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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金海 钱晓晨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突发
性环境事件时有发生。因其突发性、紧
迫性、不确定性等特点，给企业和社会
造成严重危害。

企业是防范环境风险、落实环境安
全责任的主体，是突 发 环 境 事 件 的 第
一 道 防 线 。 增 强 企 业 应 对 突 发 性 环
境事件的能力、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能
力和水平建设，不仅是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的保障和前提，也是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更关乎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社
会稳定。

企业须高度重视环境风险防范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加剧，许多企
业在面临巨大市场竞争压力的同时，也
受到各种环境风险的制约。环境风险
一旦转化为突发环境事件，企业的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受到影响，而且用于
恢复生产、环境修复以及损害补偿的费
用更为昂贵。

随着《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
行）》的颁布，企业的环境信息将置于公
众监督之下，负 面 的 公 众 舆 论 和 社 会
评 价 势 必 对 企 业 形 象 和 信 誉 产 生 不
利影响。因此，企业必须具备防范环
境风险的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在日
常的经营活动中保持警惕，全面排查
诊断企业从建立到生产、储存、流通、
加工、销售各个环节中的环境风险，预
防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发 生 ，做 到 防 患 于
未然。

近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推进下，我 国 在 防 范 和 处 置 企 业 突 发
性 环 境 事 件 上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效 。 环
境 应 急 管 理 体 系 的 建 立 和 落 实 是 一
项长期工作，企业必须重视环境风险
防范，形成系统化、科学化、常态化的
环境应急管理体系，积极有效地防范
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从而最大限度
地 避 免 或 减 轻 突 发 性 环 境 事 件 带 来
的危害。

应对突发事件的3个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是企业可能面临的
典型环境风险之一，企业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应坚持 3个原则：

一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应急处
置，预防先行。有效应对和处置突发环
境事件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做好风险防
范措施。与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相比，
事先防范成本较低且能够有效避免或
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企
业必须树立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建立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制定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在其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中加强对相关环境的数据监测，坚
持防控在先、预警在先，排查隐患，防患
于未然。

二是部门联动、权责统一。在应急
处置的过程中，企业应遵循各部门联合
管 理 的 原 则 ，明 确 分 工 ，做 到 权 责 统
一。由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具有突
然性，这对企业如何合理应对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企业负责人是企业内部应
急处置的最高指挥者，应负责安排并督
促企业环境应急工作人员做好应急处
置工作。同时，企业各部门必须积极响
应，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排查隐患，切
断污染传播途径。

三是信息通畅、快速响应。一旦发
生突发环境事件，企业必须保持信息通
畅，对内要求各部门信息共享，查明风
险源以及污染源相关数据，实时发布监
测数据与应急状况；对外要求企业及时
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
县 级 以 上 相 关 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报
告。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企业应积极
响应政府部门的领导，切实履行环境安
全职责，按规定主动报告事故情况，参
与救援与处置，配合事件原因和责任
调查。

我国相关法律对企业在预防突发
环 境 事 件 中 应 尽 的 义 务 作 了 详 细 规
定。《环境保护法》规定：“企事业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
关部门备案。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
发环境事件时，企事业单位应当立即采
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
单位和居民，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有关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
理办法》规定：“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
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调查期间应当
依法配合调查工作，接受调查组的询
问，并如实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数据、
记录等。”

构建全过程应急管理体系

环境保护部审议通过的《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管理办法》进 一 步 明 确 了 环
保 部 门 和 企 事 业 单 位 在 突 发 环 境 事
件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定位，从风
险 控 制 、应 急 准 备 、应 急 处 置 和 事 后
恢 复 4 个 主 要 环节构建全过程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首先，采取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完

善基础设施等风险控制措施完善应急
管理体系。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开展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工作，制定本企
业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根据《企业突
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除
了一些特定行业，企业应从 5 方面进行
环境风险评估，即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
识别、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
分析、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环境应急管
理差距分析、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
措施的实施计划、划定突发环境事件
等级。

