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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跑 吧 ，动 车 ！奔 跑 吧 ，动 车 ！

11 月 26 日，一列动车在兰新高铁甘肃瓜州段疾

驰。随着兰新高铁甘肃段联调联试工作结束，兰新

高铁甘肃段顺利转入试验运行阶段，动车“西出阳

关”试跑兰新高铁，预计年底全线通车。

蔡增乐摄 （新华社发）

11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强
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 确定，2015 年底
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开展一次环
境保护全面排查。

“开展环保大检查，意味着要利用一年
时间摸清全国的环保‘家底’。”环保部环监
局局长邹首民向《经济日报》记者透露，环
保部正在拟定大检查方案。“大检查将主要
针对工业企业，其中又以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为重点，全面检查工业园区，以及饮用水
源地、一级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内存在
的环境违法企业、违规项目。”

《通知》 要求，重点检查所有排污单
位污染排放情况，各类资源开发利用活动
对生态环境影响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等。

邹首民介绍说，即将开展的全国环保
大检查，将建立“一厂一档”，针对检查
出的各类环境问题及环境违法行为研究制
定整改计划，督促完成污染治理，消除监
管盲点，切实防范环境风险。

“宁静日”对于基层环保执法人员来
说，可不是什么美好的事儿。“宁静日”
意味着这天环保监管执法人员不能进入企
业进行监管检查，是一些地方政府设立的
阻碍环保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之一。

“有的地方，‘宁静日’一设就是20多
天，相当于每个月只有几天能开展工作。
类似的还有‘政府保护企业’的挂牌，一
旦企业挂上这个牌子，环保执法人员甚至
无权进入企业，要进去需要得到当地‘软
环境办公室’批准。”环保部环监局副局
长曹立平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说。

根据 11 月 27 日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
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这些“土政
策”将被全部清理。《通知》 确定，2015
年 6 月底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清
理、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

“各级地方政府设立阻碍环保的‘土
政策’长期存在，仍未清理到位。”曹立平
分析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片
面追求发展速度，对环保放宽要求，甚至制
定与环保有关规定相抵触、相矛盾的政策

“今后，这些‘土政策’绝不允许存在。”

2015年底前——

摸清环保“家底”

2015年6月底前——

清理各地“土政策”

本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在日前
召开的生态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潘功胜表示，要继续完善限制性
的金融政策，严格控制对高污染、高能
耗行业的资金投入。同时要进一步建立
健全正向激励金融政策，更好地激励和
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和绿
色产业发展。

据了解，央行 2009 年开始将环保
部门的行政执法信息纳入银行信贷征信
系统，作为银行进行信贷决策时的重要
评估因素。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共有 7.53 万条企业环保信息进入征
信系统，这些信息包括企业环保行政处
罚、许可、认证和奖励信息。目前，除
上海、海南、青海外，其他 28个省份均

有环保信息记录在征信系统中。
“ 金 融 作 为 一 种 市 场 化 的 制 度 安

排，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潘功胜表示，
本世纪以来，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变
化，我国的金融政策逐渐对一些高污
染 、 高 耗 能 产 业 采 取 了 限 制 性 政 策 ，
通过总量控制、行业限贷和环保“一
票否决制”等手段，限制污染性的贷
款与投资，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
产能。同时，央行等部门积极探索绿
色债券、市场化碳排放机制等正向激
励的绿色金融政策。

潘功胜建议，针对生态金融问题，
要在加强基础研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的基础上健全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政策

体系，探索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机制，推
动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
场和碳金融市场发展，形成“增排有成
本、减排有鼓励、减排投融资有回报”
的市场运行机制。

“政府在加大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的
同时，要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财政贴
息、风险补偿等手段，引导更多资本进
入环境保护领域。”潘功胜认为，要继
续深化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改进生态建
设项目的收益性和现金流，提高金融支
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加快建立有效
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
化经济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拓宽
生态金融的市场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应同步完善鼓励减排金融政策

