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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部门联合通报新环保法实施情况
实施行政处罚 2474 件、处罚金额 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7%、47%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

2016 年 1 月 20 日，按照重庆环保
世纪行组委会安排，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召开新闻通
报会，介绍新环保法实施第一年重庆
贯彻执行情况。2015 年，重庆通过加
强立法、严格执法、强化司法、完善监
督，进一步健全生态环保法制体系，强
化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环保
主体责任意识，有序引导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环保、公安、法院积极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据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陈卫介
绍，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
监管执法的通知》要求，重庆市政府办
公厅 2015 年出台《关于加强环境监管
执法的通知》。2015 年，全市环保部
门共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2474 件，处
罚 金 额 达 1.1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7%和 47%。

其中，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9件，
实施查封扣押案件35件，责令限产停产
案件42件，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案件
50件，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61件。

2015 年，重庆市公安部门共侦办
破 坏 环 境 资 源 保 护 类 刑 事 案 件 925
起，破案 816 起，采取强制措施 549 人；
立污染环境刑案 128 件，采取强制措
施 131 人。“公安部门已形成环保总队
主导、相关警种和区县局配合作战的
工作机制，破获了白某某污染环境等
两起公安部督办案件，有力打击了环
境犯罪。”市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总队
总队长娄志勇称。

自 2011 年底试点设立环境资源
专门审判机构以来至 2015 年底，重庆
市三级法院专设环境资源审判庭、合
议庭已集中受理环境资源一、二审刑
事、民事（含公益诉讼）、行政案件和行
政 非 诉 案 2054 件 ，审 结 1960 件 。 其
中 ，2015 年 共 集 中 受 理 990 件 ，审 结
907件。

重庆市高院环境资源审判指导小
组副组长吴比介绍，针对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行为对环境经济价值、生态价
值等多重价值的损害，重庆还试行“生
态环境修复令”。

2015 年 6 月，渝北区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在嘉陵江边宣布了“生态环
境修复令”，组织 11 名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缓刑人员自愿出资向江中增殖放
流鱼苗 1.5万尾。

 完善制度创新举措强
化法律威慑

重庆市环保局与市高院、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建立健全案件移送、联合
处置、信息共享、紧急案件联合处置和
重大案件会商督办等联动机制，联合
印发《关于试点集中办理环境保护案
件的意见》、《关于集中办理环境资源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制度规范。

重庆市高院在 2011 年底在万州
区、渝北区法院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
判机构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环境保
护审判试点工作指导小组，并于 2014
年底在涪陵区、黔江区、江津区法院增
设环境资源审判庭。将涉及环境资源
要素的刑事、民事、行政和非诉案件归
口至环境资源审判庭审理。

重庆市公安局于 2014 年 11 月成
立环境安全保卫总队，2015 年初正式
运转。全市各区县公安机关与当地环
保部门均建立了协作机制，共有公安
环保专兼职干警 165 人。与市环保局
联合印发《重庆市环境保护与公安机
关执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联合开展

“利剑1号”等专项行动，联动执法220余
次，整治突出环境问题68起。

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与市公安局
环境安全保卫总队联合成立“重庆市
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联合执法办公
室。”2015 年，市环保局组织或配合有

关部门开展了 10 余项专项行动，检
查各类企事业单位 1.4 万余家；市环
保局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3750 件，
处理网络投诉举报1792件，市12369环
保热线共受理投诉举报5.3万余件。

 地方环保法规体系
不断健全

重庆坚持立、改、废相结合，积极
推动地方环保法规建设。充分发挥
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法治化。

2015 年，《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已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并
通过第一次审议；《重庆市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已
完成起草论证；《重庆市污染场地环
境保护管理办法》、《重庆市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饮用水源污
染防治办法（修订）》已完成调研起
草，《重庆市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重庆市辐射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
法》已开展调研。

在加快地方环保法规体系建设
的同时，重庆还特别注重加强新环保
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
教育。