企业应设立专门的环境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队伍，确定企业环境风险点，
对企业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行定期、定点
的检查，明确检 查 、巡 查 的 频 次 ，建 立
整改落实和跟踪督查的保障机制，并
建 立 排 查 档 案 。 对 于 发 现 后 能 够 及
时治理的安全隐患，企业应当立即采
取 治 理 措 施 ，消 除 环 境 安 全 隐 患；对
于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环
境安全隐患，应当制定隐患治理方案，
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及时消除
隐患。

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企业应当按
照环保部门的有关要求和技术规范，完
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包括有
效防止泄漏物质、消防水、污染雨水等
扩散至外环境的收集、导流、拦截、降污
等措施。

其 次 ，要 做 好 应 急 准 备 环 节 相 关
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阶段，企业
应当在开展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风 险 评 估
和 应 急 资 源 调 查 的 基 础 之 上 制 定 突
发 环 境 事 件 应 急 预 案 。 应 急 预 案 的
重点是现场处置预案，侧重明确现场
处 置 时 的 工 作 任 务 和 程 序 。企业在
制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时，应当立足于
企业经营内容以及企业地理环境和应
急资源准备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
化不断完善修订，确保预案切合实际、
有效实用。

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企业应
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根据演练的实际情况及时修改完

善应急预案。要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对从业人员定
期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知识培训。
同 时 ，储 备 必 要 的 环 境 应 急 装 备 和
物资。

第三，完善突发环境事件中企业的
应急处置制度。

企业造成或可能造成突发环境事
件时，应当立即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切断或者控制污 染 源 以 防 止 危
害扩大，并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
单位和居民，以及向事发地县级以上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
理 。 企 业 应 当 服 从 环 保 部 门 的 统 一
指挥，全面提供本单位应急处置相关
的技术资料，协助维护应急现场秩序。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必须为危险化学
品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指导并履行
相关职责。

第四，从事后恢复环节完善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企业应积极
投入事后恢 复 工 作 ，配 合 有 关 部 门 展
开 污 染 损 害 评 估 工 作 。 企 业 对 于 造
成 的 环 境 污 染 ，应 积 极 补 救 ，做 好 环
境修复工作；对于造成的相关财产损
失及人员伤亡，应当给予补偿。企业
还 应 当 配 合 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 门开展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编制应急总结报
告，总结事故原因以及应急工作的缺点
与不足。

除此之外 ，企 业 还 可 以 通 过 引 入
第 三 方 环 境 治 理 机 构 和 投 保 环 境 责
任险等措施，提高自身环境风险管理
的 能 力 ，降 低 自 身 和 社 会 的 损 失
风险。

作者单位：朱金海，北京市中伦（上
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钱晓晨，华东政
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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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

党风廉政建设大家谈

◆王建民

落实“两个责任”，是从严治党的根
本要求，是推动环保系统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然而，一些地方环保部门在落
实“两个责任”过程中出现主体责任不
实、监督责任乏力等问题，亟待解决。

落实“两个责任”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基层单位落实“两个责
任”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主体责任落实不够。个别基
层单位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的龙
头作用体现不够，还是以纪委（纪检组）
的监督责任来代替党委（党组）的主体
责任。有的单位党委（党组）在年初轰
轰烈烈签订责任书，平时工作则很少过
问，党风廉政建设“讲起来重要，抓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是落实监督责任乏力。随着“三
转”工作的不断深化，一些单位重新调
整 了 纪 委 书 记（纪 检 组 长）的 工 作 分
工，但一些纪检部门领导思路仍未彻底
转变，监督责任落实不力。

三是落实方法肤浅。一些地方落
实“两个责任”的主要模式仍是“年初开
会部署、下发文件责任分解、年终检查

考核”，落实措施与方法较为单一，难以
充分调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履行“一岗
双责”的主动性、积极性。

