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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 月 6
日电（记者高敬、黄垚）6
日，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7
个 典 型 案 例 进 行 集 中
通报。
　　目前，7 个督察组正
分别对吉林、山东、湖北、
广东、四川 5 省以及中国
有色集团、中国黄金集团
2 家企业进行为期 1 个月
的督察。
　　督察组在吉林省发
现，长春市绿园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将 24 万余
吨混有大量生活垃圾的
建筑垃圾违法填埋在农
安县烧锅镇第二机砖厂
的取土坑，严重威胁地下
水安全。督察组对坑内地
下水进行采样检测，结果
显示坑内地下水多项指
标严重超标，其中菌落总
数超地下水Ⅲ类标准限值
1199 倍。
　　督察发现，山东省泰
安市宁阳化工产业园工业
污水长期直排，环境污染
问题突出。这一产业园长
期忽视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园区污水总管沿海子
河存在多个溢流口，高浓
度化工废水长期直排，海
子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和“回头看”均指
出湖北省磷化工及磷石膏
污染控制不力问题。此次
督察中，督察组发现湖北

省黄冈、孝感、襄阳等市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用不力，
污染问题突出。全省磷石膏库有 18 座距长江和汉江干流
不足 5 公里，最近 1 座距离长江仅 50 米。多家化工企业存
在污染问题，还有企业通过雨水口偷排污水。
　　督察组认为，广东省茂名市全市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
34.5%，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污水管网缺口巨大，大
量生活污水直排。受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影响，城区生活污水
处理厂进水浓度和运行负荷长期偏低。同时，多家污水处理
厂“晒太阳”不能正常投运。
　　在四川，督察组提出，2014 年以来，遂宁新景源生物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污水处理厂接收大量污泥，在未采取
任何无害化措施的情况下，假借“土壤改良”名义，将 10.51
万吨污泥直接倾倒或填埋于租用土地内。企业还违法接收
天然气脱硫石膏约 300 吨，并将其中 230 吨填埋于租用土
地内，形成 510 吨灰白色固体混合物，经鉴别属于危险废
物，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督察组发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大冶有
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污染治理不到位，烟气大量泄漏，
大量含重金属的污泥和废水跑冒滴漏进入雨水管网。丰山
铜矿尾矿库距离长江干流 800 余米，尾矿库废水直排长
江，存在风险隐患。
　　督察组通报，中国黄金集团位于云南、广西、贵州 3 地
的 13 家矿山企业中，9 家企业主体责任缺失，存在违规越
界露天开采造成生态破坏、超标排放造成地表水污染等
问题。
　　对这些典型案例，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聚 焦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新华社武汉
9 月 6 日电（记
者舒静、田中全）
在湖北省黄冈市

距长江 2.5 公里处，一座相当于 80 个足球场大的磷石膏库发
生渗漏，水体受到污染，总磷浓度超标 3474 倍，群众颇有
怨言。
　　近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湖北督察发现，
湖北省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用不力，部分地市磷化工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督察指出，湖北省磷化工企业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磷石
膏年产生量位居全国首位，由于资源化综合利用不够，截至
2020 年底，磷石膏堆存量已达 2.96 亿吨。全省磷石膏库共
37 座，其中有 18 座距长江和汉江干流不足 5 公里，最近的
一座距长江仅 50 米。大量堆存的磷石膏，对长江水环境安
全构成较大风险隐患。

一下雨都是“牛奶水”：总磷浓度超标 3474 倍

　　督察人员通过无人机航拍发现，在湖北省黄冈市武穴
市梅府社区大泉洞泉眼附近，有一条奶白色水带与旁边绿
水泾渭分明。水体之所以呈奶白色，是由于湖北祥云（集团）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轮镜塘磷石膏库发生渗漏，造成污染。
　　磷石膏是工业废弃物，含有未分解磷矿、游离磷酸、氟
化物等杂质，大量堆放会带来环境安全风险。督察发现的磷
石膏库占地超 800 亩，约相当于 80 个足球场大，距离长江
仅 2.5 公里。
　　日前，督察人员来到渗漏点，发现水边植物上附着白色