2015 年，市环保局与市委宣传
部、市网信办、华龙网联合举办重庆
市首届环保网络直播晚会，共吸引
500 万人次观看；运用政务微博、政
务微信开展普法互动宣传，累计吸引
3 万余名网民参与竞答；组织媒体曝
光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扰民等一批环
境违法行为，报道中高考噪声执法检
查等专项执法行动，采取“以案说法”
方式强化普法效果；累计在市委党
校、区县党校面向 2.5 万名党政领导
干部举办各类环保讲座 128 场次；将
新环保法内容纳入全市法治理论考
试范畴，共 20万人参加考试。

 环境信息公开作为
改革重点任务之一

“我们将环境信息公开，作为市
环保局牵头的 2015 年全市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之一。”陈卫介绍，
重庆人市环保局 2015 年依法主动公
开环境质量、监测执法、行政许可等
各类环境信息 3 万余条，办理依申请
公开事项 37件。

据了解，重庆市环保局出台《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

知》、《进一步加强依申请公开工作的
通知》。修订《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将人大代表建
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纳入公开目
录。改版升级局公众信息网，信息发
布更加及时丰富，公众办事更加便捷
高效。

同时，抓好《企事业单位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落实，督促 435 家重点企
业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市、区县（自
治县）两级环保部门对重点企业环境
信息公开情况实施常态化抽查检查。

在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的
基础上，重庆还严格落实新环保法关
于公众参与的要求。

重庆市高院将环境公益诉讼作
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重心。在试
点期间，规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的范围及诉讼费缴纳的缓减免办法；
明确检察院可以支持环境污染、破坏
行为受害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提
起环境保护民事、行政诉讼，也可以
支持依法登记设立、以保护环境为目
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环境保护刑事案件被告人给国
家财产、集体财产造成损失的，检察
院可一并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

吴比介绍，由市高院指定万州区
法院立案审理的重庆绿色志愿者联
合会诉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建始县磺
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
纠纷案，已于 2016 年 1 月宣判。法院
判令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重新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复和环境
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不得生产；对工
厂附近的洼地土壤进行生态修复，逾
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由
其承担修复费用 99 万余元；另外，还
必须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

在环保公众参与方面，市环保局
制定印发《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
与的实施意见》、《重庆市环境保护公
众参与实施办法》。在受理建设项目
或 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文 件 、做 出 拟
批 准 决 定 后 和 审 批 结 束 后 ，及 时 通
过网站和媒体进行公告。严格落实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要求，通过论
证 会 、听 证 会 或 其 他 形 式 征 求 公 众
意见。

此外，重庆市环保局还加强与在
渝主要环保社会组织联动，引导其积
极参与环境宣教、培训工作，有序参
与环境保护监督工作。支持在渝主
要环保社会组织依托各自优势，开展
大学生环保社团骨干培训、次级河流
水质现状调查等活动。并于 2015 年
底组织开展了重庆市首届“环保公众
开放周”活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媒体记者、公众代表等 1.2 万
余人参加相关活动。

 2016年重点抓好五
方面工作

法治管长远、管根本。2016 年，
重庆环保部门将进一步增强法治思
维，坚持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依法监
管，发挥法治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着
重抓好 5个方面工作。

在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责方面，将
严格环境准入，执行禁投清单，控制
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和产能
过剩项目，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对区县环保工作的督政，落实好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优化环保实绩考核体系，以改善环境
质 量 为 核 心 ，加 大 环 境 质 量 考 核
权重。

在环保地方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方面，将推进出台《重庆市环境保护
条例（修订）》、《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办法》、《重庆市污染场地环境保护
管理办法》，完善挥发性有机物地方
排放标准体系。

在严格环境执法方面，将完成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排污许可证等问题
整治，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
停产等手段，提高执法水平和效率，
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有
效性。

在强化环境刑事司法联动方面，
将完善环境案件移送、联合调查、信
息共享等环境刑事司法联动机制，探
索建立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证据规则
和案件移送规则。

