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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吉林省开展“回头看”期间收到群众
举报，反映吉林省洮南市雏鹰农牧有限公
司 生 猪 养 殖 项 目 破 坏 草 原 生 态 环 境 问
题。为此，督察组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专程开展现场检查，发现群众举
报属实，当地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不作
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督察组收到多起关于雏鹰
公司环境污染问题投诉

洮南市是白城市下辖的县级市，位于
吉 林 省 西 北 部 ，地 处 松 嫩 平 原 西 南 部 。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牧
草地 2.1 万公顷。吉林雏鹰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雏鹰公司）年出栏 400 万头生
猪一体化项目是洮南市招商引资重点项
目之一，计划使用草原 10000 公顷，规划
建设养殖小区 86 个，2013 年 9 月开始建
设，并于 2014 年陆续建成，目前已投入使
用 26 个，存栏生猪 53 万头，占用草原近
10万亩。

自 2016 年以来，陆续有群众向地方
相关部门反映雏鹰公司生猪养殖场环境
污染问题，主要反映养殖粪污臭味严重扰
民和养殖废水直排环境和破坏草原生态
问题。2017 年 8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
间，督察组收到有多起关于雏鹰公司环境
污染问题的投诉，2018 年 6 月吉林省级环
境保护督察期间又收到 10 余起群众投
诉。白城市对外公布的调查情况认为群
众投诉属实，但同时认为该养殖场各项污
染物均达标排放。

2017 年 12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
指出，吉林全省毁草毁湿问题时有发生，
并明确指出白城市存在的毁草问题。吉林
省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加大查处整改力度。

雏鹰公司拆分审批项目搞
变通，超面积违法占地（草原）
问题突出

拆分审批项目搞变通。根据《草原征

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征占草原面积
超过七十公顷的，由省级人民政府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小于七十公顷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督察发现，在雏鹰公司生猪一体化项
目申报审批过程中，肆意拆分、化整为零，
降低审批层级，意图规避监管。该项目一
期计划使用草原约 10 万亩，本应作为一
个整体项目报批，但实际却被拆分多个小
项目，这些项目均在同一时段、同一区域
建设，属于同一建设主体，均属生猪一体
化项目的组成部分。洮南市发展改革、国
土资源、环境保护、畜牧业管理等多个部
门揣着明白装糊涂，在项目把关过程中顺
水推舟，对分拆项目予以备案或审批。尤
其是市畜牧业管理局，作为草原行政主管
部门，对 19 个项目审批一路绿灯，甚至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同一天内集中审批生猪
繁育二场、繁育三场、育成五场、育成六场

等 4个项目。
私挖乱建肆无忌惮。《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明确规定，承包经营草原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履行保护、建设和按照承
包 合 同 约 定 的 用 途 合 理 利 用 草 原 的 义
务。雏鹰公司未经审批，擅自改变草原用
途，私自开挖两个鱼塘，违规开垦种植水
稻，未经批准建设科研中心办公楼、病死
猪无害化处理厂、润禾日盛光伏发电项目
等。督察发现，雏鹰公司俨然将草原变成

“自留地”，肆意开挖大量沟渠，分割草原，
严重破坏草原的整体性。园区内道路纵
横，修路过程中随意挖沟取土，未采取任
何修复措施。

督察还发现，雏鹰公司超面积违法占
地（草原）问题突出，在国土部门备案占用
492 公顷土地，但实际占用约 624 公顷，超
占面积达 132 公顷，草原破坏严重。洮南
市对雏鹰公司破坏草原行为不但没有查

处，反而从 2013 年 10 月开始，在申请草原
禁牧奖补资金时将 这 些 草 原 上 报 ，2013
年至 2015 年合计享受奖补面积 8099.95
公 顷 ，套 取 国 家 草 原 奖 补 资 金 84.68
万元。

