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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环保部将

深化环评制度改革，要将环评机构从环保

部脱离，彻底解决环评“红顶中介”的问

题，杜绝“卡着审批吃环保、戴着红顶赚

黑钱”；并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把

环评项目从环评开始到审批到验收，全部

向社会公开，做到“阳光环评”。

自 2003 年环评法开始施行起，环境影

响评价作为规划或建设项目的前置性审批

条件，既是环保部门手中真正的、最大的权

力，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的

重要“阀门”。陈吉宁履新后首次在两会上

亮相，就把环评和雾霾、环保执法、土壤污

染等环境问题一起摆上了桌面，列入其施

政重点，环评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今年 2 月，中央巡视组在对环保部进

行专项巡视时发现，环评之“任性”已经

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把关不严、批而

不管、越权审批等乱象丛生，未批先建、

擅自变更等环评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

环评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环

评机构资质审批存在“花钱办证”情况。

种种环评乱象，不仅为日后埋下了环境污

染的“地雷”，而且给有些腐败分子权力

寻租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它使得人民

群众对于环评产生了信任危机。近年来，

在许多地方诸如 PX、垃圾发电之类的项

目遭遇当地百姓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边

倒”的抵制，即与环评造假带来的信任危

机有一定的关系。

如何才能确保环评不“任性”，真

正 成 为 防 治 环 境 污 染 的 第 一 道 “ 铁

闸”？首先要看到，环评之所以没有发

挥应有作用，主要与现行的体制机制有

关。有环评能力和环评资质的机构都来

源于环保体系内，环评资源由环保部门

垄断；环评机构作为环保部门下属的事

业单位，本身与环保部门多少有着或明

或 暗 的 关 系 ， 容 易 导 致 “ 红 顶 中 介 ”、

权力寻租现象。而地方环保部门往往屈

从 于 地 方 政 府 的 发 展 冲 动 ， 导 致 环 评

“走过场”，使得未批先建、边建设边环

评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环评机构从

环保部门脱离，是斩断腐败利益链条的

必要之举。

“脱钩”只是第一步，并不意味着一

“脱”就灵，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由于

环评费用是由企业向环评机构支付的，双

方存在着利益关系。在利益面前，环评机

构往往“睁只眼闭只眼”，环评成了“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这一点颇为人诟

病。因此，环评制度设计仍须进一步改革

完善，杜绝利益的干扰。

总之，应该通过制度设计，确保环评

机构的独立运作、不受各方干扰，如成立

非营利性的第三方机构，建立起环评机

构、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信用评价和追

究问责制度，使环评真正能负责、敢负

责；加强环评的事中、事后监督，建立完

整的全程监管机制，改变“重审批、轻监

管”局面；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

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环评

运行在阳光下。

环评不“任性” 改制是关键
金 名

对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环保约谈成为贯彻新环保法的重要抓手——

环保约谈能否成为治污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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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约谈是近年来我国环保执法的
一种新手段。此前，江苏、浙江、安
徽、新疆等地都对 环 保 约 谈 进 行 了 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去年，在总结多地
环保约谈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环保部
发布 《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对
环保部组织的环保约谈的定义、需要
约 谈 情 形 、 约 谈 对 象 、 约 谈 内容、约
谈组织形式和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范。

从字面看，环保约谈似乎属于“动
口不动手”的软约束，其实不然。业内
人士分析，这就像足球比赛中裁判出示
的黄牌，既是对犯规行为的严重警告，
也 是 一 种 严 厉 的 处 罚—— 累 计 两 张 黄
牌，犯规者被红牌罚下直接出局。那
么，环保约谈，果真能成为污染治理的

“一剂猛药”吗？
一位在地方环保部门工作的人士谈

及本地区在环保约谈上的探索时表示，
要让环保约谈不流于形式，切实解决问
题，首先要牵住“牛鼻子”。环保约谈
的对象必须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或
相关负责人，而不应是下级环保部门负
责人。