“两个责任”落实不力的主要原因

“两个责任”落实不力的原因有：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基层

单位对“两个责任”的要求在理解上有
偏差，导致主体责任意识模糊淡化。有
些党委（党组）负责人把“一岗双责”的
要求理解为自己带头廉洁自律就行了，
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和中心工作脱节。
同时，一些基层纪委（纪检组）在执纪办
案方面存在畏难情绪，担心领导不支
持，查出问题领导不满意。

二是责任内容不明晰。一些基层
单位制定的落实“两个责任”的实施办
法从形式到内容不规范，规定的内容过
于笼统、原则，责任分解不够明确具体，
对领导班子和个人承担的责任没有很
好地与本地、本部门的职能和工作实际
相结合，对“两个责任”具体怎样落实、
不落实怎么办等尚未作出明确要求，相
关规定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工作体制不顺畅。大部分派
驻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都没有真正独
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同级党委（党
组），使得监督执纪问责面临压力，监督
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不够，且这种情况越
到基层越突出。

四是责任追究不到位。一些地方
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相关人员追
究力度不够，很少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对落实“党政同责”不力的相关人员追
究力度也不够，存在不想追究、不愿追
究、不敢追究、难以追究的现象。

落实好“两个责任”的建议

落实“两个责任”，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是树立责任担当意识。党委（党

组）书记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
人，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对重要工
作、重大问题、重要案件亲自部署、亲自
过问、亲自督办，对班子和干部队伍要
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自觉当
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践行者、引领
者。要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

失职”的认识，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分
内之事、应尽之责，把责任压紧压实，把
压力传导到位。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
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党风廉
政建设，确保业务工作管到哪里、党风
廉政建设就深入到哪里。

二是完善责任体系。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总体包括选人用人、正风肃
纪、教育监督、案件查办、以上率下等方
面内容。各级党委（党组）要紧紧围绕
这些重点工作，积 极 履 职 ，主 动 担 责 ，
以 点 带 面 ，推 动 主 体 责 任 全 面 落 实 。
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重点厘清主
体 责 任 清 单 ，对 党 委（党 组）班 子 、党
委（党组）书记、班子成员应负什么责
任，应逐一明确。要比照主体责任清
单 ，逐 级 厘 清 各 基 层 党 组 织 责 任 ，防
止出现责任虚置不清的现象，做到责
任 具 体 化 、明 确 化 、全 覆 盖 。 要 细 化
责任落实举措，制定主体责任分解表，
层层签订责任书，逐步形成完整的主体
责任落实体系。

纪委（纪检组）要按照聚焦中心任
务、突出主业主责的要求，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监督责任的履行，推进
基层纪委（纪检组）“三转”。要着重明
确、细化“检查、督导、纠错、考评、追责、
惩戒”等环节上应负的责任，创新监督
方式，完善纪委（纪检组）对同级党委

（党组）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的监督机制。纪检机关
对派驻纪检组要全面负责，既要管机构
管人，又要管保障管事，割断派驻机构与
驻在部门的利害关系，让派驻机构干部轻
装上阵，心无旁骛地开展监督工作。

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动员千遍，不
如问责一次。地方各级党委（党组）要
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领导，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
督，支持纪委（纪检组）查处违纪违法问
题。地方各级纪委（纪检组）要严格监
督，领导班子成员要定期调研指导、座
谈交流，约谈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要建立责任追究典型问题通报制度，问
责一个、警醒一片，以问责倒逼“两个责
任”落实。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环保局

◆王逊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群
芳之中，吾所最爱者，莲也。目光所
至，画面深浅自如，气韵柔美，多得神
意。身处淤泥之中，立根污秽之内，却
纤尘不染，浊意不侵，愈显高贵可爱。

