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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严格评议省政府环保工作

重点评议揭短板 工作测评重实绩

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
工作正处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全
力打好九湖水污染防治和保护
治理攻坚战，要坚持高位推动，
把湖泊水污染防治工作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要坚持规划引
领，强化流域空间管控和资源利

用管理。坚持精准治污，不断提
高湖泊保护治理的科学化和精
准化水平。坚持铁腕治理，真正
把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加大产
业结构调整，践行绿色发展。坚
持全民共治共护，为湖泊保护治
理凝聚强大合力。

云南省政府在会议上提交
审议的《报告》显示，2017 年，全
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采取有效
措施，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全面部署和推进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持续保持优良，水环境质量
趋势向好，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保持稳定，城市声环境质量有
所改善，但土壤环境质量不容
乐观。

此次评议的重点有 3 个方
面：一是 2017 年度全省环境状
况，主要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水
环境质量、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土壤环境状况、城市声环境质
量等情况。二是 2017 年度环境
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三是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
题整改情况及省级环境保护督
察开展情况。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测评
对具体指标及分值作了适当调
整。一是突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大
决策部署的情况，增加了实施
河（湖）长制、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和环境保护投入保
障情况等内容，测评要素由 19

项增加为 22 项。二是突出对落
实中央和省级环保督察整改工
作，水、大气及自然生态环境状
况的测评。环境状况、环境 保
护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落 实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问 题 整 改 工 作 ，分
值比例由去年的 30∶50∶20 调整
为 30∶40∶30，水、大气和自然生
态环境质量权重从 5 分增加到
7分~8分。

测评现场，52 位省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对全省 2017 年度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测评结果
为“良好”。

和段琪说，2017 年度省政
府环境保护工作的各项目标任
务完成较好，环境状况总体向
好。从审议发言、工作评议和
打分测评的结果看，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全省 2017 年度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总体上满意。

和段琪指出，测评结果由
去 年 的“ 合 格 ”到 今 年 的“ 良
好”，客观反映了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工作成效，客观反映了
人民群众的直接感受。本次联
组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希望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以这次工作
评议为契机，认真研究办理审
议意见和评议意见，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
丽省份，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

王显刚在听取评议意见后
表示，各位委员和代表的评议
针对性强，指出的问题客观，提
出的意见建议中肯，把脉开方，
切中要害。会后，省环保厅要
牵 头 认 真 梳 理 评 议 指 出 的 问
题，分解落实整改事项，各级、
各 有 关 部 门 要 切 实 抓 好 问 题
整改。

下一步，省政府及有关部
门将认真吸纳此次评议提出的
意见建议，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统领生态环境保护各
项工作，把空间管控作为根本
性措施，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治理，统筹谋划产业项目，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
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到位，努力推动全省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保
护 好 云 南 的 蓝 天 碧 水 和 青 山
净土。

编者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严格落实新环境保护法规

定，自 2016 年以来，每年都听取审议省政府年度环

境状况报告，并把年度环境状况报告设定为人大监

督的常规内容。2017 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

首创“报告+评议+测评”监督方式，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认同。今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明确要求由省

政府相关领导作省政府年度环境状况报告，并结合

实际对测评具体指标及分值作了适当调整，进一步

增强了监督实效。

云南省空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情况如
何？构筑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云南有何
作为？中央和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取得了哪些成效？……这些事关云南争当全国

生态文明 建 设 排 头 兵 、建 设 中 国 最 美 丽 省 份
大 局 和 民 生 的 问 题 ，不 仅 由 云 南 省 政 府 给 出
了 明 确 答 案 ，还 接 受 了 云 南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的
严格评议。

日前，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 务 副 主 任 和 段
琪主持召开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联 组 会 议 ，听 取 和 审 议 了 副 省 长 王 显 刚 作 的
《关 于 云 南 省 2017 年 度 环 境 状 况 和 环 境 保 护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的 报 告》（以 下 简 称《报 告》），
开展了专项工作评议并进行了现场测评。测
评 结 果 显 示 ，省 政 府 2017 年 度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成绩为“良好”。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高度
重视这次工作评议，制定的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省人
民 政 府 2017 年 度 环 境 状 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开
展工作评议方案》，明确了省
政府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开
展工作评议的重点内容、工
作方法和时间安排，提出了
抓好工作落实的具体要求。
尤其对听取政府年度报告的
汇报人（要求省政府分管领
导作报告）、报告形式、测评
形式、报告时间等，都做出了
细致安排。

为确保工作评议与测评
客观公正，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杨福生率环资工委在昆
明、曲靖和玉溪三市开展实
地调研，做了大量充分细致
的前期工作。省政府及各有
关组成部门、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
根 据 要 求 提 交 了 2017 年 度
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报
告；各州（市）人大常委会提
供 了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2017 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会议期间印发的
相关材料达 10余万字。

这次联组会议由 7 名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1 名
全国人大代表担任重点评议
发言人。他们结合《报告》和
实地调研掌握的情况，围绕
全省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 推 动 长 江 经 济 带 绿 色 发
展、环境保护督察、落实“水
十条”、落实“大气十条”、落
实“土十条”、自然生态保护、
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环境监
管执法 8 个专题，对省政府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认 真 进 行
评议。

