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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屡屡发生

天瑞焦化位于河南省汝州市产
业集聚区内，于2011年 5月开工建
设，2014年11月建成投产。按项目
建设审批要求，天瑞焦化的废水应
实现“零排放”。

但就是这样一个“零排放”企业
近年来却成为污染环境的“大户”。

2018年媒体报道 《一村庄被污
水“缠绕”：农作物受损，村民得怪
病》，污染源头直指天瑞焦化，引起
社会反响。

事实上，自2017年以来，有关
天瑞焦化违法排污的报道多次见诸
报端，可查证的环保 12369群众举
报就超29次。

几年过去了，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近日检查发现，天瑞
焦化环境违法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严
重超标排放污水等环境违法行为，
性质恶劣。

督察组聘请焦化行业专家现场
检查、查阅资料并开展厂区水平衡
测算后发现，天瑞焦化无法实现

“零排放”，初步估算每日外排污水
数百吨。

督察组还发现，郑州、开封等
地市不顾水资源禀赋，以引黄调蓄
灌溉、民生供水为名，大量引用黄
河水搞“人工造湖”，进一步加剧水
资源利用的严峻形势。

在辽宁，督察组发现铁岭市凡
河新区污水管网破损严重，污水处理
厂建成近10年没能正常运行，大量
生活污水长期直排，造成凡河水质严
重恶化；部分污水渗漏进入地下水，
导致凡河新区地下水严重超标。

进驻云南的督察组发现，云南
省保山市主城区隆阳区污水处理能
力严重不足，每天约4.5万吨污水直
排“母亲河”东河，致使东河成为
纳污河，自2018年以来水质持续恶
化为劣Ⅴ类。

生态保护为项目开发让路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生态保
护为项目开发让路现象依然时有发
生。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督察时发
现，凤山世界地质公园保护为项目
开发让路，造成国家级地质遗迹点
和部分保护区域土地被违规审批用
于矿产资源和房地产开发，问题十
分突出。

据介绍，广西凤山岩溶地质公
园于 2005 年 9 月被原国土资源部
批准为国家级地质公园。2010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其为
世界地质公园，是目前广西唯一的
世界地质公园，拥有世界大型石笋
群、世界天窗群、世界最高的地下
溶洞峡谷、中国跨度第二的天生
桥、千古之谜鸳鸯泉等独特的地质
遗迹景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极高
审美价值、科学价值、科普价值的
世界地质公园却屡屡遭到破坏。

督察组指出，凤山县委、县政
府无视地质公园保护管理要求，以
旅游开发名义行房地产开发之实，
多次召开会议积极推动世界寿源
城、三门海·寿源阳光、凤山凤栖

桃源生态智慧长寿康养基地等 3个
房地产项目，在地质公园保护区内
先后上马。

此外，由于管控不到位，三门
海天窗群世界级遗迹点洞口两侧一
级保护区内的原居民无序开发旅
游，建成多处高层酒店和养生馆，
与周围地质景观极不协调，影响地
质保护。

在山西，督察组发现，晋中市
介休、平遥、灵石等县 （市） 不顾
水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盲目
上马一批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
的焦化项目，导致当地大气污染防
治形势严峻，水资源供给现状不容
乐观。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下沉督察发现，湖南省邵阳县长阳
矿区由于历史遗留矿山污染、现有
制砖企业长期非法生产、拟建项目
违规施工，导致区域性生态环境问
题非常突出，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程
度侵害。

督察整改走过场

自 2015 年 12 月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在河北试点展开以后，督
察工作逐渐深入，推动了一大批环
境问题的解决。但有的省市对待督
察整改依然在走过场。

