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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直面“烤”验 一线“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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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7月25日北京
报道 生态环境部今日向媒体通报各
地 2018 年上半年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执行情
况，并对相关省、市、县进行表扬。

1~6 月，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共下达处罚决定书 72192 份，罚没款
金额为 585030.78 万元。环境行政处
罚力度较大的省份有江苏、广东、河
北、山东四省。

1~6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前
十的地市为：石家庄市、广州市、深圳市、
苏州市、潍坊市、邯郸市、东莞市、佛山
市、成都市、临沂市；1~6月行政处罚金
额排名前十的地市为：深圳市、苏州市、
昆明市、徐州市、无锡市、广州市、南通
市、呼和浩特市、佛山市、泰州市。

1~6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
前十的县（区）为：潍坊寿光市、广州市
白云区、佛山市顺德区、烟台莱州市、
石家庄晋州市、深圳市宝安区、石家庄
市藁城区、苏州市吴江区、邯郸市永年
区、淄博市张店区。1~6 月行政处罚
金额排名前十的县（区）为：昆明市官
渡区、深圳市宝安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上海市奉贤区、佛山市顺德区、上
海市宝山区、上海市崇明区、北京丰台
区、昆明市晋宁县、哈尔滨市宾县。

全国实施五类案件总数为 19303
件 ，比 去 年 同 期（17169 件 ）增 长

12.4%。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420 件，比去
年同期（503 件）减少 16.5%，罚款金额达
70038.82 万元，比去年同期（61060.43 万
元）增 长 14.7%；查 封 、扣 押 案 件 10212
件，比去年同期（7553 件）增长 35.2%；限
产、停产案件 3589 件，比去年同期（3880

件）减少 7.5%；移送行政拘留 3699 起，
比去年同期（3939 件）减少 6.1%；移送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1383 件，比去
年同期（1294 件）增长 6.9%。

配套办法案件数量较多的有江
苏、广东、安徽、浙江、福建、陕西、河南

七省，案件数量上升明显的有重庆、广
西、河北、宁夏、海南五省份。

1~6 月，配套办法案件数量排名前
十的地市为：徐州市、台州市、广州市、无
锡市、吕梁市、苏州市、泰州市、泉州市、
西安市、深圳市。

截至 6 月底，全国所有地市均有适
用《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查处的案件。

1~6 月，配套办法案件数量排名前
十的县（区）为：广州白云区、吕梁市交城
县、深圳市龙华新区、西安市鄠邑区、徐
州市新沂市、常州市武进区、合肥市庐阳
区、福建晋江市、徐州市丰县、阜阳市临
泉县。

截 至 6 月 底 ，全 国 共 有 484 个 县
（区）没 有 适 用《环 境 保 护 法》配 套 办
法案件。

2018年1-6月《环境保护法》配套
办法执行情况区域分布、一般行政处罚
案件数量及罚款额详见今日二版

生态环境部通报上半年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

行政罚没超58亿 五类案件增12.4%
苏粤冀鲁行政处罚力度大；484县无适用配套办法案例

本报记者牛秋鹏7月25日
北京报道“清废行动 2018”交办
的 1308 个问题整改究竟有没有
达到督办要求？根据生态环境部
的通报，1249 个问题达到四项督
办要求（占比 95.5%），其中，111个
部级挂牌督办问题中，达到四项督
办要求的101个（占比91%）。

生态环境部于 7 月上旬组织
开展了“清废行动 2018”核查“回
头看”，抽调全国环保系统精兵强
将，组成 11个核查组，对 1308个问
题整改情况逐一进行现场核实，督
促各地进一步明确“清理、溯源、处
罚、问责”四项工作标准，加大整改
力度，严格落实督办要求。目前，
现场核查工作已经结束。

从各省完成整体情况看，上
海、浙江整改完成比例为 100%，
江苏、安徽、湖北、湖南、云南五省
完成比例均达到 95%以上。

目前，尚有 59 个问题未达到
督办要求，主要原因是部分点位
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固体废物堆

存数量大、整治周期长，或因长江
汛期已至，暂停现场处置等。生态
环境部将紧盯剩余问题整改进展，
压实地方整改责任，对整改工作不
力的，将视情况实施约谈、问责。

生态环境部决定对达到四项
督办要求的 101 个部级挂牌督办
问题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
险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混
合废物、其他等六类问题整改情
况，分6批予以公开，同时要求各省
级环保部门在官方网站、相关地方
人民政府在地市级党报、政府网站
和地市级电视台等媒体公开。

