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清单（威海市）

省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清单（日照市）

序号 问题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6
压力传导不到位。整改落实存在“上热下冷”“政热企冷”“冷热不均”的问题。有的干部认为，环保工作就是环保部部门一家的事；有的部门“管发展就要管环保”“管

行业就要管环保”“管生产就要管环保”的意识不强，甚至认为环保部门垂直管理改革和大部制改革之后，自己就没有有管环保的职责了，有隔岸观火心态；在落实整改措施

时，存在标准不高、要求不严的现象。

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市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7 贯彻落实国家、

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

不到位

督察发现，禁养区内被责令关闭的部分养殖场设施拆除不彻底。 市环保局、畜牧兽医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8 文登区大水泊镇岭上孙家村西南50米某养猪场，距离坤龙邢水库不足500米，虽然已经将生猪转移，但沉淀池、粪便收集存储等设施未拆除，随时可以恢复养殖。 文登区委、区政府

9

环境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

大气环境治理存在薄弱环节。城市扬尘污染管理不够精细化。部分区（市）和部门对扬尘污染治理查处不严、监管不到到位。督察中发现，城区内多处建筑施工工地、拆迁

工地未达到扬尘防治“六个百分百”要求，建筑工地现场沙（土）堆未覆盖、路面未硬化、运输车辆遮盖不严等问题较较为突出。多处路面年久失修，道路扬尘和城郊车辆管理

不够精细，散装物料运输密闭设施标准不高，城乡接合部存在工程车和渣土车未封闭运输的现象。建筑工地扬尘管理明明显存在管理粗放、标准不严的问题。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执法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公路局，各区

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0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相关部门未定期开展路面联合执法检查，监管能力不能满足机动车迅猛增长的需要。。本次督察期间，群众投诉的交通污染扰民的问题较

多。

市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环保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

（管委）

11 根据省“四减四增”方案要求，2018年每个设区市至少要建成5台（套）机动车尾气道路遥感监测设备，威海市至今尚未建设。 市环保局、公安局、财政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2
削减煤炭消费总量任务落实不力。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在威海市的能源消费中占比偏高，煤炭年消费量在1100万吨以上，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80%左右，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过低，占比仅7%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3个百分点。

市发展改革委等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各区市、开

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3 城市主城区和各区（市）城区供暖机组仍然以燃煤为主，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清洁化供暖未全面推开，散煤燃烧问题题依然存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经济和信息化委等威海市清洁取暖和天然气供销体

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4 督察期间发现多处散煤销售点，部分区（市）散煤销售查处力度较弱，各区（市）散煤销售场所统一规划建设工作进展展较慢。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工商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5

环境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

环境空气中的臭氧浓度指标有上升趋势。虽然2016年、2017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已经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但去年威海市臭氧浓度为159微克/立方米，刚刚达到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2018年继续达标的压力较大。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基础薄弱、底数不清，污染防治工作进展不力。
市环保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6

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污水管网整体规划布局存在欠缺。城市部分老旧生活小区存在污污水管网破损、沉降、断裂、与雨水管网交叉混排等

问题，个别偏远小区污水管网未接入主管网。有的污水管道高度明显高于雨水管道，存在污水渗漏后通过井口混入雨水水管道的现象。城市污水排放治理不到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财政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部分镇驻地及少数较大村，虽然建设了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但污水管网建设相对滞后，污水收集处理率不高；个别镇级级、村级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行经费得不到有效保

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环保局、财政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

政府（管委）

各区（市）农村厕所改造工作进展不平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市美丽乡村建设推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区市、

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17 督察发现，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规划设计处理生活污水，现进水多为工业污水，且长期超负荷运行。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环保局、财政局、国资委、水务集团，临港区工

委、管委

18 威海水务集团张村泵站提水能力不足，遇雨天进水量较大时，易造成污水外溢。群众举报投诉中，有反映张村泵站污水水外溢的情况。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务集团，环翠区委、区政府

19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明显不足。现有垃圾渗滤液处置设施的处置能力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目前，威海市正常运转的垃圾处处理厂有4个，年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难以满足处理需

求。农村垃圾处理需求持续增大，已经超出城市垃圾处置能力，而新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较慢。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20
环境污染防治形

势依然严峻

农业面源污染重视不够。全市果园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0%，全市亩均化肥用量为33 . 61公斤，比全省平均用量高5 . 88公斤，比全国平均用量高9 . 67公斤，有机肥的使用量偏

少；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措施在综合防治中所占比例偏小；河流及水库周边普遍存在着农田及蔬蔬菜大棚，在种植过程中由于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有

害成分残留在土壤之中，形成面源污染，污染物经雨水冲刷流入河流和水库，加重了水体富营养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治大多是分散防治，过量用药情况比较普遍。先进的无人

机机撒农药推广工作不足。果园反光膜回收与综合利用进展较慢，工作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

