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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想认识仍不到位

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
托，大力推动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以来，自治区不断强化组
织部署，党政主要领导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批示
130 余次；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方案，建立
整改清单，实施台账管理。大力推进呼伦湖、乌梁素海、
岱海等“一湖两海”治理，实施“引河济湖”及“河湖联通”
工程，使呼伦湖年入湖水量增加到 11 亿立方米，水位和
水域面积分别达到 543.1 米和 2041 平方公里；实施乌梁
素海网格水道工程，开展生态补水，湖区水位有所升高，
水质由 2015 年劣Ⅴ类提升至Ⅴ类；围绕岱海生态治理工
作，2016~2017 年完成农业退灌还水 12万亩，节水改造3万
亩，建设围网围栏40公里。强化大青山生态治理修复，取得
显著生态效果。通辽市霍林河地区3家电解铝企业新建9套
烟气净化系统，电解烟气排放浓度大幅降低。完成重点行业
除尘改造项目130个，实现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4684 万
千瓦；新建及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 65座。

自治区高度重视构筑我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明确
将 7%的国土面积划定为禁止建设区，并大幅增加需要纳
入红线保护的面积，做到应划尽划、应保尽保。落实草原
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划定基本草原 8.84 亿亩，实施禁牧
4.05 亿亩、草畜平衡 6.15 亿亩；深入实施京津风沙源治
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2016 年以
来累计完成造林 3511 万亩，2017 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21.03%；积极落实去产能工作，2016 年以来累计退出煤
矿 35 处、产能 1410 万吨；取缔“地条钢”243 万吨，化解钢
铁过剩产能 346万吨。

自治区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作，边督边改，立行
立改，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督察组交办的 2574件生态环境问题已基
本办结。责令整改 1672家；立案处罚 336家，罚款 3791万
元；立案侦查99件，拘留22人；约谈 223人，问责 583人。

部分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仍有差距，
重发展、轻保护的观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作为“一湖两海”整改牵头单位，不仅统筹推进和协调各有
关部门不够，在治理规划编制审核上敷衍应对；而且在工程项
目管理上流于形式，得过且过。通辽市霍林河地区违反国家
化解产能政策大规模集中发展电解铝产业，导致第一轮督察
指出的违规产能中仍有 50 余万吨电解铝产能在未落实置换
指标的情况下，违规建成或在建。

自治区水利厅作为地下水压采工作牵头部门，对盟市整
改方案审核不严，对超采行为查处不力，对企业违规取用地下
水问题不敢动真碰硬。督察发现，包头市昆都仑区超采区实
现地下水压采量 152 万立方米，东河区超采区实现压采量 94
万立方米，分别仅占压采目标的 48.4%和 43.9%；赤峰、鄂尔多
斯、锡林郭勒等盟市地下水压采工作均不到位；乌海市乌海热
电厂、海勃湾发电厂（三期）、巴彦淖尔市特米尔热电公司等多
家企业仍在违规大量取用地下水。

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抓得不紧、工作
不力，遇到困难就停下。整改方案要求 2017 年实施的大唐托
电热源入呼工程至督察时尚未启动，全市大量供热企业均不
同程度存在超标排放问题，部分燃煤小锅炉未按要求淘汰到
位即擅自销号。2017 年，全市空气质量指数继续不降反升，
优良天数同比减少 28天。

在推进督察整改时，一些地方和部门自觉性、主动性不
够，推进整改大多以调度为主，对上报情况核实不够，对任务
进展缓慢的地区缺少督导考核。自治区农牧业厅作为草原主
管部门，对违规征占用草原问题底数不清，自治区先后两次下
文要求各盟市对违法征占用草原情况进行摸底调查，但由于
抽查核实不够，导致瞒报漏报问题突出、数据严重失实、整改
进展迟缓。

自治区国土资源部门对矿山破坏草原问题既没有严格执
行草原预审制度，也未有效组织生态恢复，虽然于 2014 年下
发文件要求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时需提交草原主管部门预审意
见，但文件出台后，仍违规审批侵占草原用地 246 件，涉及草
原面积 4.51 万亩。国电投资集团霍林河露天煤矿 2013 年以
来陆续侵占破坏大面积草原，基本没有开展治理恢复工作，但
当地国土资源部门 6年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罚。

