”

坚守原则，其目的就是秉承督查工
作的宗旨：暴露环境问题，一针见血。

如何进一步放大督查效力？今年，
华北环保督查中心还对工作方式做了
进一步调整：强化暗查暗访、加大信息
公开的力度。

“每个城市，综合督查进驻之前，我
们视情况组织 1～2 周的暗查，基本上能
够将当地的真实情况做到了然于胸。
接下来，‘点穴式’的督查才会一点一个
准。”刘长根说。

“整改得好不好，最终要听当地老百
姓的意见。”刘长根说，从今年开始，华北
环保督查中心推行了开放式后督查：主动
邀请当地市民代表、媒体记者全程参与。

“ 再 想 深入，需要在追责上进行探
索。”刘长根说：“现在的综合督查是以督促
地方落实整改为目标，很少涉及责任追究，
但以中央环保督查的大趋势来看，接下来，
将会考虑在追责方面进行探索。”

督查就是要一针见血
——访环境保护部华北环保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

综合督查地图

陈琛 程梓桐制图

一线访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