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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级层面环保垂改机构挂牌人员到位

管理新体制正式运行
6个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11个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同日挂牌

11 6个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成立

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本报记者周迎久 张铭贤

4 月 28 日，这一天，是河北环保史上重要
的一天。

当日，6 个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11 个驻
市环境监测中心在各驻地正式挂牌成立。同
时，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河北省环境综合执
法局在省会石家庄挂牌。

“机构挂牌，人员到位，这标志着河北省
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省级层面改革基本完成，
自即日起河北环境管理将按照新体制正式运
行。”河北省环保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国鹰介
绍说，河北环保垂改不仅仅是隶属关系的调
整，更涉及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等基础制度
的重构，是对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一次底盘
性改革。

作 为 河 北 环 保 垂 改 机 构 调 整 的 又 一 重 点 ，4 月
28 日 ，河 北 省 环 境 执 法 监 察 局 调 整 为 河 北 省 环 境
综 合 执 法 局 ，并 自 即 日 起 按 照 新 机 构 定 位 开 展
工作。

“ 剥 离 了 环 境 监 察 职 能 后 ，河 北 省 环 境 综 合 执
法局将着力查处重大环境违法案件、开展执法情况
后 督 察 ，进 一 步 增 强 环 境 执 法 的 针 对 性 、有 效 性 。
同 时 ，统 筹 解 决 跨 区 域 、跨 流 域 环 境 问 题 。”杨 智 明
介 绍 说 ，按 照 河 北 环 保 垂 改 的 总 体 要 求 ，下 一 步 ，
河 北 将 进 一 步 强 化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持 证 上 岗 和 资 格
管理制度，将环境执法机构列入政府行政执法部门
序 列 ，配 备 调 查 取 证 、现 场 执 法 、移 动 执 法 等 装 备 ，
统 一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着 装 ，保 障 一 线 环 境 执 法 用 车 ，
并 依 法 赋 予 环 境 执 法 机 构 实 施 现 场 检 查 、行 政 处
罚、行政强制的条件和手段。

环境执法重心下移，是河北环保垂改的基本要
求 之 一 。 这 也 意 味 着 ，在 市 县 级 层 面 的 环 保 垂 改
中 ，执 法 职 能 将 得 到 进 一 步 加 强 。“ 改 革 后 ，市 级 环
保 局 将 统 一 管 理 、统 一 指 挥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县（市 、
区）环 境 执 法 力 量 。 同 时 ，市 级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剥 离
质量监测职能后的人员编制、仪器设备重点充实到
一 线 环 境 执 法 队 伍 。”杨 智 明 解 释 说 ，环 境 执 法 的
这项改革调整只是涉及财政供养和机构隶属关系，
不 会“ 抽 空 ”区 县 环 保 力 量 ，反 而 是 要 增 强 区 县 的
执法力量和能力。

万里晴空，暖阳高照。4 月 28 日上午 11 时，河北省副
省长李谦郑重宣布:“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第一环境监察专员
办公室正式成立。这是河北环保事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件
大事，标志着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一步，揭开
了河北环境监察工作新的一页。”以此为标志，河北“环境监
察”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近年来，河北省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与中央要求相比、与人民期盼相比，全省环境质量水
平还有很大差距。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党中央提出了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河北省委、省政府自觉向党中
央决策部署看齐，2015 年年底，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环保垂
直管理制度改革的准备工作。省委书记赵克志要求，河北
省这项改革要走在前、作表率，形成可推广、可示范的经验
模式，通过环保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河北环境质量的改善。

2016 年 12 月，《河北省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
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河北成为全国第一个省以下环
保垂改试点省。强化问题导向，细化环保责任，压实各级党
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环境保护责任成了河北环保垂改首
先要解决的重点。

“我们跨区域设立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驻市开展环境
监察和环保督察工作，就是要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要求，着力解决‘上热下冷’和‘最后一公里’
问题，通过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奖惩制、责任追究制和信
息共享制，打通关节、疏通堵点，真正让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生效，让环境治理的效果尽快显现
出来。”陈国鹰介绍说。

“改革后，河北环境监察职能将由省环保厅统一行使，6个
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按照厅内设机构进行管理，这项改革共上
划人员120名。其中，第一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对石家庄
市、定州市、辛集市开展驻市环境监察和环保督察，其他5个环
境监察专员办公室各负责两个设区市的监察和督察任务。”河
北省环保厅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杨智明介绍说。

