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沙钢集团百万吨钢渣弃置江边
当地党委政府以罚代管，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本报记者步雪琳

苏州张家港市沙钢集团是一家大
型民营企业集团，为当地经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交办的烟尘污染问题却重视不够，敷
衍整改，一犯再犯，而且将长期累积的
百万吨钢渣等工业固废随意堆放在长
江岸边，污染周边土壤和水体，威胁长
江水生态环境安全。

烟尘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
进驻期间，督察组接到群众举报，反映
沙钢集团烟尘污染问题，随即转交地
方查处。

经 调 查 ，沙 钢 集 团 2016 年 7 月
30 日燃气锅炉废气存在超标排放行
为 ，张 家 港 市 环 保 局 发 出 行 政 处 罚
告知书（张环告字〔2016〕172 号），处
罚 10 万 元 ，并 对 其 部 分 转 炉 车 间 除
尘 、料 场 防 尘 不 到 位 等 问 题 责 令 限
期 整 改 ，要 求 2016 年 底 前 完 成 整 改
任务。

然而，对于督察组交办的问题，沙
钢 集 团 没 有 引 起 重 视 ，没 有 举 一 反
三。这次督察“回头看”时，督察人员
再次发现企业部分生产环节烟尘污染
问题突出。

2018 年 6 月 14 日，督察人员在沙
钢集团现场调阅#5 和#6 焦炉地面除
尘站风机电流监控数据，发现一个时
段内，两台焦炉出焦 11 次，但除尘风
机 电 流 仅 有 1 次 由 低 速 转 为 高 速 运
行，也就是说，出焦 11 次，除尘风机仅
正常运行一次，除尘设施明显不正常
运行，烟尘直排问题突出。

督察人员现场看到，9#炼铁高炉
出铁时烟尘无组织排放明显。#5 焦
炉出焦时，肉眼可见明显淡黑色烟尘
四下溢出；站在距离焦炉 20 米远的地
方，能闻到浓重的焦炭气味。

经查实，沙钢集团焦化车间未按
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安装出焦除尘和焦
炉烟囱在线监控装置；4 号、6 号料场
贮存的铁矿粉和焦炭露天堆放，未采
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调阅资料显示，沙钢集团是一家
上市公司，2017 年钢铁产量超过 3000
万吨，年销售额超过 2000 亿元，但没
能更好地承担起应负的生态环保责

任。对于这家大型企业，苏州市及
张家港市主要采取“以罚代管”，在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结束后，没有
督促企业彻底整改，以至于其烟尘
排放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钢渣违规堆放，距长江水
线仅800米

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
察期间，群众举报沙钢集团存在化
工污泥直接堆填垃圾填埋场的问
题，督察组随即转办地方查处。

经核实，垃圾填埋场位于张家
港市乐余镇齐心村五干河东侧，原
用 于 填 埋 乐 余 镇 生 活 垃 圾 ，已 于
2010 年 覆 土 封 场 。 但 这 次“ 回 头
看”检查发现，垃圾填埋场填埋大量
生活垃圾和工业固废，没有任何防
渗 措 施 ，现 场 开 挖 时 散 发 阵 阵 恶
臭。但沙钢集团又在此地违规堆放
大量钢渣，钢渣与生活垃圾等混杂
一块，现场不堪入目。

直到这次“回头看”前夕，当地
政府才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填埋场周
围土壤及地下水进行监测，发现局
部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污染。

此次督察“回头看”期间，群众
再次举报反映沙钢集团大量钢渣违

规堆放长江岸边的问题。根据群众举
报，督察人员调 查 发 现 ，沙 钢 集 团 和
永 钢 集 团 长 期 在 长 江 岸 边 堆 放 钢
渣 ，目 前 堆 放 总 量 已 高 达 230 万 吨 ，
距 长 江 水 线 仅 有 800 米 左 右 ，直 接
威 胁 长 江 水 环 境 安 全 ，2015 年就曾
发生碱性雨水外排污染问题，生态环
境风险突出。

经测算，沙钢集团钢渣堆场占地
约 2025 亩，其中租用齐心村的 156 亩
土地擅自改变 用 地 性 质 。 督 察 人 员
现 场 看 到 ，几 十 座 高 达 十 几 米 的 钢
渣 山 首 尾 相 连 ，触 目 惊 心 。 沙 钢 集
团 2016 年 因 钢 渣 露 天 堆 放、未采取