市农业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21
监管执法能力建设不足。市、区两级执法队伍和监管能力明显偏弱，未建立层级清晰、责任明确的环境执法队伍体系；；镇、村两级环保网格化队伍较弱，无专职人员，不

能发挥应有作用；环保执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不足，未有效借助本市“一个中心、四个平台”加强环境保护能力建设设。

市环保局、财政局、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中心，各区市、开发区党委

（工委）、政府（管委）

22

部分重点工作推

进不严不实

应关矿山关停不及时。根据威海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三年行动方案要求，2020年底前，全市重点区域及道路可视范围内151处矿山治理全部完成复绿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23
督察发现，文登区宋村镇李仙庄村委会与万和工程部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开采土石用于南海工程项目，明确规定使用期期限为2011年3月20日至2013年3月19日。截至督察时，

该点位未关停，仍发现有开采土石现象，且未进行复垦。
文登区委、区政府，市国土资源局

24
建筑垃圾管理不规范。威海市城市建设发展速度较快，市区拆迁、建设及公共建筑和居民装饰装修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垃圾，存在清运不及时和随意倾倒现象。《威海市建

筑垃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除了资源化利用以外，建筑垃圾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消纳场所处置。禁止向经批准的建筑筑垃圾消纳场所以外的区域倾倒建筑垃圾。督察发现，威

海市仍然存在建筑垃圾无序堆放和破坏景观的问题。

市城管执法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

（管委）

25 柴峰小区北山建筑垃圾长期大量堆积，对山体和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群众多次举报，一直未有效解决。直到督察期间，，群众再次举报，才开始全面整治。 高区工委、管委

26
海洋食品加工等传统行业整治力度需进一步加大。在小型鱼粉厂整合改造、上大压小和淘汰低端产能等方面，存在政策策解读不到位、被关闭企业不理解等问题，在引领企

业走向高端化、规范化、集约化上发力不够，群众信访问题较多。
荣成市委、市政府，临港区工委、管委

27

中央环保督察期

间交办件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环境问题尚未

得到有效解决

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不够。对反复举报的信访问题，缺乏解决的有效措施，尚未建立长效机制。中央环保督察信访访交办件中涉及油烟的23项，噪声60项，分别占问题总

数的9 . 39%，24 . 49%；本次省级环保督察信访交办件（截至9月17日）中涉及油烟的64项，噪声67项，分别占问题总数的15 . 20%，15 . 91%。工作中没有举一反三，只注重解决群众投

诉举报的问题。对群众投诉餐饮油烟污染问题，只要求被投诉的饭店进行整改，对其邻近的其他饭店污染却不闻不问。。

市城管执法局、环保局，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28 督察发现，高区恒瑞街多家饭店油烟污染问题群众反复举报，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高区工委、管委

29
有的地方对群众举报的建筑工地夜间施工问题加强了管理，却对其它未被举报的工地噪声污染问题熟视无睹。督察组夜夜查发现，被群众举报的湾九里建筑工地夜间并未进

行施工，但其对面的砂场，装载机、大货车、货船装卸砂石，噪声污染严重，因为无人举报，执法部门未进行制止。
环翠区委、区政府

30
化工园区认定工作进展缓慢。化工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截至目前，威海市尚无一个化工园区通过省级化工园区认认定，致使分布在园区外的企业迟迟不能实现“退城

进园”。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区市、开发区党委（工委）、政府（管委）

31
个别项目的整改落实达不到要求。在核实威海火车站进站口噪声污染举报件整改情况时发现，该站没有采取有效的隔声声、消声措施，制定的整改方案与实际采取的整改措

施也不一致，未达到有效的整改效果。

济南铁路局烟台车务段威海站，市交通运输局、发展改革委、铁路局，

威海交通场站

32
督察发现，乳山黄垒河中游南黄镇湾头村段采砂场，施工设备拆除后堆放在原采砂点附近。现场封存1 . 4万立方米已开采的河砂，未进行有效覆盖和转运清理。少数关停企

业“两断三清”不彻底。
乳山市委、市政府

33 高区恒多建材厂、都城混凝土搅拌站、荣成市虎山镇得胜寨村冠通建材厂存在暂存物料未覆盖或设备未拆除等现象。 高区工委、管委，环翠区委、区政府，荣成市委、市政府

34 正在南海新区建设的市固废综合处置中心工程进展缓慢。 南海新区工委、管委，市环保局、国土资源局

35 督察发现，威海世一电子有限公司存在危废库建设不规范、标识牌不清、未按要求设置围堰、门窗未有效密闭等情况。。 综保区工委、管委，市环保局

36

中央环保督察期

间交办件和群众反映

强烈的环境问题尚未

得到有效解决

磷石膏非法掩埋问题整改不彻底。在对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的乳山恒邦化工磷石膏非法掩埋问题整改过程中，未就挖出转转移运输的磷石膏落实防雨措施，导致部分含磷的污