粉末状物体，如盖了一层霜。经监测，大泉洞水样氨氮和总
磷浓度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26.1 倍和 3474 倍。
　　专家表示，总磷浓度超标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致使鱼
类生存困难。此外，磷对人体也会造成危害，引发各种皮肤
炎症以及呕吐、腹泻、头痛甚至中毒等问题。
　　督察人员在下游东风港附近水域中发现，多条鱼垂死挣
扎，一些已肚皮上翻。对下游 500 米处河水的采样监测也发
现，氨氮和总磷浓度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10.7 倍和 574
倍，污染严重。
　　被污染的大泉洞泉眼，此前是周边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来源。记者走访了解到，村民对水污染颇有怨言。梅府社区一
名村民指着房前溪流说，以前洗衣服、洗菜、灌溉都用这里的
水，现在“水坏了”不能用了。下大雨时，出来的都是“牛奶
水”。
　　另一名村民也说，大泉洞在当地深受大家喜爱，冬暖夏
凉，有鱼有虾，小时候泉水可以直接喝，“现在就是个臭水
港，真是太可惜了！”
　　此外，督察还发现，孝感部分磷化工企业存在直排、偷
排问题。
　　鲜红色的废水汩汩流出，肆意汇入大雁河。这是督察组
在湖北省黄麦岭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暗查发现的情景。调
查发现，这是由于厂区内生产用化工染色剂发生泄漏，通过
雨水口直排而导致的。经监测，污水色度（稀释倍数）高达
128 倍。
　　该公司还通过雨水口偷排污水。经监测，总磷、氨氮、氟
化物浓度分别超地表水Ⅲ类标准 1214 倍、55.7 倍和 322
倍。污水排入大雁河后汇入澴河，导致下游 10 公里处的余
家坡国控断面不能稳定达标。

渗漏背后：选址堆放有问题，综合利用率低

　　轮镜塘磷石膏库并非首次发生渗漏。该库于 2018 年
建成投运后不久，就曾发生渗漏。多份报告显示，该磷石膏
库屡屡发生渗漏事故。
　　此后，祥云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但并未从根
本上解决渗漏问题，污染依旧。
　　一份 2020 年 1 月 6 日的祥云轮镜塘渣场环境问题
专家诊断会的会议纪要显示，一位专家当时曾表示，距离
长江干流 3 公里以内尾矿库容不得发生一点环境污染
事故，这个问题要上升为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
　　那么，磷石膏库究竟为何持续渗漏？
　　武汉江汉设计院的一位专家认为，该库地基稳定性
差，有防渗膜拉裂风险。结合地质条件，此库“不漏可能性
不大，泥浆量堆积到一定程度，渗漏导致垮塌风险大”。
　　除选址建设、堆放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磷石膏
资源化综合利用率不高。而这也是此次督察的重点问题
之一。
　　 8 月 29 日，督察人员来到位于黄冈的祥云公司，调
取其有关综合利用的原始台账资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核算，督察人员查实：其 2019 年和 2020 年磷石膏综合
利用率分别为 0 和 6.6%，与所提供材料差异明显。
　　督察发现，相关部门在磷石膏综合利用工作中底数
不清、情况不明。督察组进驻期间，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两次提供磷石膏综合利用情况表。在第一次提供的材
料中，黄冈市 2019 年和 2020 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分别
为 35.89% 和 49.74%，在第二次提供的材料中，上述两
个数据变更为 6.56% 和 12.17%，差异较大。
　　督察认为，有关省直部门对全省磷石膏资源化综合
利用工作统筹部署不到位，推进磷石膏综合利用不力。湖
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至今未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未按要
求编制磷石膏综合利用专项规划或在有关规划中对磷石
膏综合利用提出明确要求，也未对相关地市下达具体工
作任务。

