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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郭薇 刘晓星

在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的过程
中，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2015 年，福建在 GDP 保持 9.0%的
增速下，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仍然
保持全优，生态环境质量在全国处于
领先地位。

如何“党政同责”？
权力到哪，生态环保职责就

延伸到哪

今年福建省两会期间，福建省委
书记、省长与 9 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
实验区党政“一把手”签订了《2016 年
度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书》，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
指标等全面纳入环保目标责任体系。

书记、市长共同签订环保“军令
状”，意味着一个地方如果出现环境污
染问题，既要追究政府官员责任，也要
追究党委领导责任。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与各市党政
“一把手”签署责任书后强调，签订党
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是
福建省环保工作的重大举措，各级党
委政府要将这份沉甸甸责任，以铁的
意志和行动真正扛起来。

责任书紧紧抓住了主体责任的
“牛鼻子”，明确了党委政府的生态环
保属地责任。正如福建省环保厅厅长
朱华所言：“要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感
受到落实‘党政同责’的压力，并把这
种压力变为做好生态环保工作的动
力，做到权力在哪里，生态环保的职责
就延伸到哪里。”

1 月 27 日，泉州市召开生态环保
工作会议。泉州市委书记郑新聪、市
长康涛与各县（市、区）、泉州开发区、
泉州台商投资区党政“一把手”签署了

《2016 年各县（市、区）党政领导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书》。

让郑新聪感受最深的是：“今年，
环保目标责任书的签订首次从过去的
政府主官拓展到党政‘一把手’，这既
是下‘军令状’，也是责任喊话。”

泉州市环保局局长郑志忠介绍
说，泉州在省里下达任务的基础上，根
据各县（市、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
定“一地一责任书”。创新性地将考核
指标与环保项目挂钩，实现环保重点
工作全覆盖，着力突出针对性和差异
性，考核方法更为科学严谨。同时，新
设附加分和惩罚性扣分项目，从获得
表彰情况、各项工作完成率、重点指标
贡献率等方面予以综合加分，对于在
上级综合性考核或检查中查出问题、
被通报批评的或被省级以上挂牌督
办，未按时限完成整改的，予以相应扣
分。此外，将海洋环保折算成 30 分纳
入沿海县（市、区）长环保目标责任书。

“一地一责任书”是福建环保实施
异化考核的最好例证。福建积极构建

和完善环保监督考核与奖惩机制，约束
环境监管者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促使
其正确履行法定职能。完善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干部
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资源消耗、环境损
害、生态效益等环境保护相关指标的权
重，将其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
用、管理监督的重要依据。

如何“一岗双责”？
强化环保和相关部门责任，传

递环保压力，各自耕好“责任田”

“清水蓝天”行动是 2015 年底福建
环保、公安联合开展的环保执法专项行
动，短短 1 个多月，查实并移送公安涉嫌
污染犯罪案件 58 起，实施行政拘留强制
措施案件 158起。

环保与公安的大规模联动，是“清水
蓝天”行动的最大亮点。

“长期以来，取证难、认定难是查办
环境犯罪刑事案件的瓶颈。”福建省环
保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许碧瑞称，有时
环保执法已查实涉嫌污染犯罪，但在移
送公安过程中，违法排污单位破坏现场、
毁 灭 证 据 ，造 成 公 安 机 关 后 续 侦 查 困
难。现在环保、公安同步介入，可以防止
证据灭失。同时，两部门的现场证据可
以相互支撑。此外，在排查过程中，违法
企业主如果不配合甚至逃跑，公安机关
可以依法实施传唤和讯问。

如何保持联动的常态化、制度化？
目前，福建省环保厅与省公安厅已经制
定了 3 项制度：联动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联动执法联络员制度、重大案件会商督
办制度；同时建立了一系列机制：案件移
送机制、紧急案件联合调查机制、案件信
息共享及奖惩机制。

许碧瑞介绍，环保、公安深层次、全

方位的联动，更加有效地保障现场执
法有序进行，提高办案效率。

福建严格环保工作由环保部门统
一监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要求，明
确工作责任，各部门齐抓共管，实现协
调联动，形成环境保护的长效工作机
制。对各地突出的环境问题，省长一
季度一督查，环保厅一季度一通报。