在 环 境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方 面 ，将
《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等环保法律法规政策纳入环境保护
普法计划，开展环境法制培训和普法
宣传，强化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的环保主体责任意识。

本报讯 湖 北 省 环 保 厅 近 日 通 报
2015 年全省环境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交出新环保法实施第一年“成绩单”。
2015 年，湖北共检查企业 44574 家次，
罚款 7711 万元，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
件 23 起，其中按日计罚单笔最高处罚
金额达 270万元。

据省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李永福
介绍，一年来，湖北省环保厅组织开展
了环保大检查、空气质量改善行动、饮
用水水源保护专项整治等一系列工作，
环境监管执法取得了明显成效。

湖北省全年共检查企业 44574 家
次，责令停止建设 416 家，责令停产 727
家，责令限期改正或限期治理 1999 家，
关停取缔 150 家，罚款企业 1364 家，罚
款金额 7711 万元；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案件 23 件、查封扣押案件 149 件、限产
及停产案件 51 件等。全年共实施行政
拘留案件 80 起，办理环境污染犯罪案
件 15起。

“对老环境问题咬住不放，对新环
境问题敢于亮剑，”李永福表示，2015
年，湖北共受理、查处各类环境信访案
件 42113 件，并对全省 2013 年以来未结
案和贯彻《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零

点行动”立案查处的案件进行了跟踪督
办 。 下 一 步 将 实 施“ 五 个 一 批 ”整 改
活动。

2015 年，湖北省环境科技监管水
平也得到提升。基本建成覆盖全省的
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国控企业排放
口环境监测网，省级正式使用“12369
环保热线”，市一级以上环保部门开通
了 12369 微信举报平台。共接受微信
举报 131件，各类投诉均已按期办结。

“2015 年 ，湖 北 省 上 下 牢 固 树 立
‘绿色决定生死’理念，环境质量持续保
持稳定。”李永福说，全省 PM10 浓度均
值以及纳入国家考核的 12 个地市大气
污染物 PM10 平均浓度，与 2014 年同比
均有小幅度下降。全省主要河流水质
为良好，全省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100%。三峡库区和丹江口库区
水质总体良好，三峡库区干流、支流21个
监测断面全部达到Ⅰ类～Ⅲ类标准。

李永福表示，全方位的环境执法与
整 治 还 促 进 了 全 省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
2016 年，湖北将继续开展新环保法实
施年活动，继续深入开展环境保护“三
大行动”，全力打好补齐环保短板攻坚
战，大力推进湖北绿色发展。 高原

本报记者吴殿峰哈尔滨报道 经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批准，省公安厅近
日增设经济保卫总队，以专业队伍解决
环境污染、食药犯罪领域发现难、取证
难、鉴定难、惩处难等问题，重拳打击此
类犯罪行为，切实维护食药安全和环境
良好。这是继天津、河北和山西等省市
之后，全国第九支打击此类犯罪的省级
专业队伍。

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经济保卫总队
总队长张齐彬介绍，省公安厅经济保卫
总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组织、指导、协
调全省公安机关办理破坏环境资源保
护、危害公共卫生、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等犯罪案件和部分危害公共安全、侵犯
知识产权等犯罪案件，直接办理一些在
全省有重大影响的涉及上述罪名的重
特大刑事案件。同时，还负责指导、监
督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
保卫工作。

据悉，针对环境污染和食药犯罪行
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经济保卫总队在快
速打击的同时，还进一步提高发现违法
犯罪行为的能力，拓宽线索来源渠道。
分别在龙警网、微信公众举报平台上增
设举报专栏，同时设立电话举报专线，
公众可直接拨打电话对食药和环境污
染犯罪行为进行举报。

本报见习记者张平 崔万杰银川报
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近日同意自治区公安厅治安管理
总队加挂“食品药品和环境污染犯罪侦
查总队”牌子，内部增设科级机构若干。