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督 察 发 现 ，雏
鹰 公 司 养 殖 场 距 离 周 边 居 民 区 最 近 距
离约 500 米，项目自 2015 年陆续建成投
产以来，不断有群众投诉养殖粪污气味
大 ，焚 烧 病 死 猪 恶 臭 气 味 难 闻 ，在 草 原
上 乱 排 粪 污 废 水 污 染 地 下 水 等 问 题 。
督 察 组 走 访 雏 鹰 公 司 附 近 的 黑 水 镇 丰
满 村 、黎 家 屯 ，向 阳 乡 向 阳 小 学 所 在
地 、青 松 村 、孙 家 窝 棚 、文 化 村 平 安 屯
等，村民一致反映吉林雏鹰公司臭气熏
天 ，苍 蝇 成 群 ，夏 季 不 敢 开 窗 户 ，生 活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 尤 其 是 距 离 雏 鹰 公 司
最近的文化村平安屯村民情绪激动，反
映 企 业乱排粪污废水，严重污染村民地
下水。

督察发现，雏鹰公司共建设 30 个大
规模粪尿储池，均为敞开式。企业还以
改良土壤之名，直接将粪尿排放到附近
草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督察组现
场 对 地 下 水 进 行 采 样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
厂区内地下水总大肠菌群超过《地下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中 Ⅲ 类 标 准 932 倍 、浊
度 超 标 63.8 倍 ，氨 氮 超 标 23.6 倍 ；厂 区
外地下水浊度超标 9.03 倍、总大肠菌群
超 标 2 倍 ，污 染 十 分 突 出 ，附 近 群 众 苦
不堪言。

白城市党委和政府对群众
反复举报的雏鹰公司生态破坏
问题查办情况不检查、不督促

白城市党委和政府对群众反复举报
的雏鹰公司生态破坏问题未能引起足够
重视，对查办情况不检查、不督促，重发
展、轻保护。洮南市党委和政府草原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对群众举报问题敷衍
应付。洮南市畜牧、发展改革、国土资源、
环境保护等部门在备案审批中任意而为，
存在乱作为问题。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典型案例

吉林省洮南市万顷草原破坏严重
当地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

本报讯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吉林省开展“回头看”督察，两次对
群众重复举报投诉的榆树市五棵树镇环
境污染问题进行现场核查。发现榆树市
对群众举报环境问题漠不关心、敷衍应
对，查处不严不实；一些河段“河长制”流
于形式，表面整改问题突出。

吉林省农村垃圾乱堆乱放
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指出，
吉林省农村垃圾乱堆乱放问题突出，严重
污染周边环境，群众反映强烈。针对反馈
问题，吉林省整改方案明确提出，2018 年
4 月底前全面启动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
点的整治工作。榆树市整改方案也明确
于 2018 年 7 月 15 日 前 开 展 排 查 整 治 工
作。

五棵树镇是榆树市（省管县）综合体
量最大的乡镇，也是全国重点镇，常住人
口约 7 万，日排生活污水约 4000 立方米，
镇建成区无污水收集管网，生活污水全部
排入五棵树河，榆树市江北污水处理厂在
五棵树河河道设置溢流坝，截流污水进行
处理。五棵树河是松花江一级支流，全长

13公里，流经五棵树镇区约 7公里。
2017 年 8 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期间，督察组收到 10 余起有关五棵树
镇群众投诉举报，集中反映当地政府非法
填埋大量生活垃圾和五棵树河严重污染
等问题。此次“回头看”期间，群众仍在重
复举报相关问题。

河道完全丧失生态功能，
河长巡河记录弄虚作假

督察发现，2016 年以来，群众曾先后
20 余次向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有关部
门举报五棵树镇污染问题，并多次向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督察组也按程序向
地方进行了转办，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大量污水直排松花江。群众举报反
映，五棵树河道污水流入江北污水处理厂
的通道不畅通，雨季时大量污水经溢流口
直接排放。当地政府将溢流原因简单归
结为污水处理厂设备故障。督察组核查
发现，由于河道长年堆放大量垃圾，污水
流动迟缓，冬季基本处于冰冻状态，每年
5 月污水融化后均通过溢流坝直排松花
江。特别在每年 6 月至 9 月雨季期间，河
道水位抬升，雨水混杂着污水汇入河道，