福建省环保厅在综合督查后，把
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汇
报、向当地政府通报。并定期在全省
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上，将各设区市
突出环境问题和整改进展情况进行通
报。通过省政府领导有针对性地直接
点评及整改要求，让参会的各设区市
政 府 主 要 领 导 们“ 出 汗 、红 脸 、坐 不
住”，让地方政府实实在在感受到环保
压力。

正如许碧瑞所言：“福建通过建立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季度督查通报制
度，及时通报各地突出的环境问题，加
强了对环境保护相关事宜的跟踪督
办”。

数据显示，2015 年，福建省共 4 次
通报各地突出环境问题 125 个，其中
已完成整改或基本完成 43 个，取得积
极进展 58个。

如何强化企业治理主体责任？
用市场引导企业由“要我治

污”变“我要治污”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环境保
护的主体。只有企业主动承担责任，
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才能有效地缓
解和根治环境问题。

福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借
助价格、信贷、补偿、金融、保险等经济
杠杆，激励与约束企业，对企业利益进
行调节，切实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强化

生态环保工作。
企业排污指标由免费改为有偿使

用，治理污染腾出的排污指标可以交易
获利。这一创新之举大大增强了企业减
排治污的内生动力，倒逼企业由“要我减
排”为“我要减排”。

晋江豪山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
铭委最近频频到泉州市环保局咨询。他
们公司用天然气取代了煤炭生产瓷砖，
省出了不少排污指标，想挂牌拍卖掉这
些富余出来的“交易排污权”。

“粗略地算，改用天然气后一年少用
4 万 吨 煤 ，可 以 减 少 45 吨 二 氧 化 硫 排
放。”蔡铭委说，“开展节能减排升级改
造，生产成本就会上升，但企业并没有被
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往国家产业的政
策上靠，做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来
抵御市场风险。”

福建省环保厅总量处处长郑彧表
示，企业通过投资，进一步治理污染；再
通过市场的交易，可以取得回报，这个回
报是比较可观的。排污权成为有偿资
源，让企业有了主动减排积极性。

“我们工作最大的亮点就是减少行
政干预，由市场主导排污权交易。”郑彧表
示，“我们已经完成的将近500笔排污权交
易，超过95%都是由二级市场主导完成的，
政府帮助促成的交易不到50笔。”

福建活跃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的秘
诀就是在政策制定中加强排污权交易的
法律支撑，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的政策法规，出台了《主要污染物排污权
指标核定》等 8 个管理办法，明确排污权
交易的主体、范围、标的，健全排污权指
标分配、核定和定价机制，形成市场化的
排污权交易体系。

2014 年 9 月，福建省首次在造纸、水
泥等 8 个试点行业进行排污权交易，截
至 2015 年底，已成功举办集中交易 20
场，217 家企业达成交易 498 笔，交易金
额达 1.4 亿元。2016 年开始，在所有工
业排污企业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

随着排污权交易的活跃，排污权的
金融属性也得到进一步激发。为此，福
建积极推行排污权抵押，协助企业将有
偿获得的排污权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
申请贷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减缓企业
资金压力。据了解，目前，已有两家企业
获得排污权抵押贷款 223万元。

与此同时，福建逐步健全绿色保险
制度。2014 年 12 月，出台《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积极推行重
点污染行业和企业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制度，在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及
开发区、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和政府购买
环境治理服务等领域开展试点。根据企
业环境风险大小，科学合理确定保险费
率，建立规范的理赔程序，确保受害人的
合法权益。

2015 年 ，有 28 家 企 业 签 订 投 保 协
议，保额将近 4000 万元，累计向辖区内
银行机构提供环保信息 2300 多条，被采
用 1900 多条，累计收回、否决、压缩银行
贷款近 15亿元。

经济发展高位运行，生态环境保持全优，秘诀在哪？

福建落实“三项责任”推动环保社会共治

福建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以及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对做好全
省生态环保工作、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强化党政同责，让各级领导干部真
正感受到环保压力，有利于加强生态环
保工作的领导、统筹和协调，有利于进
一步理顺环保体制机制，促进环保工作
的全面部署和具体落实，推动考核问责
扎实有力。

