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环保工
作支撑平台。

全方位、多形式加强环保宣传教

育，以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为基础，通过

公布污染企业名单、推动企业公开环

境信息、公开曝光环境污染事件、有奖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参与等方式，

聚合全社会环保参与力量，使环境保

护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就本系统

而言主要从三个方面加强环境宣传教

育：

一是针对性的面对面宣传教育，

班子主要面向党政领导、部门负责人

和有代表性的企业主，执法和管理人

员面向各自负责的工作和服务对象，

把宣传与日常执法管理工作有机结合

起来。

二是做好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

法律、案例、典型示范诠释，建立短信、

微信政务平台，以持续“滴灌”的形式

向不同群体发送环保法律法规、相关

政策、最新做法，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共同监督的执法氛围。

三是正能量导向，宣扬各级各单

位领导层面的环境法治意识、具体生

态保护行动；以荣誉心激励企业和市

民环保参与行为；丰富公众环境监督

形式，健全完善环保听证、社会公示、

环境信访、环境举报、环保志愿者、义

务监督员和“12369”环保热线等制度，

鼓励社会各界依法有序监督环保工

作；加强企业环保监督员、农村环保监

管员队伍建设；开设新闻媒体环境违

法行为曝光栏，健全环境舆论回应机

制，及时处理和回应新闻媒体披露出

来的问题；建立环境信访预警机制和

隐患排查制度。

3.主动做好服务，立足大局进行统
筹谋划。

无论治水、治气、城乡公共环境建

设还是企业环保管理，都不是单一、独

立的环节，综合解决才会有效。目前

文明城市建设、生态市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森林城市建设，还有国家循环经

济示范城市创建、国家质量强市示范

城市创建，等等，都与生态环保密切关

联，我们要做的就是“拿来主义”，“拿

过来”谋划如何就职责做好服务、配

合。只要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必须

主动服务、主动“掺和”，把问题、分析、

做法摆上桌面沟通、商讨，综合协调解

决生态环保工作及推进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调整环境执法工作思路，只要

环境监管强化了，环境质量在改善，谁

做不重要，谁成绩大更不重要，有实效

就行，政府部门工作的“泛环保化”，是

地方百姓的福音。

举几个例子：今年古山镇结合小

城市建设抓“三治”促“四化”，投资近 3

亿元全覆盖推进工业区、集镇、农村、

河道、道路污水管网建设，取缔 256 家

喷塑等污染企业，立案查处30件偷排、

私自小冶炼等行为，拆除华溪古山段

两侧涉水违建包括临溪小餐饮 2.4 万

平方米，投资近亿元启动全域垃圾减

量化处理工程；经济开发区启动省级

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引导企业

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行业技术升级激

励机制，推进企业层面生态化改造，上

半年完成企业排污设施和排污情况检

查 640 家；发改、经信等部门推动国家

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建立的核心

指标资源产出率统计核算体系已通过

国家认证，40 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推进“低小散”块状行业整改提升，

市财政拨付 1090.8 万元鼓励“低小散”

铸造企业主动淘汰落后设备和工艺

⋯⋯从更高层面化解了不少中小企业

环保问题、投诉纠纷，这就是党委政府

领导下大环保工作框架的效果。

1.制度是保障。
制度是约束，也是通向目标的支

撑。如“河段长”工作制的完善是治水

成效的根本保障，“河段长”“河道警

长”“联系部门”三大力量的全配套全

覆盖，是形成治水合力、水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的切实保障。仅今年上半年，

各镇（街道、区）就召开河长工作例会

101 次，开展河道巡查 1094 次，从民心

示范、工作推进、实际成效方面都是我

们推进各项环保工作的模板。对中小

企业环境管理与执法制度建设的探

索，虽然责任大且有不确定性，但我们

相信“磨刀不误砍柴工”，将继续完善

并持续推进。

2.思路很重要。
这句话知易行难，需要成员间的共

识、学识、沟通、配合，才能形成接地气、

通人心、善作为的明确思路。新形势、

新常态、新问题，不能用老脑筋、老眼

光、老办法对付，破茧才能成蝶，破旧才

能立新，思路一转变，一些难题就有可

能豁然而解，环保部门一定要在实践中

练准眼光，研判形势，积极寻找应对当

前困难和挑战的新思路、新方法。

3.事在人为，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解决环保问题。

中小企业容纳了最多的社会就

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环境保护

新常态下，我们环保工作者理应主动

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提

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环保

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借势发力，在抓改革、抓法

治、抓治水的大背景下，及时调整环境

执法工作思路，强化环境监管，将环境

执法与服务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设法

规范一大批，更有力惩戒少部分，做到

查治并举，疏堵结合，才是环境保护管

理的有效途径。

二是借力整合，通过各类目的明

确 的 专 项 整 治 和 创 建 工 作 ，整 合 相

关 部 门 与 基 层 工 作 目 标 ，全 社 会 共

同发力整治群众关注和反映强烈的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如 铸 造 行 业“ 低 小