环保部副部长翟青在不久前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去年，环保
部对 25 个重点城市政府落实环保法规政
策情况开展综合性督查，公开约谈 7 个
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推动解决了一批
突出的环境问题。

据介绍，被约谈的城市市长必须参
加约谈。此外，市政府各部门及各县区

的一把手参会，所在省环保厅的厅长及
分管副厅长出席。参与过约谈的相关人
士透露，被约谈的地方政府主要面临两
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环境整改。其方
案要在 15 个工作日内报送环保部，并抄
送省政府；另一个是环保约谈公开。

公开约谈，有助于让公众了解环保
部门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强大的舆论压
力，无疑将倒逼环境问题的解决。记者
了解到，过去环保部约谈主要是针对一
个企业或一个事件，真正对整个地区的
环境问题进行约谈并向社会公开，是从
去年年底约谈河南安阳市开始的。约谈
公开与否，环保部有统一部署。

按照新环保法内容，敦促地方政府
落实对当地环境质量的责任是环保约谈

的作用之一。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履新不久
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新环保法在
落实政府责任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但
是在具体实施上仍有一些模糊的地方，
比如在一些地市试点怎样将环境保护纳
入到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去，试点怎样进
行干部的离任环保审计或者在经济审计
中纳入环保的内容等等，这些都需要进
一步的完善。

“过去的环保执法过松过软，不守法
成了环保领域的常态。现在要把这个常
态反转过来，让‘守法’成为常态，守
法必须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底线。”陈吉
宁部长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的这番话，
让人们对未来的环保执法增添了信心与
期待。

有效的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新环保法
的保驾护航，更需要强有力的执行机
制、问责制度和体制保障。由此可见，
环保约谈将不会只是环境监管部门手中
的“一张牌”，它必然是系列良方中发挥
作用的一剂猛药。

2月25日，春节后上班的第
一天，山东临沂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张术平因为区域环境污染
问题较为严重，被环保部约谈。
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华东区域
内的首场环保约谈。

“看了明察暗访的资料，我
感到很震惊。作为地方政府的
主要负责人，没有履行好环保职
责，出了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非常羞愧。”面对环保部华东
环保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宁，张术
平承诺，“今年，我们要使临沂的
环境质量有明显改观，3年有一
个大变样。”

今年施行的新环保法明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环保
约谈，对遏制环境污染顽疾究竟
有怎样的作用？

今年 2 月初，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
按照“三不三直”要求，即“不定时
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
直接督查、直接曝光”，对河南安阳市约
谈整改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并对部分
重点区域和企业进行了“点穴式”督
查。相关负责人介绍，安阳市整改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安阳县整改
效果显著。但总体来看，整改不全面、
不彻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后续
任务依然艰巨。

安阳，一直以来空气污染严重，华
北督查中心督查了多次仍然没有整改的

动静。去年 11 月 2 日，约谈的前两天，
环保部督导组进驻安阳，11 月 3 日，安
阳市的主要领导在会上痛斥污染企业，
并宣布对相关负责人问责。就在这一
晚，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
刘长根抵达安阳，准备次日代表环保部
找安阳市市长马林清谈话。

在随后的“约谈会”上，刘长根通
报：2013 年安阳市环境空气质量在河南
省 18 个地市中排名第 17 位；2014 年前 9
个月，安阳市 PM10 浓度 146μg/m3，明
显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是河南省环境
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从多次督查

情况看，安阳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不够，部分地区大气污染情况十分突
出，大气治理综合督查整改落实不够到
位等等。

此后，安阳展开了一场长达 3 个月
的“艰苦奋战”。这期间，到中央党校学
习的安阳县委书记，学习结束的第二
天，就赶到刘长根那里汇报当地环境整
改情况。安阳被约谈后，他们每天晚上 8
点半召开环境整改工作会议，一项一项
抓任务落实，污染企业一家一家整顿、
审核。