“严格依法保护环境，推动监管执法
全覆盖”、“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零容
忍’”。11 月 27 日，《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
法的通知》正式发布，这也是国务院办公
厅首次就环境监管执法下文提出要求。

“近年来，环境违法呈现高发频发态
势，群众反映强烈，加强环境监管执法，
有利于打击环境违法，形成对环境违法行
为的高压态势，彰显我国‘向污染宣战’
的决心。”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
首民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对环境违法零容忍

“违法企业今天冒黑烟，半年以后还
在冒黑烟，这种情况不会再存在。”邹首
民分析说，《通知》 要求，对各类环境违
法行为零容忍，加大惩治力度，目的就是
要坚决纠正过去环保执法不到位、整改不
到位的问题。“要坚持重典治污，采取综
合手段，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的高
压态势。”

邹首民介绍说，《通知》 明确了对典

国办首次专门发文力挺环境监管执法——

理 直 气 壮 严 打 环 境 违 法
本报记者 鲍晓倩

型环境违法行为的刚性要求。要求依法
重拳打击 5 类恶意违法行为，即：偷排
偷放、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非法
处置危险废物、不正常使用防治污染设
施、伪造或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要依法
严厉处罚。

此 外 ， 还 明 确 提 出 了 “ 四 个 一
律”，即对涉嫌犯罪的，一律迅速移送
司法机关；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

“三同时”制度，越权审批但尚未开工
建设的，一律不得开工；对未批先建、
边批边建的，资源开发以采代探的，一
律停止建设或依法依规予以取缔；环保
设施和措施落实不到位擅自投产或运行
的建设项目，一律责令限期整改。

《通知》 规定了 3项纠正整改不到位
问题的具体措施，即对依法作出的行政
处罚、行政命令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情况，实施执法后督察；对未完成停产
整治任务擅自生产的，依法责令停业关
闭，拆除主体设备，使其不能恢复生
产；对拒不改正的，依法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

为 全 面 清 理 违 法 违 规 建 设 项 目 ，
《通知》 特别划出时间期限，要求 2016
年底前完成清理整改任务。

细化责任终身追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建立责
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
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
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要建立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的要求，四中全会再
次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如今，该如何追究，什么情况下
会追究，都将进一步细化。”环境保护
部 环 境 监 察 局 副 局 长 曹 立 平 介 绍 说 ，

《通知》 要求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并首
次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的
4 种情况，即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任期内环境质量明显恶化、不顾生
态环境盲目决策且造成严重后果、利用
职权干预或阻碍环境监管执法，并要求
建立倒查机制，依纪依法追究有关领导
和责任人的责任。

同时，为有效解决职责不清、责任
不明和地方保护问题。《通知》 特别提
出，在新形势下，务必强化和落实地方

政府在环境监管方面应承担的责任，明
确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环境监管执法工作负领导责任”。

“新 《环保法》 明确，地方政府对
本辖区环境质量负总责。首先就是要对
环境监管执法负责。”邹首民认为，《通
知》 已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环保部门对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
管理的工作机制“比如，对未环评先开
工的项目，工商、供电、供水部门都应
负有责任。”

环保执法无缝衔接

201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发布后，
打 击 环 境 犯 罪 取 得 显 著 进 展 。“ 一 年
来，因环境污染犯罪而被移送的案例数
量超过了以往 10 年的总和。总结一年
来 的 经 验 ，《通 知》 对 加 强 环 保 、 公
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联动提出明
确要求。”曹立平介绍说。

具体来看，《通知》 规定各级环保
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建立联动执法联席会
议、常设联络员和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
度等 3 项制度，案件移送、联合调查、
信息共享和奖惩机制等 4 项机制，实现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衔接。