自治区质监和工商等部门未对劣质煤进入煤炭市场进行

有效监管，督察整改方案要求，质监、工商部门承担煤炭市场
监管和禁销劣质煤工作，但质监部门仅在呼和浩特市等区域
进行过煤质风险监测，工商部门从未开展相关工作。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在“回头看”进驻前才突击制
订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补偿指导意见和自然保护区退出工
矿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 案 ，严 重 影 响 自 然 保 护 区
工矿企业清退和恢复治理工作进度。兴安盟、呼伦贝尔、
鄂尔多斯等盟市多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不到
位 ，兴 安 盟 突 泉 清 源 污 水 处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负 荷 率 仅 为
15%左右；呼伦贝尔根河市污水处理厂负荷率仅为 24％左
右；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召镇污水处理厂负荷率也仅
为 15%左右。

呼伦贝尔市党委、政府在组织实施呼伦湖综合治理规划
时随意调整，应于 2017 年底完成的 20 个治理工程项目，2 个
被调出；剩下 18 个项目中，16 个大幅调整，调整变更率达到
90%。巴彦淖尔市党委、政府对乌梁素海治理保护力度不够，
纳入综合治理规划的 96 个项目，只实施 37 项，且仅有 19 项完
成；要求 2016 年底完成的 31 个项目，仅 8 项完成。乌兰察布
市党委、政府对岱海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不坚定，好干的干着、
不好干的拖着；项目之间统筹协调不力，直接影响了治理效
果，涉及恢复岱海水质的 4个项目，仅 1项按时完成。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部门对燃煤小锅炉
淘汰认识不到位，未按整改方案要求将违规新建的小锅炉纳
入淘汰范围，全区 5 个盟市建成区仍有 127 台 10 蒸吨/小时及
以下燃煤小锅炉未淘汰到位。

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作为工业园区渣场建设的责
任部门，只调度、不督办，全区 64 个区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中，
有 25 个应建渣场尚未建成，且有 23 个还处于前期阶段。包头
市共有 9 个工业园区，其中 8 个都有大量工业废渣产生，但整
改方案只计划对 5 个园区建设固体废物处置场，其他工业园
区以企业自建固废处置场代替。督察发现，全市违规倾倒工
业废渣问题突出，该市 G6 高速公路以南 9 个沙坑内随处可见
工业废渣，数量巨大。

乌兰察布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及有关县区政府长期不作
为、不监管，以致兴和县兴旺角工业园区、丰镇市氟化学工业
园区等多个园区渣场建设滞后，企业随意堆放或倾倒工业废
渣。赤峰市未按自治区整改方案要求单独制订有色金属冶炼
废渣、含砷废渣综合利用和处置方案，对部分企业冶炼废渣等
危险废物管理不到位。赤峰山金银铅有限公司、云铜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危废管理、贮存问题突出。

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县凯帝森木器加工厂虚假整改，当地
政府在 2016 年时就对该企业实施查封，并向社会公示已关停
取缔。但实际是“真掩盖、假整改”，企业一直在非法生产，直
至“回头看”进驻前一周，才又被贴上“封条”。

督察指出，自治区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虽然取
得重要进展，但在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时态度仍不够坚决，一
些重要任务没有整改到位，有的地区和部门甚至存在敷衍整
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的问题。

专项督察指出，自治区草原生态系统仍然脆弱，2016
年全区草原资源资产分布调查报告显示，锡林郭勒、鄂尔
多斯、呼伦贝尔等 7个盟市草原面积表现为减少趋势。

矿山开采破坏草原严重。通辽市及霍林郭勒市党
委、政府对严重破坏草原行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霍林河
露天煤矿南、北矿 2013 年至今合计违法占用草原 5436
亩，占用、损毁土地面积达 1.4 万亩，但仅投入复垦资金
419万元，复垦面积仅 1483 亩。

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公司所属碱矿违规侵占草原
11667 亩，矿区管理混乱，现场一片狼藉，大量碱土无序
堆放，未按要求进行覆土种草和地下水监测。该公司还
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变更部分生产工艺，利用原有采矿坑
建设水溶复采系统，未采取防渗措施。对于该公司问题，
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部门监管失职，在仅完成部分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情况下，就分别于 2014 年 7 月和
2016 年 4月对企业地质环境治理工作予以验收。

旅游无序开发侵占草原。督察发现，自治区共有 71家
占用草原的 A级以上旅游景区，其中 57家未办理征占用草
原手续，涉及草原 24.7万亩。呼伦贝尔市 51家 A级以上景
区中有18个景区占用草原，仅有3个办理草原使用手续。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政府在 2016~2017年间连续在乌兰布统自
然保护区内引进24个草原旅游项目，占用草原573亩。