染物随降雨融渗进入黄垒河，造成入海口断面2018年以来有4个月水质劣于五类，其中总磷指标最高超标3 . 6倍，2018年全年实现均值达标十分困难。
乳山市委、市政府

序号 问题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1

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工作不平衡、不彻

底

有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不到位，整改力度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未能充分认识到抓好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是贯彻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是对政治站位高不

高、政治觉悟强不强的重大考验。整改过程中，环境保护责任考核、规划目标引领性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分工负责责、相互协调、齐抓共管的环境问题整改机制还不健全，

压力传导不够，“上热、中温、下冷”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督查考核局、市审计局、市环保局等部

门，各区县党委、政府

2 被动性整改、修复性整改多，主动性整改、建设性整改少，整改力度不够，整改效果有待提高。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在整改措施不力，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环保局等部门，各区

县党委、政府

3
部分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存在薄弱环节。截至督察时，日照钢铁集团已淘汰1座90平方米和1座180平方米烧结机、1座450立方米高炉、1座60吨转炉，剩余1座180平方米烧结

机、1座450立方米高炉、1座60吨转炉尚需按要求推进。
市经信委、岚山区委、区政府

4
煤炭消费总量仍居高不下。日照市2017年全年煤炭消费总量为1235 . 3万吨，超出1227万吨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指标。日照市2018年度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尚未制定，减

煤控煤缺乏有效措施。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住建局、市环保局等部门，各区县党委、政府

5
东港区的大山前废弃采石场、陡岭子—后山前废弃采石场是《山东省矿山复绿行动实施方案》明确的应于2015年底完成治理工作的地质环境问题突出矿山，但直至2018年5月

和6月份，这2处废弃采石场才分别开展治理工作的招投标事宜。
市国土资源局，东港区委、区政府

6
督察整改长效机制不够完善。个别地方对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存在点对点整改、为整改而整改的情况，，部分整改工作表面化、治标不治本、长效机制不健

全，后续根治工作不到位，部分整改问题出现反弹回潮。2016—2017年环境空气的二氧化氮出现波动、2018年一季度煤炭消费总量反弹、一些“散乱污”企业整治提升标准不

高、部分违规化工企业停产不力、禁养区畜禽养殖清理不彻底、禁燃区仍存在散煤燃烧等。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畜牧兽医局等部

门，各区县党委、政府

7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工作不平衡、不彻底

基层环境监管能力不足。日照市环保执法机构仅设到区县级，环保执法“最后一公里”问题仍没有解决。部分乡镇环保保机构力量薄弱，人员配备不到位，多为兼职人员且

调整频繁，业务培训不够，工作积极性不高；环境监管网格化体系乡、村居三、四级网格存在人员不足、巡查监管不力力、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对网格内的环境问题难以做

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查处。

市编办、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环保局等部门，各区

县党委、政府

8

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存在短板

产业结构偏重、煤耗高，大气环境形势严峻。产业结构偏重、煤耗高，大气环境形势严峻。日照市钢铁、火电、石化等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占比高，工业能耗中煤耗占比

大，并且钢铁、火电、石化等产能仍在不断增大，岚山区钢铁、焦化、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集中，大气环境形势势严峻。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环保局，各区县党委、政府

9
日照市二氧化氮2016—2017年连续两年不降反升，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2016—2017年连续两年的年均改善率、2017年浓度指标均未达到《山东省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

治规划二期行动计划（2016—2017年）》目标要求。

市环保局、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局等部门，各

区县党委、政府

10 日照钢铁集团现有设施的废气排放提标改造工程进展缓慢。 市环保局，岚山区委、区政府

11 莒县大自然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现有设施的废气排放提标改造工程进展缓慢。 市环保局，莒县县委、县政府

12
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推进不够，“散乱污”整治不彻底。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推进不够，督察发现，2017年日照市清洁煤配送体系建立较晚，有的县区在进入采暖期后的11

月份才建立，县城、乡镇基层清洁煤推广力度偏弱，2017年冬季采暖期间农村个别地区仍存在普通散煤燃用问题。
市经信委、市工商局、市环保局，各区县党委、政府

13 “散乱污”整治不彻底，个别乡镇存在“散乱污”企业“两断三清”不彻底、整治提升标准不高等问题。未批先建、批批建不一的问题依然存在。 市环保局，各区县党委、政府

14 岚山区中楼镇橡塑产业集聚区仍有长晟橡塑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无规划、土地等手续。
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岚山区党委、政府

15 五莲县石材产业园等县级以下产业园区（工业聚集区）内仍有多家企业无规划、土地等手续。
市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各区县党委、政府

16 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28家在生产木材加工企业规划、土地、环保等手续不完善，部分企业木渣露天堆放。
市规划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岚山

区委、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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