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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安蓓、胡璐、闫起磊)国家
发展改革委 2 日发布《关于创
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
制的意见》，明确到 2020 年，我
国将基本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
的价格机制、价格政策体系。

推进污水处理服

务费形成市场化

“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
济运行成本是改革的核心要
义。”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
长岳修虎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城镇污水处理费是按照
“污染者付费”原则，由排放污
水的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专项用
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
行和污泥处置的费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
牛育斌说，总体看，目前绝大多
数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已基
本能够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
置成本。但随着环保标准提高，
部分企业污水处理成本上升，
污水处理费不能满足更高环保
标准的要求；乡镇、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滞后、收费制度没
有全面建立等问题仍然存在。

意见提出了五项政策措
施：一是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费
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建立企业
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鼓
励地方根据企业排放污水中主
要污染物种类、浓度、环保信用
评级等具体情况进行差别化收
费；三是建立与污水处理标准
相协调的收费机制；四是探索
建立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
五是健全城镇污水处理服务费
市场化形成机制。

牛育斌说，将加快构建覆
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运
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价格机
制，积极推进污水处理服务费
形成市场化，形成能够支撑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价格形成机
制。

2020 年底前全国

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

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制度
意见明确，全面建立覆盖

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
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
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
制。

2020 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制度。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伴学说，将积极推进城镇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方式改革，对配套设施完备、已经具备条
件的用户，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并实行分类垃圾与混合垃圾
差别化收费等政策。“具体说，就是对分类投放垃圾的，可以
适当实行低一些的收费标准；对不分类投放垃圾的，实行高
一些的收费标准。”

意见明确，按照补偿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
各环节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危险废物处置
收费标准，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

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据介绍，我国人均水资
源量约 21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

“当前城镇供水价格和农业用水价格总体依然偏低，且
调整周期长，价格与成本普遍倒挂，‘多用水多付费’的累进
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不利于城镇供水行业健康发展和
农田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也难以调动用户节水积极性。”
周伴学说。

意见提出四项政策措施：
一是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明确 2020 年底前，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缺
水和地下水超采地区，以及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要率先完成改革任务。

二是完善城镇供水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将居民用水价
格调整至不低于成本水平，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至补偿成
本并合理盈利水平，进一步拉大特种用水与非居民用水的
价差，适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三是全面推行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四是建立有利于再生水利用的价格政策，促进再生水
利用。

“建立健全补偿成本、合理盈利、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
进节约用水的价格形成和动态调整机制。”周伴学说。

对高耗能行业实施更加严格的差别化

电价政策

用电费用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资源配置的重要杠杆。意见出台了三
项电价支持绿色发展政策：

一是对高耗能行业实施更加严格的差别化电价政策。
明确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扩大差别电价、阶梯电价
执行的行业范围，提高加价标准。全面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
业的优待类电价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价格优惠政策。严格
落实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等 7个行
业的差别电价政策。

二是加大峰谷电价实施力度，运用价格信号引导用户
合理用电。

三是降低用电成本支持环保行业加快发展。2025年底前，
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电、电动汽车集中式充
换电设施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水淡化用电，免收容
量电费。岳修虎说，此举可降低这类企业用电成本 14%左右。

意见明确，支持各地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条件、污染防治
形势、产业结构特点，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等，研究制定符合
绿色发展要求的具体价格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制定基
于更严格环保标准的价格政策。同时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
对冲价格调整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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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麦纳麦 7 月 2 日电(记者施洋、汤
洁峰)2 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 42 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梵净山成为中国第 53 处世界遗产和第 13 处世
界自然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自然遗产评估机构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认为，梵净山满足了世界自然遗
产生物多样性标准和完整性要求，展现和保存
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物多
样性。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
山脉主峰，遗产地面积 402 . 75 平方公里，缓
冲区面积 372 . 39 平方公里。梵净山生态系统
保留了大量古老孑遗、珍稀濒危和特有物
种，拥有 4395 种植物和 2767 种动物，是东
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物种最丰富的热点区域
之一。