这次，华北督查中心的负责人在突

击检查后仍然直言不讳地指出，暗访中
发现烧垃圾、烧秸秆、烧荒情况 200 多
起，一些火点成线成片，景象十分“壮
观”。一些火点浓烟弥漫，绵延数百米，
无人监管。一些火点由环卫人员有意为
之，问及起来没有感到压力，甚至十分
坦然；2 月 4 日傍晚和 5 日凌晨暗查林州
市陵阳镇、原康镇 10 余家玻璃及制品企
业，发现东珑制瓶、神州玻璃、凤凰玻
璃、林河制瓶、裕华玻璃、欣鑫玻璃、
三和玻璃、糖玻制品 8 家企业都存在烟
囱冒黑烟或烟尘排放明显的情况⋯⋯

与 3 个月前的约谈一样，问题摆得
一清二楚，剖析原因一针见血，分析根
源直击要害。在座的安阳市领导和各县

（区市） 党政一把手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大
气治理攻坚战之艰巨和来自社会的持续
压力。安阳市委、市政府当即对林州
市、龙安区进行了挂牌督办，并就后续
深化整改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安排。

立 足 见 实 效
被约谈的地方政府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环境整改，其方案要在 15 个工作日内报

送环保部，并抄送省政府；二是环保约谈公开，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利于倒逼环境问题的解决。

不 仅 止 于“ 谈 ”
问题摆得一清二楚、剖析原因一针见血、分析根源直击要害，这都是环保约谈的威慑力所

在。让被约谈对象真切感受到污染治理任务之艰巨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从而形成解决环境问
题的行动力，是环保约谈的最终目的。

本 报 讯 记 者 童 政 、通 讯 员 秦 钟 明 报 道 ：
记者日前获悉，2014 年，广西全区新型墙材固定资
产投资约 100 亿元，新型墙体材料产量占墙体材料
总量的 63%，实现节约土地 3.7 万亩，节约能源约
140 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336 万吨，利用工业
废渣 250万吨以上。

据统计，去年全区 11 个县城被列入国家第二批
“禁实”名单，8 个城市列入国家第二批“限粘”名单；
关停了 330家 24门及以下轮窑、开口窑等落后产能；
新培育标杆示范项目 19 个，新增新型墙体材料认定
企业 180 余家。2015 年，广西将加大墙材行业发展
方式转变，新型墙体材料产量达到 230 亿块标砖，占
墙体材料生产总量 65%以上。

本报讯 记者石伟报道：日前发布的《国网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2014 年，福
建省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省总装机容量数的
48.74%,福建省用电量的半数来自清洁能源发电。

福建是国务院批准的首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国网福建电力近年来响应福建省提出的“机制
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发展战略，以“政府主
导、电网推动、社会参与”的形式积极推动清洁能源
建设和应用，在全社会倡导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
电代柴的能源消费新模式，通过推广电锅炉、电窑炉
等多项电能替代技术，清洁能源使用率逐年提升。
2014 年，国网福建电力实现电能替电量 18.9 亿千瓦
时，相当于减少直燃煤 9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0
万吨。

广西：

墙材革新节省140万吨标煤

福建：

用电量半数来自清洁能源

福建：

用电量半数来自清洁能源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青海西宁市落实“生
态保护优先”要求，气、水、山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2014 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65 天，优良率
72.8%，与上年相比优良天数增加 44 天，PM10同比下
降 26.8%，在西北五省省会城市中降幅最大。

青海省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 112 个工
业企业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查封取缔 215 户扬尘污
染严重的煤炭经营户，在全国率先完成年度淘汰任
务；推进湟水河污染治理，启动实施总投资 15.4 亿元
的西宁环境综合治理利用世行贷款项目，使湟水河
水质整体趋于好转；实施北川河核心区综合治理工
程，景观水系内河工程六大湖面完成任务 90%；制定
出台《西宁北山美丽园永久性绿地管理办法》，提前
完成 6000亩绿化任务。

青海西宁：

气、水、山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青海西宁：

气、水、山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光伏发电厂。河北省推进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基地规划建设，今年新能源发电力

争达 1500万千瓦时。 杨世尧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