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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长到底该如何履职尽责？
编者按

近来，环保局长被问责成为社会关注
的一个话题。甚至有人戏称，当前环保已
成为高危行业，环保局长成为高危人群。
那 么 ，到 底 什 么 情 况 应 该 对 环 保 局 长 问
责？什么时候环保局长的板子不该打？环
保局长又该怎么履职尽责？继本报刊登

《环保局长应该被停职吗？》之后，社会各界
对环保局长的问责话题展开了热议。今天
刊登相关来稿，以期引发借鉴和思考。

◆罗岳平潘海婷（湖南省监测中心站）

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问责，环保
干部容易被误伤，究其原因，主要是群
众对政府职能分工了解不深入、不全
面。凡是与生存环境相关的，比如扬
尘、垃圾、噪声等污染都认为应该是环
保局承担，出现这类问题，理所当然想
到是环保干部失职渎职了。

实际上，政府工作部门的职责是法
律规定的。以扬尘和垃圾处理为例，
2016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 68 条规定，住房城市建
设、市容卫生、交通运输、国土资源等有
关部门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
职能，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该法第
5 条也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从部门规章看，2011 年修订的《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 16 条
要求，施工渣土应当及时清运，临街工
地应当设置护栏或者围布遮挡；停工场
地应当及时整理并做必要的覆盖；竣工
后，应当及时清理和平整土地。关于其
管理责任，该条例第 4 条明确为省级城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该条例
第 23 条和第 28 条则规定，居住区、街巷
等地方，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专人清
扫保洁；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生活废弃物的收集、
运输和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由此可见，环保是个大概念，其内
涵不仅丰富，而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
面。为提高环境管理成效，必须全面梳
理政府各个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分头实
施。只有每个音符都按声部弹到位了，
组成的乐章才完整完美。湖南省、福建
省等省（区）人民政府都已出台环境方
面的责任清单，这就是组织环保大合唱
的基本遵循，发生环境事件后，对照清
单检查，哪些部门履职或失职了，清晰
可见。

提高环保问责的公平性，就是不能
算糊涂账。环境方面的问题，责任分布
在哪些部门，要以各省《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实施细则》为标尺，一一摆出
来。按数量多少、情节轻重，各追其责，
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指定谁就是谁。问
责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准
绳，避免长官意识或从众心理。就政治
文明而言，公平公正是其基本特征和
要求。

提高环保问责的公平性

◆韩继勇（环境保护部东北督查中心）

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存在死角，行政
问责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行政问责应
该问谁的责、怎么问责？怎样以法治的
思维推进环保执纪问责，这应该是地方
党委和政府的一道必答题。

首先，地方党委政府是否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地方党委政府应当对本
地区的生态环境负总责，党政主要领导
对环保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同时还要
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任。按照中
央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
责”要求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党
政领导是否应被追究行政责任？但是
现实中，环境事件发生之后，往往是环
保干部“顶缸”承担责任。环保执纪问
责，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要打对板
子，确保问责切实到位。

其次，地方各职能部门是否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各部门环保职能责
任不清，很容易以一个责任掩盖另一
个 责 任 。 地 方 政 府 动 辄 让 环 保 局 长

火 线 停 职 、当 场 下 课 ，让 许 多 人 产 生
疑 问 ，是 急 于 向 上 级 交 待 ，还 是 推 卸
管 理 失 职 的 责 任 。 环 境 治 理 不 能 总
是环保部门唱独角戏，治污重任不是
一家能够独立完成，更需要政府各部
门 形 成 合 力 。 地 方 要 尽 快 出 台 环 保
责任清单，严格界定和划分相关部门
的 环 保 职 责 ，确 保 环 保 工 作 责 有 人
负、事有人干。

第三，环保问责的内容和标准是否
明确。地方要避免环保问责的随意性
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情绪化的问责方式
极不可取。要尽快完善环保工作考核
和评价体系，明确目标和要求，真正做
到考核有标准，问责有依据。针对不同
情况，明确责任追究标准，做到规定在
前、惩处在后，真正体现责任追究的严
肃性。

总之，环保执纪问责，急需建好制
度，让环保问责既有问责之事，也有问
责之法。问责的板子既要打得快，也要
打得准；既要打得响，也要打得疼。唯
此才能整肃作风，督促某些地方把应尽
的环境保护责任真正扛起来。