进行评议时，重点发言
人都表示对省政府及有关职
能部门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
总体满意，《报告》实事求是，
完全赞同。他们还有理有据
地分析当前存在主要问题和
困难，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尤其在
指 出 存 在 的 问 题 时 毫 不 掩
饰、一针见血。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昭
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绍雄
在评议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工作时认为，必须
正视当前存在的政策和规划
体系滞后、生态敏感脆弱、环
境治理任务繁重、水电开发
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等主要问
题。要扬长避短，整体推进，
从加强顶层设计入手，抓实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工 作 的 具 体
措施。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昆
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拉玛·
兴高在评议打好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工作时说，就全省
来看，主要面临 5 个方面的
挑战：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
峻，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压
力较大；忧患意识树得不牢，
紧迫感危机感不足；统筹协
调力度不大，区域协作还需
加强；工作责任压得不实，执
法力度还需加大；资金保障
不足，基础性研究工作比较
薄弱。

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雪在
评议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
情况时认为，九湖水污染防
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
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依然突
出，水环境保护压力巨大；资
金不足仍然是湖泊保护治理
的最大瓶颈，亟待争取更多的
支持政策和资金；群 众 工 作
压力大，社会维稳工作艰巨。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保
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在
评议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情况
时认为，全省环境监管能力
十分薄弱，主要体现在执法
人员严重不足、环境监管的
设施设备和技术手段需要加
强、各县（区）环境监测设施
设备落后、园区环境监督管
理的问题需要理顺、全省绝
大多数乡镇均无环保机构和
人员等 5个方面。

围绕专题重点评议，一针见血指出问题

现场测评结果“良好”，省政府认真吸纳意见建议

为补短板强弱项建言献策
8位委员代表提出系列可操作性建议

日 前 ，在 云 南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五 次 会 议 召 开 的
联组会议上，担任会议重点发
言 人 的 8 位 委 员 代 表 在 对 省

政 府 2017 年 度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进行专题评议时，不仅客观评
价相关重点工作的成效，还针
对 当 前 全 省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了
补 短 板 强 弱 项 的 系 列 具 体
建议。

◆本报记者蒋朝晖 通讯员张瑞芳朱江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是云南省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的重
中之重。云南省既要构筑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还要打
造长江上游重要经济增长极。
既要充分发挥优势，又要正视短

板和问题。既要从 规 划 引 领 、
红线管控、政策扶持等方面加
强顶层设计，也要抓实大力实
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环境保
护 和 治 理 、加 快 产 业 转 型 升
级、对重点区域予以倾斜扶持
等具体措施。

抓实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
题的整改工作，要真正具有生态
环境保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要坚持问题导向，
切实把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反
馈问题整改到位。省级环保督
察要突出重点，关口前移，变事
后督察为强化事前监管、中间过
程检查。既要认真整改环保督
察和“回头看”反馈的问题，同时
也要自觉主动地整改环保督察

和“回头看”没有指出、没有发现
但确实存在的环境问题。既要
强化上级对下级的督察发现问
题、指出问题，同时也希望能在
资金、技术上和整改方案加大对
基层的支持指导力度，帮助地方
尽快完成整改，实现销号。既要
严肃处理追究问责有关责任人，
同时也建议能进一步完善环保
系统容错、正向激励机制，营造
鼓励干事、勇于担当的氛围。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加强
饮 用 水 安全保障工作的当务之
急，缩小城乡差距是重点。要提
高思想认识，落实主体责任。科

学系统谋划，提升饮用水水质和
水量。依法严格保护，强化有效治
理。城乡统筹推进，加快项目建设。
完善机制体制，加强监测监管。

如何保住优良空气这个“金
字招牌”，需要各级各部门高度
重视。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忧患
意识。加快立法进程，健全法制
体系，加快修订完善《云南省大

气污染防治条例》，省政府要制
订《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实施办法。健全工作机制，实施
联防共治。聚焦治理重点，解决
突出问题。夯实工作基础，加强
科学研究。

加 强 自 然 生 态 保 护 工 作 ，
全 省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要 树 立 强
烈的生态危机意识，处理好生
态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在
发展中解决生态问题，在发展
中 保 护 自 然 生 态 。 在 加 强 保
护的基础上实现绿色、低碳发
展 。 依 托 云 南 丰 富 的 生 物 资

源优势促进绿色发展，把云南
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
山”。进一步强化自然生态修
复，建设好祖国西南生态安全
屏 障 。 进 一 步 加 大 争 取 国 家
层面对云南支持力度，健全完
善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制 度 和 生 态
补偿长效机制。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要
高度重视，高位推进。结合实
际，规划引领。加大投入，注入
活力。健全机制，压实责任。强
化立法，破解难题。应开展州市
级层面的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立

法工作，针对各州市特有的、现
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中没
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地方，出
台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地
方性法规，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难问题。

加强环境监管工作，要强化
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环
境保护责任。加强环境保护监
管能力建设，加大环境监测和监
察执法能力标准化建设力度，加
大环境执法装备的投入，配备调
查取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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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保队伍能

力建设，省里统筹解决好环保机
构编制和人员身份问题，充实基
层环境执法人员。规范设置基
层环境执法机构。在乡镇设置
环保机构，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
员。积极推动强化环保“尽职免
责”的顶层设计。高度重视地热
水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加强对地
热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

◆本报记者蒋朝晖
通讯员朱冬冬李新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昭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绍雄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旗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楚雄彝族自治州
人大常委会主任任锦云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拉玛·兴高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迪友堆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昌碧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保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

——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雪

委员代表说

图解云南2017年环保工作

图为云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联组会议现场。 雷桐苏摄

部分完成5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