太平湖位于黄山市黄山区境
内，因其极具保护价值的景观资源
和湖泊湿地资源，先后被安徽省人
民政府和原国家林业局批准为省级
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湿地公园，是安
徽省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指出，安徽省太平湖风景名胜区内
违规建设房地产等项目，要求安徽
省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4月，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安徽省督察期间，对相关问
题整改情况进行了重点关注。督察
发现，太平湖流域违规开发项目整
改工作推进不力，局部生态破坏问
题依然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督察组进驻当
天就收到群众举报，称滁州市凤阳
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严重。
结合前期摸排掌握的问题线索，督
察组前往现场督察发现，凤阳县刘
府镇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问题
突出，长期未得到整治，相关地方
和部门监管缺失。

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期间，共收到涉及江
西省新余市群众举报75件，其中17
件涉及采矿及矿产品加工企业，占
比超过20%，群众投诉此类企业粉
尘污染、破坏生态。此次督察随机
抽查3件问题，发现整改均不到位。

群众反映的分宜县英歌矿业石
灰窑粉尘污染，废气直排问题。现
场督察发现，企业基本未进行整
改，石料破碎工序无粉尘收集设
施，扬尘污染严重，厂区空地随意
堆放大量工业废渣，无任何“三
防”措施。

看似“药到病除”
实则“药停病犯”

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事，环境保护来不得半点虚假，但
督察组还是发现了一系列“假工程”。

山西省南白石河是汾河二级支
流，是黄河重要的“毛细血管”，水质
长期为劣Ⅴ类。2019年 4月，山西省
挂牌督办南白石河流域污染严重问
题，对清徐县实施涉水项目区域限
批，并明确要求南白石河 2019 年、
2020年水质均应达到Ⅴ类标准。

但督察组发现，清徐县未在雨污
分流、截污纳管、提升处理能力上下
功夫，反而寻找捷径敷衍应付，为

“达标”而达标。
2020 年 10 月下旬考核时限迫近

时，在监测断面—美锦桥断面上游约
300米处建设简易处理设施，将河水
抽入该设施，通过添加次氯酸钠化学
药剂方式处理后排入河道。山西省地
表水环境质量报告显示美锦桥断面
2020年年均水质达到Ⅴ类考核要求。

督察发现，该处理设施没有生化
工段，仅靠加药去除氨氮，且纯靠人
工操作，没有准确计量，没有有效控
制，时开时停，极不稳定，看似“药
到病除”，实则“药停病犯”。调取监
测频度更高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发
现，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有
30%以上的天数氨氮浓度较高，水体
成为劣Ⅴ类。

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
沉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督察发现，景洪
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运行管理极不
规范，环境违法问题突出，本是治污
设施，却沦为“污染源”。

据介绍，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场位于景洪市江北街
道，2004年 5月建成使用，设计填埋
总库容 450 万立方米、日填埋量 298
吨，配套建有日处理能力130立方米
的渗滤液处理设施。现场检查发现，
该处理场污染治理设施长期不运行，
部分垃圾渗滤液直排，环境污染严
重，风险隐患突出。

不担当、不碰硬

是什么原因造成环境违法违规事
件频频发生？

“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碰
硬，敷衍应对、弄虚作假……”在通
报材料里，督察组毫不客气地指出各
地问题所在。

对于凤山世界地质公园被破坏，
督察组指出，凤山县委、县政府思想
认识不到位，乱作为、不作为问题突
出，无视保护责任，违规推进项目建
设，后又盲目调整规划，试图使违规
项目合规。凤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委
员会监管不严、履职不当，对公园保
护区内长期存在的违法违规项目视而
不见。

督察组认为，汝州市委、市政府

及汝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属地
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置等问题重视不
足、管理不力，面对群众多次举报乃
至媒体曝光污染问题，推进整治工作
浮于表面，治标不治本，直到督察组
两次突击检查后，才组织力量清挖天
瑞焦化排水沿线沟渠的污水和沉积黑
泥，存在平时不作为问题。