“积极适应新岗位，我们将不断探索环境监察方法方
式，督导督察环保责任的真正落实，全力推动环境质量加快
改善。”作为河北省环保厅第一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人
张桂生深感责任重大，“第一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近期将围
绕省委、省政府‘1+18’个文件确定的大气治理任务目标进
行重点监督检查。”

2 11驻市环境监测中心运行

生态环境质量“谁考核谁监测”

4 月 28 日，河北省环境监测站更名为河北省环
境监测中心并揭牌。同日，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和
11 个设区市派驻的市级环境监测中心也在各驻地
正式挂牌运行。

新机构的揭牌，背后正是河北环境监测体制的
重构。“我们设立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实行生态环
境质量省级监测、省级考核，就是要进一步保证监测
数据的权威性、真实性、可靠性，逐步构建起以环境
质量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陈国鹰介绍说。

“过去我们的环境监测是‘考核谁、谁监测’，考
核的监测数据都是地方自己监测的，这一体制难以
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改革后，河北生态
环境质量监测将实现‘谁考核、谁监测’，省里统一负
责对各市（县、区）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并定期将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率向社会公布。”杨智
明介绍说，11个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在组建中，上收了负
责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的人员。其他监测力量将充实到
市县执法队伍中，主要从事环境执法监测、污染源监测
和突发事件应急监测，支持配合属地环境执法。

“五个手指头不一般齐，河北 11 个设区市环境
基础不同，生态功能区划要求不同，环境质量监测的
重点自然也会有差别。比如张家口承担着冬奥运监
测任务，秦皇岛有暑期监测任务等。”杨智明介绍说，
在监测体制调整中，河北省因地制宜，结合垂改后各市
实际监测任务情况，采取了“一市一案”方式进行上收，
11个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共计上划人员468名。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 11 个驻市环境监测中心
完成对全省 142 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事
权的上收，在 168 个县（市、区）加密增设 194 个监测
点位。”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人谢剑锋介绍说，
事实上，自 3 月起，河北环境监测新体制已开始试运
行。4 月 15 日，首次发布了 3 月份全省 168 个县（市、
区）以及 8 个传输通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并首
次对全省 11 个设区市、168 个县（市、区）空气质量改
善率进行排名并发布。

4 月 11 日，河北省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调整环境
保护部门干部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提出，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环保局领导
干部实行双重管理，以省环保厅党组管理为主，市委协
助管理。省环保厅党组负责提名市环保局局长、副局
长（包括同级非领导职务），会同市委组织部进行考察，
征求市委意见后，提请市委、市政府按有关规定程序办
理，其中局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4 月 20 日，河北省环保厅向各市环保局转发了这
一《通知》，这也 标 志 着 自 即 日 起 ，河 北 省 市 级 环 保
局 干 部 管 理 体 制 已 按 照 河 北 环 保 垂 改 方 案 要 求 调
整 到 位 。 今 后 ，市 级 环 保 局 干 部 提 名 、考 察 、任 免
将 按 照 新 体 制 执 行 。”杨 智 明 介 绍 说 ，《通 知》还 同
时 明 确 了 县（市 、区）环 境 保 护 分 局 局 长 、副 局 长 等
人 员 任 免 ，由 市 级 环 保 局 党 组 研 究 决 定 ，报 市 级 组
织人事部门备案。

随着河北环保垂改省级层面改革的基本完成，市
级层面的改革也进入了实施阶段。目前，河北省邢台
市委、市政府已正式印发邢台市环保垂改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河北其他 10 个设区市环保垂改工作方案已
全部完成备案，并将组织实施。

“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总的来看，河北环保这些改
革举措，不只是机构隶属关系的调整，更是环境监测、
监察、执法等环保基础管理制度的重构，是对环境保护
管理体制的一次根本性改革。”陈国鹰表示，河北将坚
决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量地把改革任务完成好、高效率
地把环境污染治理好，为打造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深度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环境综合执法局揭牌

查处污染大案要案及跨区域纠纷33

44 市级环保干部管理体制调整

实行以省环保厅为主的双重管理

河北省副省长李谦（右）与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
国鹰（左）为第一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揭牌。