过度放牧未得到有效遏制。自治区农牧业部门对草
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等草原生态保护政策执行不力，过度
放牧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通辽、赤峰、鄂尔多斯和巴
彦淖尔等盟市部分区域超载问题较为突出。督察还发现，
2016年以来，满洲里市和扎赉诺尔区甚至未按要求发放草
原生态补奖资金，导致部分草原过度放牧现象严重。

自治区党委、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
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 治 责 任 ，深 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党 政
同责和一岗双责。要切实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切 实 抓 好 呼 伦 湖 、乌 梁 素 海 、岱 海 等 重 点 湖 泊 综 合 治
理；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占破坏草原行
为；执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遏制地下水超采。要以
推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不断构筑祖国北疆
万里绿色长城。要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对于落实责
任不力的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
任，并按有关规定严肃、精准、有效问责。

督察强调，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根据督察反馈意见，
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
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自治区党委、政府处理。

本报记者刘蔚10月17日报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8 年 6 月 6
日至 7 月 6 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
组）对内蒙古自治区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开展“回头看”，针对草原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安排专项督
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向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反馈。反馈
会由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中央第二环保督察
组组长吴新雄通报督察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
纪恒作表态发言，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翟青，督察
组有关人员，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了会议。

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
自治区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态度仍不够坚决，一些重要任务未整改到位，有的地区和部门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虚假整改问题

整改敷衍了事 决策“拍脑袋”

乌兰察布工业废渣随意倾倒问题突出
内
蒙
古
矿
山
占
用
草
原
生
态
治
理
及
验
收
工
作
不
严
不
实

未
完
成
恢
复
治
理
即
通
过
验
收

典型案例

本报讯 内蒙古自治区矿
山开采对草原破坏现象仍然比
较突出，矿山生态治理验收工
作不严不实，存在敷衍整改等
问题。

■把关不严：
□未完成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即通过验收

2016 年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反馈意见指出，内蒙古自治
区多年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粗
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开一处矿山、毁一片草原、损
一方生态”现象突出。

自治区整改方案要求，到
2018 年 新 增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治
理面积 150 平方公里，到 2020
年新增矿山环境治理面积 300
平方公里，生产矿山的分期治
理到期验收率达到 100%，实现

“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
根据整改方案，自治区国

土资源厅负责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方案，统筹协调推
进全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作；各盟市党委、政府制订分
期治理计划并组织实施。

督 察 发 现 ，锡 林 郭 勒 、赤
峰、呼伦贝尔等盟市均存在矿
山 分 期 治 理 验 收 工 作 不 严 不
实、敷衍整改等情况。

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局验收
把关不严，未完成治理的企业矿
区通过验收。督察发现，在锡林
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责任公司矿
区内大量碱土无序堆放，未按照
要求进行覆土种草。刮风时碱土
扬尘影响周边草原生长。据调
查，该企业碱矿违规侵占破坏草
原面积 11667 亩，在仅完成矿山
地质环境分期治理部分工程的情
况 下 ，却 分 别 于 2014 年 7 月 和
2016 年 4 月通过了盟国土资源局
组织的验收。在苏尼特右旗世荣
基建石料开采有限责任公司和乌
日根塔拉苏木石灰石矿现场检查
时，企业正在生产，扬尘严重。这
两家企业分别违规破坏草原 65.4
亩和 325.35 亩，基本未开展矿山
地质环境分期治理工作，未开展
草原植被恢复工作，但却分别于
2017 年 9 月和 2016 年 8 月通过苏
尼特右旗国土资源局组织的验收
工作。

赤峰市国土资源局验收把关
不严，尚未完成治理的项目通过
竣工验收。督察发现，在赤峰市阿
鲁科尔沁旗喇嘛罕山银铅锌矿，地
面堆放大量碎石，未进行覆土，植
被未恢复。大量堆土场未种草复
绿，大量开采区用于采石加工，地
表破坏严重。这一明显没有完成
生态恢复治理的项目却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通过由赤峰市国土资

源局组织的竣工验收。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国土

资源局竣工验收把关不严，新
增矿山治理面积数据不实。鄂
温克旗红宝石建筑材料厂已经
验收的恢复治理区水土流失严
重，在大面积裸露堆土上只见
零星绿草，植被恢复不到位。
督察人员现场核实认定，当地
国土资源局上报的该企业新增
78032 平方米矿山治理面积的
数据严重不实。在伊敏牧场砖
厂，督察人员现场看到，大量黏
土、煤矸石渣随意堆放，碾压草
原。恢复治理工程竣工图显示
已对这一区域进行治理，并于
2016 年 11 月完成验收。督察
人员现场核实认定，该企业新
增 27900 平方米矿山治理面积
的数据明显失实。