“三防”措施，被有关部门处罚后，才建
设雨水收集池，附近多个自然形成的
水塘，因钢渣堆场废水流入后，水质已
被污染。

沙钢集团大量钢渣在距离长江如
此之近的地方长期存放，缺乏必要的
污染防治设施，既暴露出沙钢集团环
境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反映
出当地党委政府生态环境监管薄弱，
以罚代管，一罚了之，致使问题长期得
不到解决。

针对沙钢集团环境污染问题及当
地党委政府生态环保不作为、慢作为
情况，督察组还将进一步调查，并依法
依规进行处理。

图为长江岸边钢渣堆积如山。 本报记者步雪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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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河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近日听取审议了河北省政府关
于全省 2017 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的报告。报告称，2017
年河北严格督察问责，全省因环保履职
不力问责 2964 人。

河北省副省长李谦代表省政府作报
告并指出，2017 年，全省实现了省对市
环境保护督察全覆盖，省委将大气污染
防治列入大督查范围，出台空气质量通
报排名和奖惩问责办法，每月排名，奖前
三名罚后三名，对空气质量恶化的通报
批评、约谈问责。2017 年，河北省政府

会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对空气质
量恶化的邯郸市、磁县、武安市等六地进
行了公开约谈曝光，并对 1 名县长、4 名
副县长予以免职处理。

报告提出，在这样的努力下，2017
年，河北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超额完
成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任
务，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水污染防治考
核成绩实现了晋位提档，生态环境稳步
改善，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3%，同比提
高 1个百分点。

下一步，河北将严格责任落实，组织
开展新一轮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对履职
不力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严肃追责
问责。

河北问责环保履职不力近三千人
将启动新一轮省级环保督察

甘肃省副省长督导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时强调

全面落实“划、立、治”重点任务
本报记者白刘黎兰州报道 甘肃省

副省长李斌日前赴兰州市红古区窑街和
海石湾，实地督导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
护工作，检查两地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进展情况。
围绕水源地环境整治“划、立、治”三

大重点任务，李斌要求，要提高站位、转
变作风，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整改任务全面落实到位；要加强部

门协同配合，进一步健全完善水源地环
境监管和流动源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切
实降低环境风险，确保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环境长治久安；要健全完善区域联动
机制，提高跨省界水源环境保护水平；要
落实跟踪督导机制，举一反三，查找问
题，督促整改，严防问题反弹。

李斌强调，确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环境安全，既是关系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
会问题。全省上下要加大环境保护执法
力度，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确保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

◆本报记者孙浩

“垃圾场附近‘臭气熏人’，夏天根本不能开
窗户，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这是住在河南
省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附近的群众打来的举
报电话。守护好群众身边的居住环境是每一个
人的责任，然而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并不那么容
易。

“如此恶劣的环境，怎么可能让群众
安居满意？”

6 月 26 日，督察组一行乘中巴车冒着大雨前
往郑州市侯寨乡，这里是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
的所在地。厂区内的地面被雨水冲刷得厉害，绿
化带也仿佛重生似的焕发着新绿。督察组人员
的不期而至，似乎并没有出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
的预料。

“好像老天都在帮忙，下过雨之后，垃圾厂的
臭味都减轻了。”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生
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打趣地说。

但靠天气帮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果然，行
走不过百米，一股恶臭突然扑面而来。

“有臭味儿，这周边肯定有‘料’。”一名老督
察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的线索。两个黑乎乎的
池子立刻引起了督察组的警惕。

“太危险了，这里的渗滤液池已经满负荷，雨
下得再大些，渗滤液极有可能外溢出来。”赵英民
严肃地说。

督察人员告诉记者，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已
经发生，在前期暗查时，部分渗滤液已经排出外
环境，具有极大的环境隐患。

尽管有雨水的帮忙，空气中的气味仍然令人
作呕。呈现在记者眼前的两个垃圾渗滤液收集
池已经注满，这些渗滤液按规定必须经过处理才
能排放出去。

“目前渗滤液池确实已经满负荷了，新建的
垃圾焚烧项目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郑州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坦言道，现在，只是采取临时措施，
避免渗滤液外溢。

督察人员告诉记者，这家填埋场设计日处理
能力 2500 吨，实际日处理 5000 吨左右。日产生
渗滤液近 1500 吨，实际每天仅能处理 900 吨，加
之雨水侵入，导致渗滤液大量积存。