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唯一的栖

息地和分布地，也是水青冈林在亚洲最重要的
保护地，是全球裸子植物最丰富的地区，也是
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中苔藓植物最丰富的地
区。

贵州省申遗工作团团长、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厅长宋晓路说，梵净山成功申遗是国
际社会对梵净山自然遗产价值和保护管理工作
的认可，是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贡
献，是中国着力构建生态多样性保护网络取得
明显成效的缩影。

宋晓路说：“今后我们将严格按照世界
遗产委员会决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的要求，完善保护管理规则，加快
做好遗产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保护管理，
确保世界自然遗产资源在我们这里彰显魅
力，永续传承。”

贵州梵净山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新华社南京 7 月 2 日电(记者郑生竹、陆华
东、秦华江、朱国亮)近日，中央环保督察对江苏
泰州市泰兴市进行“回头看”，发现两年前交办
处置的一处化工废料填埋点的大量化工废料，
丝毫未动就宣布完成整改；另一处污泥堆放点
不减反增，从 2 万多吨增至约 4 万吨。

生态环境部对此严厉通报批评。如此严重
的环保问题，地方政府为何视而不见，有的问题
甚至在督察后变本加厉？“新华视点”记者进行
了调查。

环保督察组批评：两年未整改

还变本加厉，面对督察百般隐瞒

6 月 11 日、20 日，在间隔不到 10 天的时
间里，生态环境部官网两次刊文，通报批评泰兴
市“两年未整改还变本加厉”“面对污染无动于
衷，面对督察百般隐瞒”。

据生态环境部 11 日的通报，2016 年第一
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督察组发现泰兴市滨江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违规将大量污泥堆放在长江
干流岸边。这一污水处理厂接纳大量化工企业
废水，其污泥成分复杂，应按危险废物处理。

随后，督察组将此作为重点案件转交地方
整改。泰兴市政府于 2016 年 8 月反馈，污泥池
已经停止使用，并公开承诺 2016 年 11 月底前
启动污泥规范化处置。然而，今年 6 月 9 日，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时发现，原来认定的约
2 . 3 万吨污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约 4
万吨。

据生态环境部 20 日的通报，还是在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群众举报泰兴化
工园区在长江江堤内侧填埋大量化工废料，表
层覆土掩饰，外表几乎看不出来。

这一案件作为信访件转办后，泰州及泰兴
两级政府反馈，这些固废是木薯渣以及拆迁的
建筑垃圾，不存在违法掩埋化工废料问题。随
后，泰兴市有关部门仅将掩埋区域露天堆放的
木薯渣及建筑垃圾简单清理后，即向上级反馈
完成整改任务。

此次“回头看”过程中，督察人员调来挖掘
机，对群众举报区域随机选点试探性挖掘。仅仅
数铲之后，半米左右的沙土层之下就现出黑色

的化工废料，刺激性气味强烈。
督察组连发两份通报，痛批泰州及泰兴

两级政府“对督察整改敷衍塞责，而且变本加
厉”“明知违法大量掩埋化工废料，却无动于
衷；明知已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却对督察组百
般隐瞒”。

曾试图将污泥用于制砖，当

地强调化工废料是历史遗留问题

泰兴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
记者 6 月 21 日在现场看到，滨江污水处理厂
的污泥倾倒点位于泰兴市滨江镇头圩村，距
离长江大堤仅约 30 米，现场有三个污泥堆积
池。其中一个污泥池四周有水泥挡墙，污泥已
干涸，泥面覆盖着塑料膜和稻草。另外两个污
泥池则由土堤围成，看不出有任何防护措施，
池面泛着黑水，恶臭刺鼻。

据生态环境部通报，就在督察人员现场
检查时，还有翻斗车开来，往一个没有任何防
护措施的池内倾倒泥浆。督察人员现场简单
测试显示，池中污水 pH 值达到 11 左右。现
场还看到，有渗滤液汩汩流出，进入一侧水
塘。检测表明，塘边积水 pH 值约为 9，池塘