将大量生活垃圾和人畜粪便冲入松花江，
最多时一天达 11.8 万立方米。督察组调
阅监测数据显示，2018 年 5 月，位于镇区
下游约 10 公里的松花江省控乌金屯大桥
断面水质由Ⅲ类骤降为劣Ⅴ类。

河道完全丧失生态功能。多年来，五
棵树河作为五棵树镇的纳污沟，一直实施
明渠排污。河床堆放大量垃圾，河道被严
重挤占，丧失生态功能。督察组现场督察
时，在河道两岸随处可见散乱堆放的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和人畜粪便，景象十分不
堪。监测数据显示，河水化学需氧量浓度
达206毫克/升，氨氮达29毫克/升，总磷达4
毫克/升，水质长期为劣Ⅴ类，黑臭严重。

河长巡河记录弄虚作假。榆树市及
五棵树镇“河长制”形同虚设，松花江榆树
段、五棵树河各级河长普遍工作责任不落
实，对大量存在的污染问题视而不见，巡
和不巡一个样。督察组抽查 2018 年 7 月
10 日河长巡查记录显示，松花江榆树段
市级河长 9 时至 15 时开展了巡河，但该河
长在同一时间段实际在参加榆树市党委
其他会议，巡河记录弄虚作假。

挖坑填埋垃圾现象普遍。第一轮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群众反映当地政府
曾开挖约 1 万平方米大坑填埋河道垃圾，

致使周边树木死亡。当地政府核查后称
挖坑只是为修路取土，并已用可降解固体
废物填坑造地并复耕。但“回头看”发现，
所谓复耕的土地上寸草不生，所挖大坑未
做防渗处理，堆放的垃圾未做分选。

督察还发现，榆树市农村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整治有名无实，敷衍应对。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牵头责任部门，未组织
全面排查，只对各乡镇街道上报数据简单
汇总后，即上报称全市 27 个乡镇街道只
有恩育乡存在 7 个堆放点。但督察组抽
查发现，全市仅五棵树镇、秀水镇就有多
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污染十分突出，群
众反映强烈。

榆树市党委和政府及其住
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对督察整
改工作重视不够

榆树市党委和政府及其住房和城乡
建设等部门对督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对
五棵树河长期污水溢流直排和违法挖坑
填埋垃圾等问题听之任之，对群众诉求漠
不关心，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市水
利局作为河道主管部门，工作流于形式，
河长制形同虚设。

污水靠雨冲 垃圾随意埋

吉林省榆树市对群众举报漠不关心、敷衍应对

雏鹰公司征用草场违规改变草原用途用作鱼塘。

上接一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农村垃圾
污染问题整改中不严不实、敷衍应付。
2018 年 6 月，吉林省制订《全省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整县推进工作方案》，要求
各市县做好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
查，并于 7 月底前完成整治方案制定并
上报备案。但督察发现，吉林市 2018
年 9 月 30 日印发工作方案，却要求各县
区 7 月底前完成相应工作；双辽市 8 月
30 日印发工作方案，却要求各乡镇 8 月
31 日完成排查工作；辽源市东丰、东辽
两县照搬照抄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
工作方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排
查和备案情况不审核，对明显存在的问
题不督办。

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行政管
理局对煤质管控整改责任落实不到位，
2018 年 4-6 月，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
织对全省煤炭加工企业进行检查，70 家
企业有 51 家处于停产状态，而在取暖
季 用 煤 高 峰 期 却 未 安 排 任 何 检 查 。
2018 年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煤炭
销售企业煤质抽检，发现全省不合格率达
21.7%，但大部分不合格煤炭依旧外售。

三是敷衍整改问题比较突出。在
一些具体整改任务中，一些地方仍然存
在不作为、慢作为，甚至敷衍应对等突
出问题。长春市对伊通河、饮马河城市
段以外区域的整治力度不够。2018 年
以来，靠山大桥、刘珍屯和靠山南楼等 3
个断面水质部分指标持续恶化。部分
治理工程进展缓慢，甚至弄虚作假，德
惠市未按计划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还试图以水源涵养林工程蒙混过关。
西郊、农安县、合隆镇污水处理厂超标
排放问题突出。