不仅如此，在垃圾填埋区，督察人员发现，雨
水滴落在垃圾山上，发出“哒哒哒”的响声。大量
的垃圾直接裸露地堆放在空地上，没有采取覆盖
等措施，泥泞不堪，有的已被黑泥覆盖，周边作业
环境极其恶劣。

“每逢刮风，村子上空飘的都是塑料袋，苍蝇
多得赶都赶不走，而且臭气熏天。”一位正在做饭
的老伯无奈地说道。记者注意到，院内的桌子上
密密麻麻落着大量苍蝇。

这里距离垃圾处理厂不足 50 米，由于垃圾
综合处理厂的渗滤液不断积累，已经成了蚊虫滋
生的“温床”，导致苍蝇乱飞。因恶臭污染问题，
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在此次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期间，被居民重复举报多达 80次。

“你们没有任何除臭设施，仅靠一些临时的
补救方法，难怪让群众举报近百次，这样的管理，

这么恶劣的环境，怎么可能让群众满意？”赵英民
严肃地对当地政府官员说。

“这些塑料大棚和建筑，应该存在吗？”

尖岗水库位于淮河流域贾鲁河干流上游郑
州市二七区尖岗村，是一座以防洪、城市应急供
水为主要功能的中型水库。然而，如此重要的水
源地保护区内还存在非法建筑、工业企业、生活
面源污染等问题，且存在种植和养殖现象。

“会议中心我们已经整改完毕了，现在草都
冒出半人高了，可以带你们去看看。”政府相关人
员的脸上带着笑容。原来，2016 年第一轮中央
环保督察时发现，在尖岗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二级
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审批会议中心，现场督察时，
部分工程地基已完成浇筑。

雨下得更大了。督察组一行下车后，放眼望
去，眼前是一大片杂乱的土地。按照规划，这里
就是会议中心所在地，如当地官员所说，这里已
经按要求对违建进行了拆除，完成了生态恢复。

“请带我们到这两个建筑物看看。”赵英民拿
起一份资料告诉当地政府官员。这让当地政府
工作人员犯了难，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纷纷拿
起手机拨起了电话。

事实上，这一会议中心的情况已被先前暗查
的督察组工作人员掌握。但督察人员在暗查时
发现，尖岗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内，还有其他大
量的拆除物、建筑垃圾未清理以及种植养殖情况
存在。

“这图片上的地方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知
道，既然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带你们去找违建
吧。”赵英民说道。

通往真相的路坑坑洼洼，雨水让凹凸不平的
山路更加难走。车里的气氛有些压抑，时不时还
能听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拨打的“求救电话”，还
有一些人干脆把视线投向窗外。

车停，雨止，赵英民带领几名督察人员走在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身前带路。山间小路绿色
满目，空气中的青草味让人心旷神怡。穿过几片
树林，茂密的绿色植物再也遮挡不住凭空而起的
塑料大棚，当地工作人员一下子慌了神。

“你们看，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是一级水源
保护区内，这些种植养殖用的塑料大棚和建筑，
应该存在吗？”赵英民把问题抛给了当地官员。

“这些企业我们已经在整改当中，里面都已
经清空了。”政府工作人员抢答道。

然而，塑料大棚院内的摩托车、在大棚内作
业的企业主再一次让政府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部分官员甚至抢在企业人员之前回答督察组问
题，显得小心翼翼。

督察人员说，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明确指
出问题两年后，只有被点名的违规建筑被拆除，
未被点名的企业还堂而皇之地存在，“举一反三”
极不到位，能发现这样的问题，令人深省。

面对大量事实，政府负责人坦言，目前一级
保护区内还有 300 多户拆迁不到位，主要为外来
从业者和本地村民，主要建筑物为村民住宅。下
一步，将以高压态势持续开展违法企业清理取缔
和整改工作。督察人员表示，将继续盯住问题进
一步核查情况，对相关环境违法问题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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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垃圾处
理厂满负荷渗滤
液池。
本报记者孙浩摄

本报讯 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于
2018 年 6 月 7 日 进 驻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
开展“回头看”。6 月 13 日，督察组下
沉南宁市对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开展督
察。督察发现，南宁市黑臭水体整治
不严不实，表面整改，水体黑臭污染反
弹问题十分严重。

“表面整改”“敷衍整改”问
题突出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指出：南宁市 18 条城市内河，
有 16 条 46 段黑臭水体，占全区黑臭河
段总数的 68%。为此，广西壮族自治
区整改方案明确：南宁市应于 2017 年
底基本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广西壮
族自治区对外公开的督察整改完成情
况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南宁市建成
区的 38 段黑臭水体全面完成整治任
务，并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予以备案
销号。