对于山西白石河污染，督察组表
示，“当地党委政府落实山西省委、省
政府关于汾河流域治理的决策部署不
坚决，碧水保卫战工作使命感、责任
感不强，生态环保大格局构建还不健
全，在山西省、太原市多次指出问题
后，敷衍应对，久拖不办，影响南白
石河污染的相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水环境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在太平湖违法违规项目整改中，
督察组认为，安徽黄山区委、区政府
没有真正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
任，在推动太平湖违法违规项目整改
工作中不敢动真碰硬，浮于表面。黄
山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把关不严，监督
不力，在督察整改工作中存在失职失
责情形。安徽省相关部门在整改验收
工作中未依法依规严肃审核，销号流
于形式。

以督察促整改

被督察组点名批评后，各地如何
推进问题整改？

据报道，8省（区）迅速行动，采
取 有 力 举 措 推 动 整 改 落 实 。 8 省
（区）和相关市县均建立问题整改跟踪
调度和盯办督办机制，落实责任单
位。各地均表示，将以督察通报问题
为契机，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积极
开展同类型问题排查整治，不断建立
完善长效机制，以点带面系统推进生
态环境问题治理。

在安徽，黄山市要求对涉及项目
要 进 行 一 次 精 准 的 大 排 查 、 大 起
底，在全面复核的基础上，逐项逐
条制定整改方案，不折不扣落实整
改举措，确保问题一体整改到位、
尽快见效。

在山西，晋中市平遥县要求平遥
煤化集团立即停止施工，立即切断企
业供水管网，确保西安社村民正常用
水。晋中市各相关地方要求对企业违
法行为从严调查处理，对不作为、乱
作为问题从严追究责任。

在河南，郑州市决定对去年以来
开展的“占地造湖”专项整治行动涉及
项目，全面开展“回头看”，严格标
准、加大力度、强化推动，逐个验收、
逐个销号，确保及时完成整改任务。

在广西，凤山县要求按照既定时
间节点，高质高效全面完成问题整改
工作。各相关企业按要求开展违建项
目拆除整改，全面清理违建项目内的
工地废料、工程垃圾，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和
各督察 组 也 将 对 通 报 问 题 扭 住 不
放、一抓到底，采取盯办、调度、
督办等措施，指导推动地方彻底解
决问题。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全部进入下沉阶段

环境违法行为依然乱象丛生
本报记者 王菡娟

4月 25日下午起，大范围沙
尘天气再次影响我国多地。2021
年以来，我国华北地区已遭遇了5
次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为何受伤
的总是北方？为何今年沙尘天气一
轮接一轮？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央气
象台专家。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桂海林
表示，中亚地区分布有大量沙漠、
戈壁等干旱半干旱地表。春季北方
地区温度升高、地表解冻、土壤疏
松，地理环境符合沙尘发生的条
件。我国华北地区紧邻中亚干旱、
半干旱地区，沙尘源主要源自这些
地区，当北方有强烈气旋或强冷空
气带来大风天气系统，途径沙源地
时，便会在强风作用下，带来遮天
蔽日的沙尘天气。

春季过后沙尘天气就能结束吗？
桂海林认为，从统计数据来

看，春季是沙尘最为频发的季节
（3-5月），几乎占到了全年的60%
至 70%。从气候背景来看，春
季，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形成较
强锋面气旋，常常带来大风天气；
另外春季沙源地地表解冻，地表土
质疏松，在大风作用下，很容易就
把地表的土或沙吹起来，从而形成

沙尘天气。
“不过沙尘并不只是春季的特

产，夏季也依然会出现沙尘天气，
只是强度不大、范围不广，所以关
注度不高。”桂海林说。

为何今年公众感觉到沙尘暴较
往年更加频繁、强度更大？未来沙
尘暴天气是否会成为常态？

桂海林告诉记者，总体来说，
今春蒙古国以及我国内蒙古一带2
月中下旬以来气温持续偏高，降水
偏少；另外，3月以来，气旋活动
明显增多，且气旋及其后部冷空气
活动路径正面影响华北地区，从沙
源地到华北距离短，因此大家感觉
今年沙尘多、强度大，且几乎每次
沙尘均给京津冀带来明显影响。