水已遭污染。
滨江污水处理厂以混合处理的方式，

处置来自化工园区工业污水和城镇居民生
活污水。依据中央环保督察组意见，其污泥
成分复杂，应按危险废物处理。然而，滨江
污水处理厂却将大量污泥堆放在江边，意
图通过第三方检测确认为一般工业废弃物
后再加以处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一污水处理厂还
试图将这些污泥交给当地一家建筑材料厂
当作制砖材料加以利用。“如果被检测为一
般工业废弃物，可掺杂到黏土砖中。”泰兴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说，“后来因
这一建筑材料厂环评手续不全和缺乏相关
设备而被搁置。”

此外，泰兴化工园区填埋化工废料的
地点距离污泥堆放点不到 3 公里。记者在
现场看到，这一填埋点西临长江堤岸不到
50 米，污染地块已加装绿色保护网和防尘
隔离栏，有两台挖掘机正在开挖排水明沟。

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泰兴化工园区委托第三方进行的调
查表明，这一填埋点化工废料等垃圾总量
达 31950 立方米，分布范围 9000 平方米，

分布深度 0 . 25 米至 8 . 3 米。场地周边土壤和
地下水均已受到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重金属
和有机污染物。

两处数万吨危废就填埋在长江边，给周边
环境和长江水质安全带来巨大威胁，为何地方
政府丝毫未改？

“危废处置费用是一般固废的 10 多倍。”滨
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国家直
言。

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新宇说，
这一填埋点是上世纪 90 年代园区启动建设
时，为修筑防洪大堤取土而形成的沟塘。在
1992 年至 2005 年间，当地一些企业和个人将
化工废料、建筑和生活垃圾堆放掩埋至此，后
渐渐演变成“垃圾填埋场”。

“那时没有工业废弃物管理规范，垃圾焚烧
厂等环保配套设施几乎为零，管委会的环保部
门很晚才成立。”王新宇向记者反复强调这一点。

危废累积过多处置难，地方政

府称要严肃问责

面对严厉通报批评，泰州市及下辖泰兴市
开始直面问题。目前，泰兴承诺，一年内将这两
处填埋点的污染物处置完毕。此外，泰兴市纪
委监委已介入调查。

泰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地方党政主要
领导是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不能把环保
问题遗留给后人，既要严肃问责，更要深刻汲
取教训。

不过由于欠账太多，地方政府发现真正落
实整改并不容易。

一方面是费用问题。这些废弃物如果当
初就分类处理，成本比今天全部按危废来处
理要低得多。然而现在这些废弃物已无法分
离，只能全部按危废处理。泰兴市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初步预算，光 4 万吨
污泥处理就需要 6 . 5 亿元，另一填埋点的化
工废料处理费用预计需要 3 亿元。短时间内
要拿出这么多的费用来处置这些危废，压力
巨大。

另一方面是处置能力问题。泰兴市环保局
副局长葛学勤表示，当地现有固废处置能力缺
口较大，如今又多出这么多的危险废弃物，要
在短时间内处理掉难度极大，还清历史欠账实
不容易。

“如果当年及时处理这些化工危废，成本不
会像今天这么高。”王新宇说。

中央督察两年，或丝毫未改或不减反增
江苏泰兴数万吨化工废料和污泥堆放长江边调查

▲泰兴市滨江镇头圩村紧靠长江岸边的污泥堆积池（6 月 11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新华社郑州 7 月 2 日电(记者李鹏、高敬)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2 日通报，河南信阳
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环境污染
和风险突出，相关部门制作假台账应对督察。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指出，河南省要加强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将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等
全面纳入“十三五”统筹规划，做到多还旧
账、不欠新账。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近
日对信阳市无害化垃圾处理场的抽查显示，该
市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2007 年投运的信阳市无害化垃圾处理场
是市区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督察发现，这
个占地 260 亩、设计库容约 98 万立方米的垃
圾处理场，实际上早在 2015 年就库容已满，
目前实际填埋量达 264 万立方米，超出设计库
容 1 . 68 倍。督察现场，超负荷运行的垃圾处
理场堆积如山，恶臭扑鼻，蚊蝇满天。