散”整治提升、河南村工业小区置换

整治，等等，转换思路化解环境违法

问题。

三是双管齐下，在用铁腕手段整

治环境违法企业的同时，注重强化微

观服务，毕竟很大部分中小企业环境

违法问题源于技术、能力的匮乏，我们

将落实专业力量帮助企业寻找解决污

染治理难题的办法，推动企业实现绿

色发展。

三、以新环保法创新区域环境执法管理新常态

1.依法筑实环境执法管理基
础。

永康 5.9 万多家工商注册企业中，

工业企业 1.6 万余家，这是环保执法管

理的重点。解决这些企业环保审批率

低、“三同时”执行率低、排污许可证发

放率低这“三低”，是环境监管到位的

前提，让更多的企业环保程序合法，则

是源头控制的基础。依据新环保法提

供的明确管理要求，上半年我们主要

着力协调解决由于不同法律法规交叉

重叠、部门配合不足导致的小规模企

业难以立项，因此不能走环评报批程

序形成的环境违法问题，让部分有意

愿有能力的企业合法化，打通环境规

范管理的瓶颈。

2.准确明晰职责定位重点
突破。

主动做好环境管理转型，履行好

环保部门主要职责，以主动参谋、参与

的形式履行环保工作统一监督管理职

责，尽力将责任分解到位、履职监督到

位、压力传递到位，快、准、稳、狠制造

正向驱动力。聚焦重点监管好工业企

业，依法对工业企业实施分类环保许

可、监管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牵头解决

工业固废消解等共有难题，强化环保

与公、检、法、纪等部门联动，形成环境

保护“行政、司法、纪检”三责并举执法

新常态。以从严落实新环保法为抓

手，重点查处新法涉及的“按日计罚”

“查封扣押”“限制生产”等环境违法行

为。今年截至目前共检查企业 2849

家，关停取缔 78 家，立案 72 家，处罚额

950 万元，启动查封扣押程序案件 7

起，对 28 家违法排污企业启动按日计

罚程序，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案件 4 起，

对77家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违法企

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通过电视《环保

曝光台》曝光环境违法企业20家，在永

康日报上对今年以来处罚的环境违法

企业进行信息公开。

3.抓牢规范控制污染源这个
牛鼻子。

开展全面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行动，“豁免一批、注销一批、补办一

批、验收一批”，以建设项目规范促环

境管理规范。分两块执行，一块针对

已审批但未验收项目即违法“三同时”

制度项目，主要由环保局实施；另一块

主要针对未批先建、未批先投项目即

违法环评制度项目，此块清理工作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清查工作任务落实

到乡镇。目前已全面梳理了2002年环

保局建局以来经环评审批但未验收的

工业企业项目名单共 1910 个，全局分

15 个清查小组分乡镇进行全面清查落

实，分类施策、分类指导，明确整改内

容及整改期限。

截至 7 月底，316 个已审批但停止

生产且今后不再实施的项目将进行销

号处理，补办环评审批手续项目 55

个，验收项目 22 个，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书和验收告知书 345 份。扩大环评

审批豁免范围，除列入省第一、二批免

办环评审批项目，《永康市人民政府关

于公布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结果的通

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列部分免办

环评审批项目，分类简化验收工作程

序，探索建立“属地管理”模式环评审

批制度和监管体系。规范后腾出力量

集中于强化“三同时”跟踪监察和执法

后督查。

4.通过整合创新优化环境执
法管理。

加强内部整合，将麻烦与困难留

给自己，将效率与方便留给企业，从中

小企业规范入手尝试推行企业环境保

护“一证式”管理。

对内，分科室单位进行内部整合

与创新：行政审批科在全面清理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环保专项行动中反复调

研探索，促使《关于永康市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制管理试行办法》

出台，分期分类规范，按新环保法加快

环保审批，以期创新性解决我市大量

中小企业环保许可合法化问题；环境

监察大队建立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全过

程监察模式，强化“三同时”执法，以期

解决占工业企业数大头的中小企业环

境监管不到位问题；环保监测站通过

清单式管理运作精细管理、精准管理

以提质增效，等等。

对外，强化利益调节机制，做好党

委政府参谋助手，通过税收、信贷、补

贴等经济杠杆激励和约束企业，全面

公开依法征缴排污费；完善企业环境

保护信用体系，有效整合企业环保守

法情况核查及各类认证信息并纳入政

府和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平台，使环境

守信企业在市场准入、公共服务、贷款

授信等方面得到更多优惠和便利，失

信企业受到多重限制；加强企业环保

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积极推行企业环

境监督员制度，通过引导企业设置环

境管理总监和环境监督员岗位，强化

企业内部环境管理，规范企业环保行

为。

四、启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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