张铭贤 王宏亮摄

本报记者史小静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财政部两部委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十三五”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用于指导“十三五”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

此项工作围绕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目标，建立了以生态环境动
态变化为核心，保护结果与保护
过程综合评价为主体的考核评价
方法，突出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
保护所取得的成效，消除由于自然
条件差异而导致的考核结果差别，
将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值作为
转移支付资金奖惩的主要依据。

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由技术指
标和监管指标构成，其中技术指
标用于定量评价县域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体现生态环境保护结果

（效果）；监管指标用于反映地方
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开展的
工作和取得的成效，体现生态环境
保护过程，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自然生态变化详查、人为因素引发
的突发环境事件3个指标。

《通知》明确了 4 方面主要内
容：一是优化调整指标体系。首
先，补齐环境空气质量指标。空
气质量指标由原来的 3 项污染物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
粒物）增加至 6 项污染物（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其次，
完善水环境质量指标。在涉水县
域境内主要河流、湖库布设监测点
位（含断面，下同），同时开展县城在
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第三，新增土壤环境质量指标。根
据现行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
评价方法增加土壤环境质量指标。
第四，调整自然生态指标。在自然
生态指标中增加生态保护红线内
容，将原来的“受保护区域面积比”
指标调整为“生态保护红线等受
保护区域面积所占比例”指标。
第五，调整污染源方面的评价指
标。将“污染源排放达标率”“主
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率”3 个技术指标调整

为监管指标，并将“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作为专项指标进行评价。

二是理顺监测工作模式。在
自然生态监测工作方面，县域林、
草、水域、耕地、建设用地等自然
生态指标数据采用多源多时相卫
星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由国家统
一组织实施。在环境质量监测工
作方面，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全部
为国控点位或省控点位。考核县
域内环境质量监测点位除国控点
位外，全部设为省控点位，由省级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并组
织监测。在污染源监测方面，省
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按照《生
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和《省
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统筹组织实施监测工作。在
现场核查工作方面，现场核查分
为国家核查和省级核查两类。国
家核查以现场抽查为主，由环境
保护部统一组织。省级核查由省
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
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可采取问
题导向核查或专项核查方式，每
年开展重点核查。新增县域核查
由省级组织实施，两年内完成。

三是加强重点区域考核。根
据考核县域生态功能类型、生态
功能重要性实施精准考核，特别
是对祁连山水源涵养功能区等

“两屏三带”区域、福建省等生态文
明试验区的县域要加大考核力度，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加强卫星
巡查、无人机抽查、现场核查等日常
监管工作。对自然保护区等禁止
开发区监管不力、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落实不到位以及主要污染物排
放强度不降反升等情况，直接扣减
转移支付资金，并予以查处。

四是强化结果应用。强化考
核结果在财政转移支付、生态保
护红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保护
绩效评估中的应用。各相关省

（区、市）环境保护、财政主管部门
要高度重视县域生态考核工作，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做好经费保
障，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实施。

相关解读详见今日三版

环保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十三五”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作的通知》

既重保护结果又重保护过程

◆本报记者岳跃国

谈起中央环保督察组，不少人认为很
神秘，一些报道也经常冠以“神秘”字眼做
定语。

从本报记者跟组采访的情况来看，这
中间有误读的成分。至少从第三批中央
环保督察来看，环保督察其实并不像传说
中的那么神秘。

“我们都是普通人，查的一些案件也
都是公众身边的问题，只是要求更严、标
准更高，没有什么神秘的。”中央环保督察
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能公开的都公开，应公开的都
要公开

4 月 27 日 21 时，安徽省委宣传部、省
环保厅相关人员专门来到中央第四环保
督察组驻地，就信息公开具体规范要求进
行沟通协调。

记者注意到，对于信息公开，刚刚启
动的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要求更高、更具
体。在动员会上，7 个督察组都对信息公
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公开载体、内容、
方式、格式、频次等，都有明确规范。

根据督察组要求，安徽协调联络组每
天都会按照要求将信息公开情况报给督
察组。省级电视台、省级党报、省政府网
站报道情况以及地市级相关媒体报道情
况，都在报告之内。