须高度重视长江流域总磷污染突出问题

　　“十三五”期间，随着总磷上升为长江流域首要污染
因子，“三磷”导致的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生
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曾在 2019 年指出，长江流域总磷
污染问题突出。
　　大量堆存的磷石膏不仅侵占了土地资源，其中含有
的水溶性五氧化二磷和水溶性氟也对长江水环境安全构
成较大风险隐患。
　　事实上，湖北省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回
头看”整改方案均要求开展磷化工全面排查，坚持清单内
与清单外问题整改相结合，举一反三。2020 年 4 月，湖
北省上报的“回头看”整改情况报告中称，加强了沿江磷
石膏渣场和尾矿库隐患排查治理，磷石膏问题均得到有
效整改，无新增问题。
　　但此次督察发现，湖北省推进磷石膏资源化综合利
用不力，部分地市磷化工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针对轮镜塘磷石膏库渗漏问题，专家认为，长远看应
选择湿排干堆，先把进库的污水处理好，防止浓度上升，
其次要考虑磷石膏二次过滤，实现减量化堆存。
　　业内人士认为，更长远地来看，治理“三磷”污染，要在
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打组合拳，强化源头减量、末端治理和
综合利用：一是精准核算、以用定产；二是推动形成资源化
综合利用产业链；三是创新技术，制定相关产品和工程应
用标准，推动长江经济带磷化工产业链绿色发展。

长江附近缘何涌出“牛奶水”？
中央环保督察剑指湖北磷污染问题

大图：长江黄冈武穴段 3 个磷石膏库位置示意图。小图：黄麦岭公司化工染色剂发生泄漏通过雨水口直排。
                              图片来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保险公司“越权”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并强卖商业险

政务服务岂能变相帮公司牟利？
　　新华社南昌 9 月 5 日电（记者兰天鸣）电动自行车已
成为我国居民重要的交通工具。目前全国多地已推行电动
自行车的上牌登记工作以方便管理。但在江西省九江市，多
个县区公安机关却将作为行政许可事项的“非机动车登记”
实际交由保险公司人员代为办理，并将购买商业保险作为
登记上牌的“前置事项”，保险公司利用其开展登记的便利，
诱导群众强制购买本可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
　　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九
督查组明察暗访了九江市濂溪区、湖口县等多个公安机关。
　　 9 月 2 日，在九江市湖口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
外，督查组看见一处临建房屋外立面公开张贴着“电动车
上牌处”“电动车保险处”的字样，在张贴的办理流程中，明
确写着“登记上牌时，车辆所有人需自费购买保险”。经多
次暗访，临建房内仅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办理电动自行车
上牌业务，并未发现民警在场。
　　“购买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先买商业保险，一年 100 元，
三年 240 元，以后还需要继续买。”该业务员明确表示，包
括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业务申请表单、身份证、车辆合格证等
都交给她，由她完成上牌工作。不仅如此，保险公司业务员
还能自由登录当地公安机关非机动车管理系统和查询车主
相关信息。
　　一名前来询问上牌事项的群众告诉督查组工作人员：

“虽然购买商业险能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但上牌就强制
购买保险总感觉有些不合理，‘不买不给上牌’像是套路。”
　　督查组工作人员查阅了该车管所的电子登记系统和
原始登记档案，随机抽取了部分电动自行车信息，与原始
登记档案逐一比对发现，每个档案里都附带有商业保
险单。
　　此外，督查组还在九江市濂溪区、庐山市等地发现不