据介绍，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对食
品药品和环境违法犯罪的打击力量稍
显薄弱，几乎是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
公安部门未成立相应部门，而负责此项
工作的民警往往身兼数职，投入的精力
十分有限。

2014 年，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下发
文件，明确要求各省级公安机关必须成
立打击食药犯罪的专门机构。经宁夏
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多次与自治区编办、
食安、环保等部门沟通协商，最终在公
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加挂“食品药品和环
境污染犯罪侦查总队”牌子。

其主要职责为：掌握、分析和研究

全区食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信息和规律，
拟定预防、打击对策；建立与食品药品、
环保部门联动执法机制；组织、指导、协
调全区食品药品领域犯罪案件的侦办，
参与区域性的食品药品安全和环境保
护集中专项整治活动；侦办上级领导交
办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和环
境案件。

数据显示，2013 年~2015 年，宁夏
破获的涉及食品药品与环境的刑事案
件达 80 余起，包括宁夏明盛染化有限
公司污染环境案等一批在全国、全区具
有影响的食品药品和环境案件，对违法
行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有力维护
了食品药品和环境领域安全。

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和环境污染
犯罪侦查总队的成立，标志着宁夏环境安全
监管工作进入了严查、严管、严惩新阶段，打
击环境犯罪将更加专业、更加精准。

本报讯 浙江省金华市环保部门近
日开展污染大气环境行为专项执法行
动，并邀请新闻媒体全程参与。10 天
共依据新大气法查处案件 8 起，执行责
令整改案件 13起，发放新大气法宣传资
料193份，有力推进了新大气法的实施。

被依法查处的 7 家企业和一名个
人分别是婺城区乾西乡坛里郑村浩明
挤塑板厂、金东区澧浦镇工业园区金华市
雨虹彩印厂、金华市开发区积道街老汤齿
齿轮厂内铜熔炼作坊、义乌市后宅街道新
凉亭工业区朵莉宝贝饰品有限公司、东阳
市横店电子园区东阳市千功坊红木家具
有限公司、永康市芝英镇溪岸村吉利雅工
贸有限公司、磐安县新渥镇报金矿业有限
公司和浦江县清洁工周某。

上述企业主要违法行为有：未经环
保审批，未安装废气处理设施，产生废
气未经处理直接外排；未经环保审批擅

自增设生产线，从事相应生产，且未安
装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粉尘、废气未经
处理直接外排；未正常运行废气处理设
施，致使外排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超
过国家排放标准；粉尘防治装置不完
善、运行不到位，产生粉尘污染周边环
境。个人的违法行为则是私自焚烧大
量废旧塑料雨衣、橡胶管、橡胶垫圈等工
业固废，产生大量黑烟污染周边环境。

据悉，7 家企业在被依法查处的同
时，均被责令立即整改，其中有两家企
业还被依法强制断电，实施关停取缔。

“此次行动，只是金华市新一年重
拳打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打响的第一
枪。”金华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下
一步还将继续严查大气污染违法行为，
并广泛宣传普及新大气法，督促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公众学法、知法、懂法、守
法。 朱智翔 周兆木

罚款7711万，按日计罚案件23起

湖北交出2015年执法成绩单

黑龙江省公安厅成立经济保卫总队
专门打击环境污染等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宁夏成立食药与污染犯罪侦查总队
打击环境犯罪将更专业、更精准

金华十天查处违法案件八起
督促企业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智慧环保领航者

特约刊登特约刊登

《济南市湿地保护条例》明确了管理体制、

资金来源、保护措施、责任追究等关键因素

各负其责协力保护依据清晰

嘉兴在浙江率先启动

污染源环境执法随机抽查制度

泄密者将调离执法岗位

苏州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宣判
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场地污染修复费、

调查费等逾 1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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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重庆市环保部门执法人员正在某汽车生图为重庆市环保部门执法人员正在某汽车生
产企业污水排放口进行现场检查产企业污水排放口进行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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