生态环境部鼓励公众对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如发现敷衍
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等情
况，可在公开之日起 7 日内拨打
举报电话：010-12369，或者通过

“12369 环保举报”微信公众号进
行举报。

“清废行动2018”第一批部
级挂牌督办问题整改情况见今日
三版、八版

“清废行动2018”发现的1308个问题整改得怎么样？

95.5%达标 59个问题未达督办要求

本报记者杜宣逸7月25日北京报
道 生态环境部今日向媒体通报今年上
半年（1~6 月）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
况。

通报指出，上半年，2050 个国家考
核断面（1940 个为国家地表水评价断
面，110 个为入海河流断面）全部采用
采测分离模式开展监测，其中，1940 个
国家地表水评价断面中，实际开展监测
的断面 1925 个，其余 15 个断面因断流、
交通阻断等原因未开展监测。

总体来看，1940 个国家地表水评
价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
例为70.0%，劣Ⅴ类断面比例为6.9%。主
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氨氮。

分流域来看，长江、黄河、珠江、松
花江、淮河、海河、辽河、西北诸河、西南
诸河和浙闽片等十大流域Ⅰ～Ⅲ类水
质断面占 73.3%，劣Ⅴ类占 7.2%，主要
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
辽河、黄河、海河和松花江流域氨氮平
均浓度劣于Ⅲ类水质标准；辽河流域总
磷平均浓度劣于Ⅲ类水质标准；海河流
域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劣于Ⅲ类水质

标准。
十大流域中，西北诸河和西南诸河

水质为优，浙闽片河流、珠江和长江流
域水质良好，黄河、淮河、海河和松花江
流域为轻度污染，辽河流域为中度污
染。

监测的 111 个重点湖（库）中，Ⅰ~
Ⅲ 类 水 质 占 65.8% ，劣 Ⅴ 类 水 质 占
7.2%。影响湖（库）水质的主要污染指
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各地进一步对重点湖（库）富营养
化 状 况 进 行 监 测 ，结 果 表 明 ：6 个 湖

（库）呈中度富营养化状态，占 5.6%；23
个 湖（库）呈 轻 度 富 营 养 状 态 ，占
21.5%；其余湖（库）未呈现富营养化。

其中，太湖为轻度污染、轻度富营
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巢湖为轻度
污染、轻度富营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
磷；滇池为轻度污染、轻度富营养，主要
污染指标为总磷和化学需氧量。洱海
水质良好、中营养；丹江口水库水质优、
中营养；白洋淀为轻度污染、轻度富营
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量
和高锰酸盐指数。

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表水质量如何？
七成断面优良，劣Ⅴ类占比 6.9%

本报记者梁雅丽南宁报道 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日前召开全区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分析广西生态文明建设面
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自治区党委书记
鹿心社，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席陈武在会上讲话。自治区政协主席
蓝天立出席会议。

鹿心社指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大
会，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全面系统总结
并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区
上下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让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在 八 桂 大 地 落 地
生根。

鹿心社强调，污染防治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广
西必须补上的突出短板。要加强大气
污染防控，加强工业企业污染综合治
理，强化国土绿化和扬尘管控，调整能

源、运输结构。要加强水污染防治，加
强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城镇和园
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源地保护和江
河湖海水环境治理。要加强土壤污染
治理和固体废物管控，建立广西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分类清单，建立健全全区固
体废物全过程监管体系。要持续开展
农村环境整治，深入推进农村污水垃圾
治理，坚持不懈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实
现村屯“硬化、净化、绿化、亮化、美化”。

陈武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作出部署：要打好蓝天保卫战，
推进工业企业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清洁
能源推广使用，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
专项整治。要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强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
体，强力抓好南流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强化北部湾沿海城市环境综合治
理，扎实推进农村污水整治，切实改善
全区水环境质量。要打好净土保卫战，
加强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推进土壤（重
金属）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治理，加强
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管控。

广西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部署“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7 月以来，一浪热过一浪的高温天
气，给各地环保执法人员带来新的“烤”
验。山东省淄博市环保局临淄分局的
执法人员顶高温、战酷暑，以“零容忍”
的态度、“百分百”的热情，坚持奋战在
环境监管执法的第一线。