桂海林同时表示，沙尘天气其
实是春季的一种正常天气现象，它
的多寡和具体的天气系统以及下垫
面等情况相关。全球气候变暖后温
度升高、降水减少有利于荒漠化发
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有利于沙
尘增多。

“荒漠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
世界各国共同治理，整体的生态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才能有效降低其
发生。”桂海林表示。

为何今年沙尘天气一轮接一轮？
本报记者 王菡娟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对地方
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
督察，是土地管理法赋予国家自然
资源督察机构的法定职责。近期，各
派驻地方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约
谈了2020年土地例行督察发现土
地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河北省秦皇
岛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辽宁省
沈阳市等19个地市人民政府和甘
肃省兰州新区管委会，面对面指出
问题，提出严肃批评，明确整改要
求，督促加大整改查处力度，遏制违
法违规问题，严防死守耕地红线。

2020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机构对31个省 （区、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2019年度耕地保护
情况开展了土地例行督察。重点督
察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挖田造湖、

“大棚房”等打着各种旗号破坏占用
耕地的行为以及耕地占补平衡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总体上看，各地进一
步加强耕地保护，但依旧存在部分
地区耕地保护责任落实不到位，“非
农化”“非粮化”等问题突出，“零容
忍”遏制新增违法用地问题不到位，
监管不力，执法不严。

此次约谈的20个地区中有的
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一是新增
违法违规用地总量大，在本省位于
前列，有的区县政府主导的土地违
法违规问题突出；二是2020年 7
月3日国务院召开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
后，仍有顶风续建、新建问题，有
的已被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三是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四是
补充耕地不合规，有的在生态脆弱
区占用法律法规禁止开垦的林地实
施土地整治项目用于补充耕地；五
是落实督察意见整改不力，有的存
在敷衍整改、弄虚作假情形。

本次被约谈的还有吉林省长春
市、浙江省绍兴市、福建省福州市、
江苏省盐城市、安徽省阜阳市、山东
省日照市、河南省漯河市、广东省清
远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湖北
省黄冈市、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四川省德阳市、云南省昆明
市、云南省曲靖市、陕西省榆林市、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被约谈地区负责同志表示，坚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耕
地保护的决策部署，正视约谈指出
的问题，深刻汲取教训，坚决立行
立改，全面整改落实到位，该立案
的抓紧立案、该查处的坚决查处、
该移送的坚决移送，对失职失责和
弄虚作假问题，移交纪委监委严肃
追责问责。以问题为导向、以整改
为契机，推进耕地保护和执法监管
长效机制的健全完善。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将持续
加大督察力度，采取更严格的管理
和技术手段，加强土地特别是耕地
保护督察工作。对被约谈地区开展
督导核查，对整改查处不力、进展
缓慢的严肃督促纠正，并按照自然
资源督察执法与纪检监察贯通机制
要求移交移送，多措并举严起来，推
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落实。

坚守耕地红线

自然资源部约谈土地违法突出地区

世界地球日之际，也是《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颁布一周年的
日子。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组织海淀区五所学校，联合开展了主题为

“科技助力新时尚，创新引领新未来”的垃圾分类宣传展示活动。活动中，孩
子们通过微剧、社团调查、实践报告展示参与垃圾分类的实际体验；社区居
民现身说法、家长交流分享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关注；以“大手拉
小手”“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再现了学校、社区、家庭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
合力作用。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主办。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与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活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爱护地球从小做起爱护地球从小做起

以“零排放”之名却
每天排放数百吨污水排
污，本是治污设备却沦为
污染源，生态保护为项目
开发让路……今年 4 月以
来，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
驻河南、山西、辽宁、安
徽、江西、湖南、广西和
云南 8个省 （区） 开展督
察，目前已全部进入下沉
工作阶段。督查组深入一
线、深入现场，查实了一
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并
通报了一批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