除了超负荷运行，督察还发现，这个垃圾
处理场存在偷排情况。督察人员在处理场的渗
滤液调节池发现两根与城市污水管网相连接的
黑色暗管，暗管下面连接水泵，水泵配电箱处
于带电状态，随时可以启动；在场区的一个雨
水井中，督察人员又发现一根白色暗管，浑浊

的污水从暗管直排外环境。
督察中，信阳市相关部门还制作假台账

企图蒙混过关。在一台崭新发亮的污泥压滤
机旁，地方相关负责人面对督察人员对设备
使用情况的问询时表示，设备近期因故障停
运，停运前一直正常使用。但设备运行情况
表却显示，直至检查当日，污泥压滤机仍在
正常运行。

督察组指出，信阳市生活垃圾处理不仅
日常监管不到位，而且新建垃圾处理能力久
拖不决。据查，信阳市不仅中心城区的生活
垃圾填埋场处于超负荷运行，而且下辖各县
的垃圾填埋场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这些
垃圾填埋场均在 2007 年至 2008 年间建设。
面对有关部门新建垃圾处理场的请示，信阳
市在“十二五”期间没有新建一个垃圾处理
场。

督察组要求，河南省及信阳市务必把群
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多站在群众的立场考虑
问题，认认真真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河南省政府及信阳市表示，将成
立联合督导小组，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确
保整改落实到位。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记者高敬)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2 日通报，广西贵港市
水泥厂作为市国资委管理的市直企业，闲
置厂房内发现了多家企业存在严重环境污
染问题。

督察通报称， 6 月 22 日，中央第五
环保督察组对广西贵港市开展下沉督察发
现，贵港市水泥厂将闲置厂房出租给春晨
矿业有限公司、富木塑粒厂、致发铝制品
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在不到 60 亩的场
地上，形成一个废渣、废塑料、废电容等
多种固体废物非法处置窝点，现场污染极
为严重。贵港市水泥厂每年从中获得租金
收益 18 万元。

督察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督察组在
获知春晨矿业有限公司于 6 月 13 日非
法接收 768 . 58 吨来自广东的固体废物
后，直奔现场。督察发现，企业虽已停
产，但厂区内仍有大量废渣，原料堆场
和成品仓库没有采取防扬散、防流失措
施，工艺过程没有任何污染防治措施，
厂区地面积满厚厚的含重金属粉尘；厂
区雨污混流、雨水收集处理设施不完

善。
据介绍，检查当日恰逢雨天，厂区雨水携

带大量含重金属的粉尘，顺地势流往厂区围墙
附近，通过围墙孔洞及墙体裂隙进入外环境；
企业还将大量生产废渣随意丢弃在附近的空
地，督察人员检测渣堆上的积水坑，呈明显碱
性。

督察组在富木塑粒厂发现，厂区除空地外
均用尼龙布严密遮掩，尼龙布下是大量废旧塑
料，生产设备十分简陋，没有配套任何污染防
治设施。企业曾被勒令停产并罚款，可不久便
擅自恢复生产，直到今年 6 月 20 日才停止生
产。

督察人员发现致发铝制品有限公司利用
废旧电容非法炼制铝锭，而废旧电容属危险
废物。督察人员认为企业涉嫌非法处置和转
移危险废物。

督察组指出，贵港市国资委只算经济
账，不算环境账，有关部门监管不力，长
期默许贵港市水泥厂出租国有资产从中获
利。作为国有企业的贵港市水泥厂，为谋
求微薄经济利益对租赁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视而不见。

环保督察“回头看”

信阳：垃圾处理场超负荷填埋 1 . 68 倍

贵港：国有闲置厂房成排污企业庇护所

游客在梵净山游玩（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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