■失职失责：
□国土资源部门工作

落实不力，敷衍整改

督察认为、锡林郭勒盟苏
尼特右旗、赤峰市、呼伦贝尔市
鄂温克旗等国土资源部门对矿
山开采造成的草原破坏恢复工
作落实不力，敷衍整改，在没有
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
程的情况下通过验收，工作不
严不实、失职失责。

本报讯 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配套
固废处置场建设滞后，工业废渣处置
不到位。为此，内蒙古自治区及乌兰
察布市专门针对此类问题安排部署整
改。但此次督察发现，乌兰察布市兴
和县敷衍整改，兴旺角工业园区大量
工业废渣违规倾倒、填埋、贮存，环境
问题突出。

■应付整改：
□未有效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拍脑袋”决策

兴和县兴旺角工业园区企业每年
产生工业废渣约 70 万吨，规划环评要
求，该园区应配套建设完善Ⅱ类工业
固废渣场。但督察发现，2017 年 4 月
该县原有的两个工业废渣场已到期，
新配套的废渣场建设进展缓慢，直至
2017 年 8 月才开始筹划建设长胜坝村
渣场，并将渣场建设和监管的任务全
部指定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由于该渣
场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未采取有效
的防渗措施，未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在
填埋工业废渣约 8 万吨后，被媒体曝
光，并被自治区相关部门查处，但兴和

县 不 是 将 工 业 废 渣 规 范 处 置 ，而 是 于
2018 年 4月直接覆土封场。

此后，该园区一直未建成正规工业
固废渣场，导致工业废渣无处置去向，带
来一系列环境风险隐患。园区内新太铁
合金有限公司将约 5 万吨的工业废渣倾
倒至废弃矿坑内；约 5 万吨工业废渣随
意堆放在官六号村东侧荒地（用地性质
为可建设用地），未办理任何占地手续；兴
和县瑞盛石墨有限公司约 1000吨的脱硫
渣露天堆放，仅做简易覆盖，现场检查时渗
滤液溢出，经pH试纸检测呈强碱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未有效落
实。内蒙古自治区整改方案明确要求，
工业园区固废渣场建设应由经信部门牵
头、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乌兰察布市整
改方案也明确要求由经信部门牵头，但
该县仍将工业固废渣场的建设、监管等
任务全部交给县环境保护部门，在发现
相关问题后，也仅对环境保护部门进行
追责问责，相关部门没有承担应尽的环
保职责。

渣场建设“拍脑袋”决策。2017 年 4
月该县原有两个工业固废渣场到期后，
直到 2017 年 8 月才开始筹划建设长胜坝
村渣场，且未经科学论证评估，直接由县
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到长胜坝村废弃的铁

矿采坑召开现场会议确定，并以会议纪
要形式要求各部门加紧办理审批手续。

整改敷衍了事。长胜坝村渣场于
2017 年 8 月开始建设，2017 年 11 月建
成投产，但渣场防渗措施不到位，周围
也未设置地下水监测井，2018 年 5 月，
该渣场被媒体曝光后被查处。但查处
后，兴和县未将已堆存的 8 万吨工业
废渣清出处置，而是直接覆土封场，属
于典型的应付整改。

续建渣场进展缓慢，固废污染问
题突出。由于该园区续建渣场至今仍
未完成，导致大量废渣无处置去向，随
意倾倒问题突出。

■不作为慢作为：
□对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

没有积极推进

兴和县党委、政府及经信、园区管
委会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工业固废渣
场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经
科学论证就“拍脑袋”决策，随意选址；
对违规渣场直接覆土封场，整改工作
做表面文章。在违规渣场封停后，没
有积极推进正规渣场建设，一拖再拖，
不作为、慢作为问题明显。乌日根塔拉苏木石灰石矿未开展草原植被恢复工作。

▲ 瑞 盛 石 墨 有 限 公 司 渗 滤 液 横 溢 ，呈 强
碱性。

◀官六号村东侧随意堆放约 5 万吨的工业
废渣。

专项督察

督察要求

主要问题

2 整改责任落实仍有差距

3 敷衍整改问题比较多见

4 表面整改、假装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