爱花之深，在乎花品。识人之至，
在乎德行。想来古代的清官与廉士大
多偏爱莲花之美，不仅爱她的淡雅幽
媚，尤其爱她的品行之美。北宋濂溪
先生曾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香远益清，亭亭净直，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
丹 ，花 之 富 贵 者 也 ；莲 ，花 之 君 子 者

也。”濂溪先生一生为官正直，数洗冤
狱，为民做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
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
行、澹泊明志的体现。他认为，要在官
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如同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可见为官廉洁
自好的宝贵。

莲者，廉也。青莲之意，贵在清
廉。莲花的可贵，在挺拔秀丽的芳姿，
在清逸超群的令德，特别是可敬而不
可侮谩的嵚崎磊落的风范，值得我们
作为为人行事的准则。莲，立于池水
之间，不显媚态，不为风之摇摆。人的
胸怀中如果有这样的一股气势，把严于
律己、廉洁奉公作为自己的信仰，便会有
高尚的人格。

《晏子春秋》写道：“景公问晏子
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
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
无不雩涂，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
也。’”为政之德，只有像水那样保持至
清之德，才能涤除尘垢，使政治永保清
明公正，国家永保兴盛昌隆。

清水浮青莲，浊水污，而莲不为其
所动。人处天地社会之间，身临种种是
非诱惑，心清则为人清，心正则人正。万
事以清为首，堪称君子也。要学莲之品
性，观民生，思民意，待人以坦诚，为事以
实干，展露清廉自然的内在之本。

党中央号召我们学习贯彻“三严
三实”精神，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
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
情操。笔者认为，党员干部要学莲，廉
洁奉公，扎实肯干，保持力度，保持韧
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
安全中心

新爱莲说
廉政随笔

本报讯 为更好地发挥“派”的权
威和“驻”的优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监督责任，近日，中央纪委驻环境保护
部纪检组研究制定了《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的实施意见》，提出 28条措施。

明确工作内容。驻部纪检组要切
实履行监督责任，监督检查驻在部门
领导班子及中管干部，以及机关各部
门和部属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遵守
党章党规党纪，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决议，贯彻中央有关环境保护、生态
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决策部署，遵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情况，贯彻

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选拔任用干部
情况，加强作风建设、依法行使职权和
廉洁从政等情况；要做好问题线索处
置和执纪审查工作，重点查处部司局
级干部违纪行为，健全并落实信访举
报受理、登记、审查、向实名举报人反
馈、集体排查违纪问题线索和案件线
索集中管理等规定，确保违纪问题得
到及时有效查处；要督促部党组履行主
体责任，采取有效方式，督促部领导班子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督促部
党组主要负责人切实承担第一责任人的
职责，督促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

责”，督促部党组加强作风建设，建立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完善监管措施。

转变工作方式。驻部纪检组要深
刻领会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抓早抓小，用
纪律和规矩管住全体党员干部。

强化保障措施。要按照“打铁还
需自身硬”的要求，加强干部日常管理
和监督，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
严监督，加强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
坚守责任担当，提高履职能力，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努力打造忠诚、干
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 刘超群

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
中央纪委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提出强化监督执纪问责28条措施

本报讯 为让党员准确理解和把
握《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精神实质，
陕西省西安市环保局党委、纪委近日召
开环保系统贯彻落实准则和条例会议。

会议以“守纪律讲规矩，自觉遵守
《准则》和《条例》”为主题，从 4 个方面

详尽阐明了准则和条例出台的历史背
景及重大意义，介绍了准则和条例在
修改过程中的相关情况，并就如何贯
彻执行准则、条例提出了办法和措施。

西安市环保局相关领导表示，会
议的召开对深化落实“两个责任”、推
动环保工作任务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市环保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扛好主
体责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
管理监督。同时，各单位环保纪检监
察干部要敢于担当，加强对“三重一
大”等热点问题的监督。