事实上，“一报一台一网”成为边督边改
信息公开标配载体，也是规定动作。“一台”
即电视台，“一报”即党报，“一网”即政府网。

同时，督察组还鼓励被督察地方使用
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网络新媒体方
式公开边督边改情况。

从第三批 7 个被督察省份已有的公
开内容分析，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的
公开内容，主要包括交办信访案件数量、
具体信访案件基本情况、调查核实情况、
处理结果等。

在电视媒体上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信访案件交办和办理情况、取得的成效、
典型案例和群众反映等。

“能公开的都公开，应公开的都要公
开。”据记者了解，督察组安排人员跟踪核
实被督察地方边督边改信息公开情况，对
于公开不及时、不到位的予以督办。

对于督察整改工作，信息公开的要求
同样严格。近期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
室就督察整改情况对外公开作了细化安
排，要求省级电视台“地方新闻”栏目每周
四安排 5~10 分钟，专题报道督察整改。
省级党报和政府网站设立专栏，每周五公
开一次督察整改进展情况。

每一环节都有具体规范，相关
信息逐渐披露

4月 28日，记者通过百度以“中央环保
督察”为关键词查询，结果为 842 万个；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查询，结果为 2210万
个；以“环保督察”查询，结果为1240万个。

如此大的信息量的背后，一方面是公
众对中央环保督察非常关注，另一方面经
过第一、第二批督察，公众关注的环保督
察的工作流程、关注重点都已经或多或少

地逐渐披露出来。
根据公开报道，督察进驻大体分成3个

阶段：省级层面督察、下沉地市督察、梳理分
析归档。3个阶段各有侧重，依次推进。

之前，国家环保督察办相关负责同志
在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了个别谈话环节的
一些具体问题。如，“你认为你省突出的
环境问题主要有哪些？”“你认为你们哪个
地方的环境问题最突出，责任没有到位？”

听取谁来汇报、调阅哪些资料、跟谁
个别谈话、如何走访问询、怎么现场抽查、
下沉督察重点，也都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工
作流程。

随着这些相关信息的相继披露，公众
对环保督察组的工作流程有了越来越多
的了解。而上述很多信息都涉及环保督
察的核心流程。

记者注意到，督察组成员手上拿有厚
厚的一本资料，主要是有关规范性文件和
模板范式，150多页，近 5万字。

记者注意到，各督察组均建立健全了
分工协作机制、沟通联络机制、转送移交
机制、督办反馈机制、工作例会机制、舆论
引导机制。每个督察组都严格按照这些
规范开展工作。

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在督察组内
部，一般分为综合协调组和若干个现场督
察组，两个组有着明确的分工。

综合协调组主要负责对内、对外协
调，负责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组织个别
谈话，组织受理群众来电来信举报，参与
下沉督察；各现场督察组主要承担调阅资
料、走访问询、调查取证和下沉督察任务。

提升公众获得感，关注的都是
公众身边的问题

“您好！这里是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组，请问您有什么情况需要反映？”4 月 27
日 18 时，电话这头的接线员变成了中央
第四环保督察组组长朱之鑫。

朱之鑫接连接了两个电话，认真倾
听，耐心沟通，详细记录，之后要求对重点
问题一定要重点督办，坚决查处到位。

一部热线、一个邮箱，在公众和督察组
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据第四督察组负
责信访工作的工作人员介绍，安徽举报电话
开通仅半天时间，就接到了65个投诉电话。

据介绍，这 65 个举报基本都涉及举
报人身边的环境问题，具体涉及工业园区
废水排放、相关企业废气污染等，另外，针
对小区门口的变电站投诉也比较多。

信访组的很多工作人员基本都参加
过第一、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据他们介
绍，从其他省份的举报情况来看，涉及的
问题也多是公众身边的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看起来很小，却长期困扰
举报人，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事”。解决得
好，才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改善的获得感。

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有的存在了很
长时间，有的地方党委政府也都知道。据
介绍，督察组不仅要推动解决这些问题，
还要分析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深
层次症结所在。

按照督察工作规范，热线和邮政信箱
举报的相关线索，督察组都会认真记录在
案，分批次整理出来转交地方。

根据要求，地方需要在 10 个工作日
之内报送核查和整改情况，对于一些重点
案件，督察组还将重点督办，必要时开展
现场核查。

为了便于公众监督，所有信访举报案
件办理情况都将在被督察省份主要媒体
上公布。

中央环保督察组：我们并不神秘

上接一版

环境保护部要求相关地方进
一步聚焦“散乱污”问题，传导压
力、多措并举，加大排查力度，坚
决不留死角，加快清理整治进度，
尽快清理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并
确保关停取缔到位，切实推动空
气质量改善。