“目前，环保执法与公安联动已基本
建立，各地做法不同，渠道畅通。”邹首民
表示，移送和立案工作接受人民检察院
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在审理环境资源案
件中，需要环保技术协助的，各级环保部
门应给予必要支持。“环境违法案件证据
难以保存，《通知》特别要求，发生重大环
境污染事件等紧急情况时，要启动联合
调查程序，防止证据灭失。”

违法企业上黑名单

“加强环境监管执法，除强化行政
手段外，还要引入市场手段。”邹首民
表示，《通知》 要求“建立环境信用评
价制度，将环境违法企业列入‘黑名
单’并向社会公开”，将是行之有效的
市场手段。

早在 2013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国
家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等 4部门就已联
合 发 布《企 业 环 境 信 用 评 价 办 法（试
行）》，就对企业环境信用进行分级。

曹立平透露，环境违法“黑名单”
制度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明确环境违法
企 业 纳 入 “ 黑 名 单 ” 的 情 形 、“ 黑 名
单”公布时间、公布范围、公布载体、
公布程序，以及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惩罚
手段。近期，将结合环境保护大检查，
及时公布一批环境违法“黑名单”，并
将其纳入社会诚信体系，“让失信企业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近年来，环境违法高发频

发，群众反映强烈。国办首次

专门就环境监管执法发布通

知，加强环境监管执法，有利

于打击环境违法，形成对环境

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彰显我

国“向污染宣战”的决心——

本报北京 11 月 27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辽宁阜新矿业恒
大煤矿事故的初步调查情况，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瓦
斯爆炸燃烧事故，并非煤尘燃烧事故。

国家煤矿监察局副局长李万疆介绍说，该矿回
风巷瓦斯超限，没有及时停产撤出人员，瓦斯超限
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该矿共安排 89 人在井下平
行作业，工作面局部通风不合理，系统不稳定。

目前事故的详细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这起事
故已造成 26 人死亡，50 人受伤，其中还有多位重
伤员。对于伤员的救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
学表示，要提高救治等级，请顶级专家，重伤员一
人一个救治小组，一人一个救治方案，每组坚持包
治到底。

针对当前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王德学指出，
当前企业的安全红线意识依然不强。近期重大事故
连发、频发。煤矿重大事故的起数和去年同期持
平，人数超过了去年同期 29 人，说来说去还是红
线意识安全理念没有内化于心，必须引起反省。

本报北京 11 月 27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
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今天通报山东寿光“11·16”重
大火灾事故。据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龙源食
品有限公司保鲜恒温库内沿墙敷设的制冷风机供电
线路接头过热短路，引燃墙面聚氨酯泡沫保温材
料，引发火灾。

据初步分析，该起火灾暴露出生产经营单位存
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生产厂
房未经正规设计、未向有关部门申报验收。二是消
防安全隐患突出，违规使用不合格保温材料，电器
线路敷设、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规范要
求。三是单位安全宣传培训教育不到位，未对从业
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教育。四是应急管理缺失，
无预案、无演练。

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企业重特大火灾事故时有
发生。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国务院安委会要求，各地区要加强对生产经营
单位特别是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监管，
督促其严格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寿光重大火灾原因查明
线路接头过热短路引燃墙面材料

寿光重大火灾原因查明
线路接头过热短路引燃墙面材料

社会组织和自然人都应诚信
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过程中，无论社会组织还

是自然人，都应该成为践行诚信的重要主体。
推进社会组织诚信建设，要依托法人单位信息

资源库，加快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息。要健全
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引导社会组织提升运作的
公开性和透明度，规范社会组织信息公开行为。要
把诚信建设内容纳入各类社会组织章程，强化社会
组织诚信自律，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等等。

加强自然人信用建设，要依托国家人口信息资
源库，建立完善自然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记
录，实现全国范围内自然人信用记录全覆盖。要加
强重点人群职业信用建设，建立公务员、企业法定
代表人、律师、项目经理、新闻媒体从业者等人员
的信用记录，推广使用职业信用报告，引导职业道
德建设与行为规范。 （关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