问责的板子应该怎么打？

◆贺震（江苏省环保厅）

实行严格的环保问责，制度设计的
初衷是“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促进环
保责任的落实，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环
境质量。但现实中，有的对环保干部的
问责呈现无限追究的倾向。环保问责
随意、任性、失据、失范的现象不一而
足。笔者认为，实施环保问责，必须运
用法治思维，科学规范。

法定职责必须为。有权必有责，有
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职权法定，是
正确环保问责的首要。职权的法定渊
源有 3 种，一是行政机关依法成立时即
合法取得的权力，这是行政机关固有的
权利；二是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特别
授予；三是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
的规定委托的权力。守位不缺位，到位
不越位。依法履职，是政府及各部门的
本分。有其职，其不为，才能问责。无
其职，其不得为，否则就是乱作为。而
乱作为，是法所不允的。职责清晰，是
问 责 的 前 提 ；职 责 清 晰 ，问 责 才 有 依
据。如果职责不清晰，却一定要问责，
只能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发生环境问题需要问责，问责对象
就一定是环保干部吗？正确答案是“不
一定”。因为，发改、经信（工信）、农业、
住建（市容、城管）、水利（水务）、国土、
林业、公安、交通、商务等，政府数十个
部门都负有环境保护的职责。我国《环

境保护法》中就有多处出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表
述。环境问题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要
看这个“因”是哪个部门的职责，如果这
个“因”是环保部门的职责，问责环保部
门天经地义，环保人也不要因为环保
工 作 难 做 而 喊 冤 叫 屈 。 而 如 果 这 个

“因”是别的部门的职责，就不能问责
环保人。

比如，在泰州“12·19”天价环境公
益诉讼案中，一度曾有舆论和公众，甚
至颇有名望的专家也要求追究当地环
保部门的责任。但我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交通主管部门的
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
实施监督管理”。依照事实和法律，两
名海事局的干部在泰兴废酸倾倒案中
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环境保护工作牵涉众多部门，每个
部门究竟在其中负有什么职责，不能总
是一笔糊涂账，要按照职权法定的原
则，通过正规的形式明确下来。《江苏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已经向社
会公开发布施行，各部门的环保责任清
清楚楚，这既是发生环境问题时责任倒
查的基础和问责的依据，也是公众监督
政府相关部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的依循。因此，没有制定环保责任清单
的地方，应尽快制定，以厘清各相关部
门环境保护的责任及其责任边界。

贯彻职权法定原则

◆周建民（江苏省仪征市环保局）

当 前 ，环 保 工 作 职 责 边 界 不 清 楚 、范 围 不 明 晰
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应厘清职责，切实明责，做
到责任具体化，要让大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负什
么责。

要从顶层设计着手，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梳理研究制定责任清单。要弄清楚哪些属于环保范
畴，哪些属于环保监管职能，哪些涉及环境职能行政部
门、该如何监督等，才能厘清基层政府各行政部门、行
政部门内部各层次之间职责分工，增强职能部门依法
行政意识；才能落实环保部门责任，提高环境监管效率
和质量。而清单就是把责任内容细化为看得见、摸得
着、实实在在、量化可控之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依法制定清单制度后，
就要自觉对照清单、找准定位、扛起责任，切实推动责
任落地生根。同时，及时公开清单内容，接受干部群众
监督。这样才能让环保部门认真履责，做到勇于担当，
牢固树立不抓生态建设、绿色发展，不保护好一方环境
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才能摆脱非环保部门职能事务
枷锁，与相关部门联动，引导和处理相关工作；才能让
基层环保负责人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责无旁贷的使
命感，切实肩负起时代和人民的重托。要迎着困难上、
满怀激情干，不回避矛盾、不避重就轻、不敷衍塞责、不
得过且过，干好自己这一任，跑好自己这一棒，不留遗
憾、无愧于心。

责任内容要细化量化
◆李典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环保局）

地方政府应建立环保责任清单，防止推卸责任
的现象发生。

要建立环保责任清单，分清部门责任。要把环
境保护职责进行分解，细化到每个具体的政府部
门。同时，要用政府的文件形式印发到每个成员单
位，使每个部门做到心中有数。

要主动履行环保职责，做到权责分明。责任清
单印发后，地方政府要召开有关环保成员单位的会
议，把部门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召集在一起，进行学习
动员和部署环保工作，使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都懂得本单位在环境保护中有什么样的职责，有什
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此外，环保部门要发挥裁判员
的监督作用，对污染治理进展慢的单位，要分析原
因，提供污染治理技术支持，帮助解决难题。对污染
治理不作为或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单位，要报告市
政府分管领导，由政府督促其他部门及时完成污染
治理任务，形成污染共治的良好氛围。