此前的 4 月 28 日，23 个督查
组共检查 278 家企业（单位），发
现 171 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约
占检查总数的 61.5%。存在问题
的企业中，“散乱污”企业违法生
产的 87 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
的 7 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12 个，涉嫌在线监测弄虚作假的
1 个 ，存 在 VOCs 治 理 问 题 的 两
个，燃煤小锅炉未取缔的 1个。

因近期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全面展开，并已进驻天津和
山西两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省
市，根据环境保护部《2017-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督查方案》的统一安排，从
4 月 28 日起，天津、山西两省市的
5个城市暂停相应轮次督查。

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
26 个城市“散乱污”企业清单，环
境保护部通报了较为突出的“散
乱污”企业集群：河北省邢台市经
济开发区火炬街道办事处、东汪
镇、祝村镇、王快镇及南和县贾宋
镇集聚了 1000 余家小板材、板条
加工厂，仅火炬街道办事处和东
汪镇就有近 800 家，大部分企业
没有环保审批手续，也没有环保
治理设施；廊坊市文安县新镇镇，
霸州市东杨庄乡、康仙庄乡及大
城县工业园区、大尚屯镇等集聚
了 300 余家喷涂等金属表面处理
加工厂，大部分企业均未安装环
保治理设施。山东省济南市历城
区唐王镇集聚了近 80 家废塑料
加工点，均无污染治理设施，废水
直接排放，异味刺鼻，地方多次取
缔均死灰复燃；滨州市无棣县集
聚了一大批废塑料加工作坊，分
布于信阳镇、水湾镇和车王镇等
乡镇，以信阳镇最为集中，成为当
地污染的一大顽疾。河南省开封
市祥符区陈留镇和半坡店乡集聚
了近 100 家预制板加工点；濮阳
市范县濮城镇、陈庄镇有 20 余家
土法轮胎炼油小作坊，无任何环
保治理设施，废气直接排放，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染。

环 境 保 护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希望各地方政府积极行动，加
大力度，科学规划，正确引导，彻
底根治“散乱污”企业，防止死灰
复燃，杜绝污染反弹。

第一轮强化督查共发现
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3832家

另据悉，4 月 27 日，28 个督查
组共检查 181 家企业（单位），发
现 116 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约
占检查总数的 64.1%。存在问题
的企业中，“散乱污”企业违法生
产的 55 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
的 11 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15 个 ，存 在 VOCs 治 理 问 题 的 1
个，燃煤小锅炉未取缔的两个。

根据环境保护部《2017-2018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督查方案》的统一安排，本
次强化督查采取“压茬式”轮换，
通过前后轮次各 4 名人员共同工
作一周的方式进行交接，确保督
查 工 作 的 延 续 性 。 截 至 4 月 27
日，环境保护部派出的 28 个督查
组已完成第一轮和第二轮督查人
员的工作交接，第二轮的每组 8
名督查人员已全部到位，正式开
始两周的强化督查。

据统计，截至 4 月 27 日，第一
轮强化督查组共督查了 5713 家
企业（单位），发现 3832 家企业存
在 环 境 问 题 ，占 被 检 查 企 业 的
67.1%。存在问题的企业中，“散
乱污”问题企业 1234 个，超标排
放的 17 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
的 342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
328个，涉嫌自动监测弄虚作假的9
个，存在VOCs治理问题的122个，
防扬尘措施不完善的846个。从第
一轮督查反映的情况看，“散乱污”
企业违法生产、防扬尘措施不完善、
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和治污设施
不正常运行等问题较为突出。

“散乱污”企业由于规模小、
数量多、分布散、工艺差、管理乱、
环保设施不足、污染严重、隐蔽
深、易反弹等特点，向来是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
一，也是本次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
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的重点。

环 境 保 护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希望各地政府高度重视，继续
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集群，并
要求各督查组继续以“散乱污”企
业为工作重点，督促地方做好“散
乱污”企业的清理整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