会议要求全市环保系统党员干部
不断增强法纪 意 识 、责 任 意 识 和 担
当 意 识 ，以低调务实、埋头苦干的作
风，以为民务实、清正廉洁的行为，以
勇于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推动环保
事业快速健康发展。 王双瑾

西安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

维护新闻传播公信力
严防虚假新闻报道

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67112039

◆张运帷

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决策部 署 的 重 要 举 措 ，是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各 级 地 方 政 府 的 重
要 工 作 之 一 。 但 是 在 以 往 的 各 类
创 建 工 作 中 ，一 些 地 方 流 于 形 式 ，
在 推 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方 面 没 有 发
挥出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当前
应 通 过 创 建 工 作 积 极 推 动 地 区 生
态文明建设。结合工作实际，笔者提
出以下建议：

一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编
制出高质量的规划。根据相关文件
要求，创建工作启动后，编制（修编）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即成为首
要工作任务。规划不仅是技术评估
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一个地
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规划质量的
好坏将直接影响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的水平，因此编制出高质量的规划显
得尤为重要。

为 使 规 划 能 有 效 指 导 地 区 生
态文明建设，建议地方环保部门要
对 规 划 编 制 单 位 提 出 以 下 几 点 具
体要求：

在内容上，要紧紧围绕生态空
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
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方面展开（村
镇规划应根据编制指南适当简化），
力求把生态文明的要求融入地区发
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充分体现“五
位一体”，在思路上要特别凸显生态
理念和环保主张。

在设定目标和任务的要求上，要
能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文件要
求，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也
要接地气，充分结合地方特点特色，
能够有的放矢地指导地方生态文明
建设。

二要抓住机遇实现创建对日常
工作的有力助推。以往一些地方创
建工作是牵头部门在整理台账资料
时才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数据进行汇
总，往往不能用指标指导其他部门
的日常工作。笔者认为，生态文明
示 范 区 创 建 拥 有 更 为 有 利 的 资 源
优势，环保部门可借此机会扭转被
动局面，更好地用创建工作助推生态

文明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 意 见》，各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对 本 地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负 总 责 ，确 立 了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创 建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 党 委 、政 府 全 面 有 力 的 协 调 ，
是实现创建助推日常工作的先天优
势，地方环保部门要充分借助党委、
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动创建工作和生
态文明建设。

当前，环保部门要抓紧时间对创
建指标逐项逐年细化分解，横向分解
到板块、部门，纵向 分 解 到 年 度 ，编
织成一个达标节点网络，并以此作
为 骨 干 框 架 编 制 当 地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年 度 工 作 要 点 、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书 等 文 件 ，报 请 党
委、政府印发实施和牵头进行督查
考 核 、建立追究问责机制，使创建指
标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抓
手和指挥棒。

三要通过创建带动群众广泛深
入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群
众，群众既是 最 终 受 益 者 ，也 是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的 基 础 力 量 。 生 态 文
明 创 建 指 标 的 实 现 需 要 群 众 广 泛
和 深 入 的 参 与 ，如 绿 色 生活需要群
众主动践行，生态文化需要群众认真
学习和努力传播，这为在群众中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社会监督机
制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
要机遇。

创建地区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
在创建过程中采取以下措施，带动群
众积极参与生态 文 明 建 设 。 要 加
大 宣 传 和 信 息 公 开 力 度 。 充 分 利
用各种传统和新兴媒体，以喜闻乐
见的方式宣传生态文明，提高群众
知晓度，帮助群众树立生态文明观
念 ，理 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各 项 政
策 。 要 鼓 励 技 术 创 新 。 鼓 励 企 业
向社会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符合生
态 环保理念的产品供群众选择，如
节能、节水器具等。要运用经济、政
策等手段引导群众践行生态生活，如
出台垃圾分类政策，实施阶梯电价、
阶梯水价、阶梯气价，建设便捷高效
的公交系统，推广免费的公共自行车
借还服务等。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环保局

加强示范区创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