要按照环保清单问责，助推清单落实。环保责
任清单是问责的依据，要把责任区分清楚，该谁的责
任谁承担。要发挥纪委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通过
纪委问责，促使其他部门认真按清单履责。要为纪
委监察部门提供污染治理的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反
映部门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和现场监察情况，使纪委
能依据事实分清责任，做到精准问责。

建立环保责任清单
◆梁小红（湖南省常德市环保局）

环保系统有必要构建以环境责任清单为主体的
责任防控体系，紧盯责任人的履责情况，做到事有人
做、责有人担。

要明确环境责任清单制定的牵头部门。环保部
门只是代表政府制定，必须由政府牵头认可，属于政
府事务要盖政府的红章。要厘清相关环境责任。部
门、企业、社会、团体的履职责任，要逐条解释清晰，
避免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

要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要仔细梳理颁布的
地方性环境法律法规，特别是已下发的环境责任规
定、环境损害赔偿实施细则等条文，将责任逐条明确
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在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同
意下，并报组织、编制、人事等部门会商，最后以党委
或政府文件形式下发，保证责任清单的合法合规与
严肃性。清单形式要简单明了、便于操作，条文内容
要直接对准问题导向，要以有无责任为导向，以具体
责任为目标。

要检查责任清单内容是否接地气、评估实施绩效
是否可行，特别是判定责任与责任人之间动静平衡关
系是否精准。要不断完善各种制度，用制度来保障责
任清单的有序运行。要加强宣传，利用网络、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向社会各阶层宣传环境责任清单及环境责
任防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重点突出为保
障属地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所构建的责任保障体系。

构建责任保障体系

◆叱狼（网友）

环保部门担负着环境污染治理统一协调、监督
和管理的职责。面对被曝光的这些环境问题，环保
局长应当反思是否已经履职尽责。

一方面，在不少地区，向上级领导报喜不报忧的
现象屡见不鲜，往往会给上级领导“形势一片大好”
的错觉。其实，环境改善了，无论领导还是群众都会
从感官上获得。作为环保部门，应坚持问题导向，能
力范围内无法解决的环境问题，要连同相关建议，实
事求是地及时上报，争取支持；否则，捂着不报，只会
让小毛病演变成大疾患。

另一方面，对于发现的问题，能够自行解决，要
抓紧抓实尽快解决；涉及其他兄弟部门的，要主动协
调，督促其落实相关治污措施。有些部门、地区或许
配合意愿不强，推诿扯皮，致使污染治理进展不明
显，那么，环保部门要勇于“唱黑脸”，敢于把问题摆
在“阳光”下。该通报的通报，该批评的批评，同时要
请示上级领导出面协调解决。环保局有没有协调督
促过？对于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没有请求上级领导
支援过？如果没有，追责问责理所应当。

反思是否履职尽责
◆史春（安徽省阜阳市环保局）

如果环保局长对环境保护工作监管不力、或贪
污腐败，就该被追责。道理很简单，环保局长是国家
公务人员，在其位就应该谋其政，监管不力就是失职
或渎职，被追责或问责理所当然。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68 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的；对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包庇的；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业、关
闭的决定而未作出的；对超标排放污染物、采用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事故以及不落实
生态保护措施造成生态破坏等行为没有履责就应该
承担相应的责任。

环保局长在工作中，触犯《环境保护法》上述条
款确有人在。比如，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
许可的，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在现实中这些情况和问题不容回避。

笔者建议，在环境保护领域，要全方位地实行信息
公开。畅通环保公益诉讼渠道，加强公众对于环保领
域的监督。要让公众在介入监督的同时，给敢于执法
的环保局长撑腰，对不作为的环保局长问政、问责。

监管不力就该被问责
◆双鱼飞过（网友）

首先，的确，环境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环境问题
的解决可能涉及经济、科技等多个方面，需要时间和耐
心。但是，这绝不是指违法排污行为不应及时禁止，绝
不是指破坏环境的行为可以容忍、持续甚至网开一
面。违法排污、破坏环境的生产运营，并不是所谓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矛盾，而是鲜明的法律问题。这些违法
行为和对其处理，是违法与执法的关系。正在发生和
持续已久的污染行为，环保局未能履行法定职责甚至
是失职渎职，就应该被问责。