洮南市对群众举报的吉林雏鹰农
牧集团破坏草原生态及污染环境问题，
未认真调查即作出举报不实的结论。
洮南市有关部门对该企业违规拆分项
目予以备案审批。该企业敞开式粪尿
储池异味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活，并未
批先建多个违法项目，严重破坏草原生
态。蛟河市对采矿毁林问题和石材加
工园区环境问题整治不力，生态恢复流
于形式，甚至在砂石堆上直接栽种树
苗；石材加工园区污染治理设施简陋，
大量石粉随意堆放，最终随地表径流汇
入松花江。

四是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比较多

见。一些地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以
督察组“来不来”为标准，确定是否加大
整改力度，有的甚至寄希望调整规划或
区划范围来规避整改，试图蒙混过关。
珲春市寄希望通过调整东北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规划范围，让违法违规项目
合法化，整改方案要求，2018 年 8 月底
前完成对该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
的排查整治及生态恢复，但当地仅对第一
轮督察指出的 4个具体问题开展整改，对
保护区其他500余处违法问题视而不见。

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向督察组提
交虚假材料，谎称由畜牧部门负责办理
的破坏草原案件已全部作出行政处理，
但督察发现，有 18 起破坏草原案件，畜
牧业管理部门没有进行处理，另有 2 起
是在“回头看”进驻后临时制作的处罚
文书。长春市林业局未按整改要求核
准行政区毁湿情况，仅对各县区数据做
简单汇总。督察组随机抽查上报无毁
湿问题的德惠市，发现 6 块湿地有 5 块
存在毁湿开垦、采砂、排污等问题。白
城市未认真查处群众举报的智盛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违规生产实心黏土砖问
题，直至“回头看”进驻前，因担心问责
才对该企业关停取缔。仅白城大安市

境内就仍有 13 家实心黏土砖企业，其
中 11家仍在正常生产。

专项督察发现，吉林省近年来虽然
加强了辽河流域的污染治理，取得了一
些成效，但问题依然突出。

黑臭水体整治不力。辽源市在东
辽河支流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中决心
不够，截污干管迁移工程滞后，52 个河
道雨污混排口整治、垃圾清理和清淤疏
浚等工作均未启动，特别是从 2018 年 5
月起，在河道下游“建坝截污”，每日将
约 5000 吨河水提升至市政管网，但由
于辽源市污水处理厂长期超负荷运行，
每天 2 万余吨污水溢流直排，“建坝截
污”变成了“污染搬家”。四平市在南
河、北河黑臭水体整治中抓得不紧，擅
自将截污干管改造工程从整治方案中
调出，导致 68 个雨污混排口雨季污水
溢流问题突出，南河、北河入条子河河
口仍属黑臭水体。

入河排污口整治缓慢。省水利厅
作为全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部门，对
入河排污口底数不清，迟迟未能印发入
河排污口整治方案，导致各地整治工作
进度滞后。四平市 136 个入河排污口
中，有 93 个未完成整治；辽源市水利局

将全市 252 个排污口的监管职责推给
其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公主岭市 28
个入河排污口中，有 12 个未完成整治，
污染十分突出。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辽河流
域在污水处理厂建设、雨污分流、生活
垃圾处置等方面欠账较多。辽源市污
水处理厂、公主岭市污水处理厂长期超
负荷运行，扩建工程久拖未建。四平市
执法局在存量垃圾处置过程中，未经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未配套建设异味导排
和渗滤液收集处置设施，擅自对 30 余
万吨存量垃圾倒运和分拣后进行焚烧、
填埋，将治污变成新的污染过程。梨树
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收集设施不完善，
场内垃圾渗滤液四处横流，污染严重。
公主岭市垃圾填埋场已堆存 60 余万吨
生活垃圾，大量渗滤液和垃圾混合一
起，环境风险突出。