炎炎烈日，他们汗流浃背，依然奔
赴于一个个点位之间。

酷暑当头，他们“蒸”战不止，甚至
顾不得寻找一片荫凉之地。

无怨无悔，他们笑对酷热，用汗水

和付出捍卫这一方碧水蓝天。
他们是一支敢打敢拼的环保铁军，

是环保战线上最可爱的人。
据了解，自 6 月份以来，临淄环保

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30余人（次），检查
辖区内企业550余家（次），为了美丽临淄
的天更蓝水更清，他们一直在路上。

本报记者董若义 通讯员耿艳秋
供稿

本报记者牛秋鹏北京报道 近日，生态
环境部通报“清废行动 2018”第一批部级
挂牌督办问题整改情况，生态环境部环境
监察局负责人就整改情况的主要内容、特
点、要求及其工作计划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挂
牌督办问题整改情况主要涉及什么方面？

答：2018 年 7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公
布“清废行动 2018”第一批部级挂牌督办
问题整改情况，涉及 29 个一般工业固废非
法倾倒、堆存问题。其中，湖北省 7 个、贵
州省 4 个、江苏省 4 个、云南省 3 个、上海市
3 个、四川省 2 个、安徽省 2 个、浙江省 1 个、
湖南省 1 个、江西省 1 个、重庆市 1 个。经
现场核实，这些问题已经按照生态环境部
挂牌督办要求完成了整改。

问：这一批问题整改主要有什么特点？
答：通过对这些问题统计分析，不难发

现长江流域一般工业固废非法倾倒、堆存
问题的几个特点：

一是部分问题属于历史欠账，地方政
府和有关部门长期放任固废非法堆存。部
分点位堆存的固体废物时间久远，有的甚
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涉嫌违法的企
业主体早已消失，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未全面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积极予以处置。例如：江苏
省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内堆存的 1 万吨
工业污泥，由 60 余家钢丝绳企业和个人于
2007~2012 年间先后倾倒于此。目前，苏
通科技产业园将污泥组织清运至有资质的
单位妥善处置。

二是部分企业和个人法制意识淡薄，
长时间违规堆存固体废物。例如：上海广
发粉煤灰有限公司于 2008~2010 年从上海
石化电厂购买十余万吨粉煤灰拟加以利
用，该公司业务员租赁永联村地块贮存，但
之后长时间未予以利用。目前，上述粉煤
灰已分别采取生产建材、地基回填、规范贮
存等方式妥善处置。

三是部分工业固废堆场堆存数量巨
大，污染防治设施和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不
到位，存在环境安全隐患。例如：四川省邛
崃市羊安镇工业园内的四川高宇化工有限
公司磷石膏堆场，堆存 230 万吨磷石膏，紧
邻岷江支流。邛崃市政府委托专业机构编
制了磷石膏堆场污染防治应急治理方案，
并完善了环境风险防控设施。

问：生态环境部在挂牌督办通知中提
出了“清理、溯源、处罚、问责”四项督办要

求。这一批问题在整改中如何落实“处罚”
这一项督办要求？

答：清废行动开始后，各级生态环境保
护部门对所涉的环境违法问题依法立案查
处，对 26 家违法企业和 7 名个人，实施高限
处罚，并采取查封扣押、停产整治、移送拘
留等多种手段予以严厉打击。目前，针对
29 个问题累计罚款额达 260 余万元，移送
公安部门实施行政拘留 2 人。例如，针对
湖北省天门市宜佳建材有限公司违规倾
倒、堆存工业固废问题，天门市环保局依法
立案查处，责令企业停产整治并处以 35 万
元罚款。针对湖北潜江远达化工有限公司
违规倾倒、堆存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潜
江市环保局依法对潜江远达化工有限公司
实施查封，罚款 10 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 1人。

问：生态环境部在挂牌督办通知中提
出了“清理、溯源、处罚、问责”四项督办要
求。这一批问题在整改中如何将“问责”要
求落到实处，如何压实地方政府责任？

答：生态环境部在挂牌督办通知中提
出了“清理、溯源、处罚、问责”四项督办要
求，在此轮核查“回头看”中，为充分传导工
作压力，也将“问责”作为督促地方政府切
实做到履职尽责、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地方
工作开展的重要抓手。各地均结合实际，
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在 29 个问题整改中，
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 80 余名责任人
员严肃问责。