强化一岗双责，落实各相关部门责
任，能够有效解决过去各部门责任虚
化、职能交叉等问题，有利于各部门各
负其责、通力协作，把工作做实做细，共
同推动工作全面深入开展。

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引导强化企
业治污主体责任，平衡企业环保投入和
生产成本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提升
企业治污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从源头
减少污染排放。

福建的做法，是构建党委、政府统
领全局，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全社
会齐抓共管的环保大格局的有效举措，
对其他地区生态环保工作具有很强的
借鉴和示范意义。

强化责任 环保共治
谢佳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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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昆婷3月17日北京报
道 环境保护部今日向媒体发布了 2016
年 2 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
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等
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
绍说，2 月，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评价，全国 338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2.4%，轻度
污染天数比例为18.1%，中度污染天数比例
为 5.3%，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4.2%。

与去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比例提高 9.9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下
降 1.3个百分点。

第一批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 74
个 城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3.1%。
其中，厦门、昆明、深圳、中山、珠海、江
门、东莞、肇庆和佛山等 9个城市的优良
天数比例为100%，惠州、海口和拉萨等21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在80%～100%之
间，南宁、沧州和唐山等35个城市优良天
数比例在 50%～80%之间，乌鲁木齐、徐

州、宿迁、衡水、郑州、合肥、武汉、南京和泰
州等9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不足 50%。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
价，2月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
10位城市（从第74名到第65名）依次是乌
鲁木齐、邢台、保定、衡水、银川、郑州、邯
郸、济南、宿迁和徐州；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的 10位城市（从第 1名到第 10名）依次是
拉萨、惠州、海口、厦门、东莞、肇庆、福州、
江门、中山和深圳。

下转二版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6年2月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三大区域同比环比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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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有关生态环保提案关注六大方面

在已经闭幕的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不负众望、
依法履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积极建言献策。

这其中，生态环保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要话题之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在全国人大
代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 462 件议案中，有 64 件涉及生态
环保内容，占 13.9%；在全国政协已审查立案的 4248 件提
案中，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提案 417件，占 9.8%。

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在保护
生态的过程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焦
点。在全国人大收到的 64 件议案中，有 7 件议案涉及此
项内容，占比达到了 11.9%。其中，关于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方面的议案有 4 件。打造循环经济，变废为宝，变害为
利，是代表们的观点之一。

对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的关注，也是代表委员议案、
提案的重要内容。在全国人大收到的7份涉及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协同发展的议案中，江苏、湖北两个代表团的3件议案
涉及这方面内容。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网站上公布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 35 个涉及生态
环保的大会发言中（此数据为记者根据网站截至 3 月 17
日公布的不完全统计），就有 7 名委员在代表各自党派的
发言中谈到了长江流域的发展和保护问题，占比达 20%。

推动环境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性保障，是
代表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数据显示，在全国人大收到
的 64 件议案中，有 9 件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占总数的 14%。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生态补
偿、环境教育、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代表们也提出
了议案，政协委员也予以高度关注。此外，在水污染防治
立法方面，也有 11件议案被代表提出，占总数的 17.2%。

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代表们还提出了两份关于开
展环境执法检查的议案。

随着“大气十条”和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陆续
出台，以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空气质量总
体有所好转。但是个别地区连续的雾霾天气仍然体现了
大气污染防治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代表委员
们纷纷表示，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是解决大气污
染的一件利器。大力发展光伏产业、推进风能建设、大力
发展新能源汽车等均被提及。

此外，针对秸秆焚烧屡禁不止问题，吉林团金华等
30 名代表提出了《关于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
议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和焚烧的议案》。上海团张全代表、
福建团戴仲川代表等提出了加强船舶污染方面的建议。

截至 3 月 17 日 9 时，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
中心公布的 176 份提案中，涉及生态环保的有 22 件，主要
关注对象包括农村污染防治、能源和新能源利用、城市设
施建设、生态保护、河湖管理等。

◆本报记者郭薇 童克难

人大代表有关生态环保64件议案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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