工 业 园 区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滞
后。辽河流域 13 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
中，有 7 个未按要求建设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每日约有 3 万吨污水排入东辽河
干支流；有 4 个依托城镇污水处理厂处
理工业废水，由于大量工业废水的进
入，导致这些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问题

时有发生。
督察要求，吉林省委、省政府要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
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政治责任。要坚守阵地，巩固成
果，以辽河污染治理为重点，加快解决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紧盯长白山违建
高尔夫球场及别墅问题后续治理工作，
确保生态修复到位；要强化城镇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持续实施伊通河、饮马河
污染治理；要持续加大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力度，做好商品煤质管控和秸秆禁烧
工作，加强自然保护区、林地、湿地和草
原管理。要依纪依法严肃责任追究，对
失职失责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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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委、省政府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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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移交吉林省委、省政府处理。

◆本报记者刘晓星

“今年这块地上的收成又有盼头了！”
河北省围场县三义永乡拐步楼村村民叶广
林指着脚下这块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脸
上绽放出了久违的笑容。

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生态环境部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在他家的田
地里忙碌着：反复校核水样和土壤样品的
采集点位、反复测量样品采取点位的深度、
反复对土样重量进行确认……

专家团队深挖优质土地资
源潜力，帮助村民走出贫困怪圈

曾经，这块土地的收成维持一家人的
生计已经是捉襟见肘。如何通过深挖优质
土地资源的潜力让村民走出贫困的怪圈？
生态环境部决定在对口帮扶的围场、隆化
两县有条件的贫困村开展有机农产品种植
认证工作。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生态环
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相关认
证工作。

完成认证必须要有 CMA 认证资质的
独立第三方出具灌溉用水和农田土壤的检
测报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纪委书记陈金
融向记者介绍说，由于贫困县不具备现场
采样分析能力，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水
室、土壤室的技术人员与河北省承德环境
监测中心的技术人员赴承德市隆化县、围
场县，配合完成了 20 个村 25 个点位的土壤
样品和 22个水样的现场采样及分析工作。

技术服务入户到家，给老百
姓送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认证专家们的到来，让村民们看到了
脱贫的希望。站在自己的地头上，叶广林
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引进种植内
蒙古的红米良种，加之进行有机种植，那么
一亩就增收 800元-1000 元。

而在叶广林看来，赶上了脱贫攻坚帮
扶的好机遇，现在村里人都在想着给这块
土地找出路，三五成群结队去外地选好的
良种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项目。

在土样监测现场，闻讯赶来的村民都
不时地向现场的专家们请教种植和认证相
关问题。

一位穿着军大衣、大头鞋的人带着满脸的焦虑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原来他是河北省文化厅驻围场县三义永乡三义永村的驻村干部尹
长森，看着专家们“送认证”到了自家门口，可急坏了这位“扶贫管家”。

“听到专家们来了，我急着赶过来。让专家们帮着看看我们村里种
植的中药材能不能也做个有机认证……”老百姓脱贫的机会来了，尹长
森这位驻村干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拐步楼村的小米有机种植面积由计划的 50 亩增加到了 100 亩，现
在又临时增加了近百亩的认证面积，专家们只能放弃休息时间，加班加
点地开展认证调研。

工程师李宗超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土壤室。在落日的余晖中，
一天高负荷的采样让这个一米八多的小伙子两腿酸软。但是，为了保
证高质量的数据，他双膝跪在地上，认真地测量着取样点的深度。

站在一旁的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有机食品中心主任肖
兴基在认真地给种植户讲解有机食品种植的注意事项。

在一问一答中，夜幕降临了。
从村情调研、农业企业生产基地现场考察与交流、基地水土样品采

集到对重点示范村有机认证标准培训，专家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技术服
务，更给老百姓们送来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仅仅两天时间，专家组在围场县共调研 9 个村，初步筛选了 13 个生
产基地进行有机产品认证；隆化县共调研 11 个村，初步筛选了 13 个生
产基地进行有机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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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招远分局日前在全市范围内针对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开展大气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整治各类扬尘污染源，
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到实处。图为执法人员在大秦家龙口粉丝厂
检查锅炉燃气排放情况。 季英德王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