同程度地存在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强制购买商业保险的
行为。
　　在九江市市区某保险公司办公楼里的一处房屋内，保
险公司人员表示，不用赶往车管所也可在保险公司完成电
动车的登记上牌事项，并可当场领取牌照。
　　根据江西省相关法规规定，非机动车登记是公安机关
的行政许可事项。此外，申请非机动车登记的，应当自购车
之日起 30 日内向非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地的县（市、区）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验车辆，并提交所有人身份证明、非
机动车来历证明以及出厂合格证明完成登记。
　　督查组表示，这种将群众可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作为
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前置条件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中
关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不得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
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不得擅自增设许可条件
和材料的规定，损害了政府法治形象和执法权威，增加了群
众负担。
　　针对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立即约谈了九江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和湖口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当面指出存在的问
题，要求九江市公安局和湖口县公安局正视问题、举一反
三、全面整改。
　　有关单位均表示全盘接受督查组指出的问题，将在
第一时间部署开展电动自行车上牌过程中违规行为的
大整顿，立即停止和保险公司的委托登记业务合作，要
求保险公司人员立即从办事大厅撤出；尽快修改不合理
的许可要求和材料，取消
不合理的保险收费，切实
为 群 众 提 供 优 质 高 效 的
服务。

吕梁一企业主吐槽 11 个月“累心”遭遇

企业申领财政补助为何这样难？
　　据新华社太原 9 月 6 日电（记者柳王敏）财政专项资
金支持是国家惠企利民的一项重要举措，能有效助企纾困，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近日，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四督查组在山西省吕梁
市督查时发现，部分中小企业主在专项支持资金申请成功
到账过程中，面临长时间“多头跑”困境。督查实地了解到，
吕梁市离石区一位企业主为此遭遇了长达 11 个月的“累
心”经历。
　　去年 9 月，一企业项目的财政补助资金在吕梁市有关
部门官网公示，项目名称、政策内容、奖补标准、拟奖补金额
等一目了然。然而，企业想要领到这笔钱却并不容易。
　　“公示中写得清楚明白，项目是经过属地人民政府或
吕梁经开区初审、吕梁市相关部门复审和现场抽查核实，
由专家组综合评审，且经过相关部门党组会审议通过的。
但是为啥到了申领资金环节，还需要我重新再跑好多趟？”
这名企业主深感不解。
　　公示后，吕梁市相关部门已同时知会企业，市财政部门
也将财政补助资金同步下达离石区财政局。这名企业主说：

“收到通知函，我们拿着材料到财政局，他们说要有当时项
目申请归口部门的确认函，保证这个项目没有问题。”于是
只能再走一遍程序，找归口管理部门重新确认。
　　拿到证明材料时，已是今年 7 月。
　　“再到财政局时，他们又提出要到企业来考察一遍，实
地确认，最后再开具专项资金请拨单。”这名企业主说，根据
离石区财政局规定流程，请拨单需经相关业务股经办人、股

室负责人、局分管领导审签，
再经国库股复核，最后到国
库集中支付中心。
　　这名企业主表示，上述

流程是财政局内部程序，本应在内部自行流转，却要企业
每一个环节都自己跑，找各环节负责人签字确认。
　　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领到钱已经到了 8
月份。
　　至此，11 个月过去了。
　　“听说今年的专项支持资金下来了，但倘若要申领，
又是这么一趟‘马拉松式’的长跑，心真的好累！”这名企
业主说：“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时间就是效率，在繁冗复杂
的各种程序和证明中，企业想要申领国家财政补助资金
真的太难了！”
　　针对企业主的情况，督查组前往离石区财政局核查。
根据离石区财政局提供的相关文件显示，预算单位提出
的资金使用计划需经财政局核准之后，才能申请拨付资
金；在资金拨付程序中，预算单位需持核准的资金使用计
划、相关资料及资料清单向财政局对应股室提出拨付申
请，审核通过后，由对应股室填写资金请拨单，再由预算
单位持请拨单报财政局分管领导签字后到国库集中支付
中心办理。企业申领财政资金也需参照该办法执行。
　　督查组认为，离石区财政局在部分程序设置上存在
多头重复、慢作为等问题，如何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服务
意识和办事效率，是下一步整改方向。
　　“这种现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欠发达地区，尤其在
基层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存在类似情况。”第四督查组成
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府参事周晓强认为，相关部
门和人员执行政策规定僵化，非预算单位比照预算单位
走流程。
　　离石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优化内部
流程，简化非预算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审批手续，变“人跑”
为“数据跑”，真正让市场主体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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