其次，环保确实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不应该只由
环保部门担责，而是相关责任部门都应该追究。我认
为，不是环保局长不应停职，而是不应只有环保局长停
职。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
的地方方才休止。”如果环保局是重视和尽责的，那么在此
之下仍存在的污染往往是比之更高权力滥用所致。而滥
用的权力直到遇到阻碍才会收敛，而这个阻碍往往就是
深受污染之害的民众抗争。基层环保人员恰恰位于这
个边界上，受到的是两面的压力，比之其他基层部门，
自然辛苦劳累也委屈得多。

失职渎职就应被问责

◆朱玫（江苏省太湖办）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环境
保护工作将由督企向政企双督转变，破除地方保护
主义，彻底改变环保部门势力单薄的局面，建立社会
共治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环保局长的责任
可能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对此，应认清形势，明晰
相关的职责和工作。

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当好引导员。从制定
好责任清单，到部门履职到位非朝夕可就，尤其要谨
防其他部门难以履职的现象发生。对此，要做好引
导员工作。一方面，牵头制定责任清单同时，应该以
权责相当为原则，适度转移责任；另一方面，要超前
考虑修改地方法规，赋予职能部门相应的权力，包括
环保资金分配权、项目审批权、企业执法权，避免相
关职能部门也陷入权责不等的困境。

变被动服从为主动管理，当好协调员。要更好地
协助政府做好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统筹谋划和
科学决策，研究解决本地区环境保护重大问题，强化与
部门协作，协调好跨区域、跨流域环境管理。

变督企为主为政企双督，当好裁判员。在做好
督政的同时，还必须要坚持继续开展好网格化管理，
帮助地方政府建立健全辖区内的督政机制。同时，
要依法现场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坚持双随机
抽查制度，加快培养第三方力量，购买社会化服务，
以补充执法力量的不足。

明晰责任当好引导员
◆李国军（辽宁省环保厅）

当前，有部分公众和有关部门戴着“有色眼镜”
看待环保部门。只要是生态环境上的问题就一定是
环保部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难以确定责任人的环
境污染事件，环保部门更是首当其冲。

如何摘掉环保追责的“有色眼镜”？笔者认为，除
了制定职责清单以外，还需要在以下两方面下功夫：

一是加强环保职能宣传。各级环保部门要采取形
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加强环保部门职能的宣传。让社
会公众、所有部门都知晓，在生态环境领域环保部门干
什么，别的部门干什么。特别是作为对环境保护工作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环保部门更应该结合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加快完善的时机，推动现有制度措施的
有效落实，让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了解到环保部门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二是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环保部门应加
快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积极聘请法律顾问，让法律顾
问在职责清单的制定、环境行政事项的许可、规范性
文件的审查、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法律
文书的把关、复议和诉讼案件的处理、环境工程的招
标、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环境信息公开等方面全程
把关和参与，为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保障。
环保部门只有做到依法行政，才能避免渎职行为发
生，才能避免被追责问责。

追责要摘掉“有色眼镜”
◆刘传义（环境保护部华北督查中心）

笔者在与一些环保局长的工作交集中发现，凡
是环保工作出色的城市，其环保局长工作方式充满
艺术。“苦干加巧干，成绩很斐然”，经验值得借鉴和
学习。

第一，借力巧为。目前，环保成为热点中的热
点。上至中央领导，下到社会民众，无不对环保高度
重视，媒体更是将环保作为工作的重点。这种关注
自然是环保部门的压力，也正是推动工作的极好动
力。环保局长应该充分、巧妙地借助这些力量，将其
转化为助推环保的动力。实际上，借外力向党委政
府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身上转移压力，“家丑亮了
相”，领导自然会重视和关注。正所谓“老大难，老大
难，老大一重视就不难”。

第二，借时巧为。所谓借时也即是应时，在正确
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采取合适的举措。当前，环
保局长有很多时间节点可以充分利用。只要抓住一
个重要活动节点，就有可能实现工作质的飞跃。不
能只看到工作量剧增，而应转变思维，充分认识时机
的宝贵。环保局长可以巧妙充分利用，推动工作。

第三，借机巧为。目前，摆在环保局长面前的机
会很多，有省级综合督查，有中央环保督察，还有各
类专项检查。这虽然都是工作量，但换个角度看，这
更是容易出成绩的好时机。倘若能借助机会，顺势
而为，完全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变被动为主动。

环保局长要学会借力巧为

应结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加快完善的时机，推动现有

制度措施的有效落实。

如果环保局长对环境保护工作监管不力、或贪污腐

败，就该被追责。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职权法定，是

正确环保问责的首要。

要把环境保护职责进行分解，细化到每个具体的政府

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