一是政府主体责任贯彻更彻底。通过
问责的情况看，超过 2/3 的问题问责了属
地政府的相关人员，更进一步压实了政府
主体责任。

二是问责范围覆盖更全面。除党委政
府相关人员被问责外，住建、交通、国土、工
信、水务、环保等有关部门均有人员被问责。

三是问责人员更精准。各地在启动问
责程序时，对有关责任人调查得更清楚，确
定问责人员更精准，有的已经离开工作岗
位的人员，同样被问责，更深入贯彻了“终
身问责制”的原则。

生态环境部通过现场督查和核查，推
动各地对挂牌督办问题妥善处置、查清来
源、严厉处罚、严肃问责，充分体现了生态
环境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心，
有效促进了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增强各级领导干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
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对推动生
态环境领域树立最严密法治观，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充分体现攻坚决心 有效增强责任意识
——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负责人就“清废行动 2018”

第一批部级挂牌督办问题整改情况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文雯

“一定要把压力传导下去，提
高地方的认识和政治站位。”生态
环境部环境监察局相关负责人
在 不 久 前 举 行 的“ 清 废 行 动
2018”核查“回头看”组长培训班
上强调。

从 7 月 2 日开始，生态环境部
对此前“清废行动 2018”现场督查
发现的1308个问题进行“回头看”，
确保每一个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

2018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启
动“清废行动 2018”，通过现场核
实、沿江巡查、拓展排查等手段，
共 摸 排 长 江 经 济 带 11 省（市）
2796 个固体废物堆存点，发现各
类问题 1308 个。

从堆存的物质看，涉及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堆存的问题较
多，共 848 个，占比 64.8%；涉及一
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的问题数
量分别为 253 个和 58 个，分别占
比 19.3% 和 4.4% ；此 外 ，还 有 砂
石、渣土等其他物质沿江堆放等
问题 149个，占比 11.4%。

此次“回头看”核查，核查组
对照问题清单（督办函），查阅问
题确认单、固体废物清理前后对
比照片、立案查处文书、问责材
料、信息公开情况等相关文件、记
录和资料。按照“清理、溯源、处

罚、问责”四项督办要求，逐一现
场核实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不同于现场督查阶段以发
现问题为目标的工作模式，这次
核查‘回头看’要盯紧整改过程中
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
强化严督严查，切实传导压力，保
持高压态势，督促地方全面落实
整改。”这位负责人强调。

“在落实督办要求过程中，部
分地方对存在的问题认识不深，
整改力度不足，启动行政处罚和
问责程序的比例较低，距督办要
求还有较大差距。”这位负责人表
示，此次核查不仅要确保督查发
现的问题是否得到落实，还要确
保督办的四项要求得到落实。

此次“回头看”还重点审核了
各地是否依法对发现的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调查和处罚，未立案
调查、处罚或立案后未处罚的理
由是否正当、充分，各地对反馈的
问题是否依法依规进行问责。对
未按督办要求落实整改的问题，
督促地方提高认识，严格按照四
项督办要求，加快整改进度。

核 查 组 还 重 点 关 注 了 各 省
（市）按挂牌督办通知要求，“举一
反三”全面排查固体废物非法倾
倒和堆存情况进行现场督导，检
查方案制定情况、工作开展情况、
整改落实情况等。

盯紧整改不作为慢作为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近日，国
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
控围填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重点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政
策要求：

一是严控新增围填海造地。完善
围填海总量管控，严格审批程序。取消
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除国家重大
战略项目涉及围填海的按程序报批外，
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二是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自然资源部要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有关部门在 2018年底前完成全国围填
海现状调查，查明违法违规围填海和围而
未填情况。沿海各省（区、市）要结合围填
海专项督察情况，确定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清单，2019年底前制定好处理方案。

三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确保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不减少、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
降低、海岛现有砂质岸线长度不缩短。
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将亟须保护的重要
滨海湿地和重要物种栖息地纳入保护
范围。积极推进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逐

步修复已经破坏的滨海湿地。
四是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和围填海

管控长效机制。对全国湿地逐地块调
查，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滨海
湿地及自然岸线的动态变化。严格用
途管制，将滨海湿地保护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加强围填海监督检查，把加快处
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纳入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督察重点事项，加大督
察问责力度，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
2018 年下半年启动围填海专项督察“回
头看”，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国务院要求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