但督察发现，南宁市在黑臭水体
整治中不严不实，“表面整改”“敷衍整
改”问题突出，治理城市水体黑臭不是
在建设管网、截污减排上下功夫，而是
做表面文章，应付过关，导致在 2017
年底完成整改销号后，全市黑臭水体
又出现大范围污染反弹现象。

38 段水体中有 28段为黑
臭，污染反弹问题令人震惊

2018 年以来，南宁市对 38 段黑臭
水体开展的 9 次水质监测，结果显示，
仅有二坑溪 1 段水体连续稳定消除黑
臭，其他 37 段水体在不同时期均出现
过不同程度黑臭情况。2018 年 5 月监
测结果显示，38 段水体中有 28 段为黑
臭，其中 4 段重度黑臭，24 段轻度黑
臭，污染反弹问题令人震惊。

一是截污工程严重滞后。广西
壮族自治区中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反
馈 意 见 整 改 方 案 明 确 ，南 宁 市 应
于 2017 年 6 月 底 前 全 面 完 成 建 成
区生活污水直排口整治。但督察
发现，截至 2018 年 6 月初，全市仍
有 70 个生活污水直排口未整治到
位，外排污水量近 40 万吨/日，其中
40 个直排口尚处于制定整改方案
阶段。

二是污水溢流现象普遍。调阅
资料显示，南宁市已经完成直排口
整治 492 个，其中全截污 150 个，半
截污 342 个。督察发现，采用半截
污的直排口，污水溢流现象较为普
遍，污水直排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如那平江河段 5 个直排口均采
用半截污方式，其中 4 个直排口存
在溢流问题，现场估测，每个直排口
溢 流 量 均 在 1000 吨/日 ~2000 吨/
日。亭子冲河段扫把岭 3 号直排口
的截污坝，由沙袋简易堆积而成，污
水排放量约 5000 吨/日，但其配套
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每天仅能处
理 1000 吨左右。

三是治理设施疏于管理。为确
保 2017 年底达到不黑不臭标准，南
宁市在黑臭水体整治中采取加设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添加生物药剂、
河道曝气增氧等临时性应急措施。
但在 2017 年底通过第三方评估后，
南宁市对已采取的应急治污措施疏
于管理，督察组随机抽查 3 处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施，其运行均不正常，
其中亭子冲扫把岭物化站一体化设
备的出水呈灰黑色，COD 浓度达到
280mg/L，氨 氮 浓 度 33.4mg/L。 抽
查那平江东方广场附近污水直排口
发现，生活污水直接排入简易人工
湿地，而人工湿地植物几近死亡，区
域内污水横流。

四是考核督办形同虚设。根据

南宁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效果巩固
提升及整改工作方案，2018 年 3 月 25
日前需完成那平江东方广场直排口整
治和亭子冲人工湿地建设等整改任
务，但由于考核督办不到位，导致大部
分整改工作停留于纸面，两项工作均
未实质开展。另外，按合同约定，南宁
市应根据水质监测达标率等情况，对
负责治理的项目公司开展绩效考核，
但截至督察时，不仅尚未制定考核办
法，甚至水质监测工作也于 2018 年 5
月中断。

南宁市对整改落实认识不
足，重视不够

督察认为，南宁市对《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明确的任务和中央环境保
护 督 察 整 改 落 实 认 识 不 足 ，重 视 不
够。在 2017 年底通过整改销号后，全
市黑臭水体即出现大范围污染反弹现
象，是典型的“表面整改”。

2017 年以来，南宁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针对黑臭水体整治问题多次
进行批示，多次调研督办。但南宁市
在黑臭水体整治方面盲目乐观，研究
部署多，具体落实少；督办发文多，现
场推动少，工作流于形式。同时，全市
在黑臭水体整治中“应付过关”思想严
重，为消除黑臭“走捷径”，通过采取临
时性应急措施应付评估考核；通过评
估考核后则疏于管理，不闻不问，导致
水体黑臭反弹严重。

另外，南宁市在黑臭水体治理过
程中，岸上岸下统筹不够，整治工作职
责不清，部分黑臭河段上下游治理工
作分包给不同项目公司，各自为政，整
改效果大打折扣。

督察组还将根据“回头看”有关要
求，进一步核实情况，查清问题，依法
依规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杜察文

整治工作不严不实，做表面文章应付过关

南宁水体黑臭污染反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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