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晴空）12月11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西宁市交办了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7件（来电
24件，来信3件），涉及全市5区2县，其中城东区6件、城中区6
件、城西区3件、城北区8件、湟中区2件、大通县1件、湟源县1
件。群众举报反映问题涉及噪声污染8件、生态破坏4件、大
气污染5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9件。截至目前，中央第五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已经移交相关县区和部门，各县区和相关部门正在按照程序
抓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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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
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九批）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青海开展，西
宁市级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层层传导压力，结合分管工作深入到整
改一线督促解决问题。各县区、各园区、各部门坚持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实行重点案件“一把手”包保督办，逐一核实情况、逐项分
析研究，集中精力、因地制宜推动问题整改见效。

城西区坚持高位推进、高质量办理、严格审核，做到“星标件”
“重复件”主要领导实地督办，“重点件”县级领导包保督办，“普通
件”科级领导领办，确保“件件有人负责”。同时，制定《问题办理和
边督边改工作流程》，突出快查、快办，做到接件1小时内转问题办理
组核实，3小时内提出办理整改意见，交由相关单位负责办理，截至
12月9日，累计接收转办案件58件，已上报42件，正在办理16件。

城北区坚持办理速度和办理质量两手抓、两手硬，主动出击、高
效落实，实行一般件“1+1+1.5”、重点件“1+1+5”模式，即收到信访件
后，1小时内赶赴现场核查、1小时内制定整改方案，一般件办理期限
不超过1.5天、重点件不超过5天。建立单位主要负责人、工作专班、
联点区级领导和区政府主要领导“四级联审”制度，对信访举报问题
开展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核查、全方位督办，第一时间掌握问题
整改进度、协调解决问题困难、压紧压实整改责任，确保各类信访举
报问题治彻底、改到位、出成效。

湟中区不断优化完善信访举报转办件办理工作机制，实行党政主
要领导负总责，对每日转办事项进行研判分析，及时分解至相关乡镇、
部门办理。对于重点关注信访举报件，分管领导带头领办督办，组织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核实分析，第一时间确定整改方案推动整改。包保
领导全程跟进，及时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整改工作
高质量、高效率扎实推进。针对信访举报问题办理涉及多领域、部门
的实际，及时明确各单位职责和整改事项、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切
实做到责任明确到位，有效形成整改合力，确保整改高效率推进。截
至目前，共接到转办件66，已办理46件，办理率69.7%。

湟源县建立健全“专班交办、领导督办，部门监管、主体落实，有
诉必应、事不隔夜”的问题整改机制，对长期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问
题，在深究细查、追根溯源的基础上，对证据确凿的违法行为，依法
依规、实事求是，综合分析研究，精准施策推进整改。期间，责令整
改企业2家，按程序立案处罚1家，约谈相关单位责任人1次；对生产
经营存在困难的企业及群众，坚持设身处地、科学施策，引导企业与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1份，为1个易地搬迁村配齐了垃圾收集设施，既
守住了生态执法的“刚度”，又提高了为民解愁的“温度”。

整改进行时 西宁在行动
推动责任落实到人全面彻底整改问题

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展以

来，全市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担当尽责、真抓实改，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
从严从细从实从快推进督察转办信访
件办理工作，不断提升群众对优美生
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11月24日，接到举报反映“西宁市
湟中区田家寨镇李家台村宏达木业木
材加工厂，占用农田耕地修建彩钢房，
作业过程中扬尘、噪声污染严重。同
时希望核实该企业是否办理砍伐证”。

“请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核查处理。”收到转办案件后，湟中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湟中区
生态环境局、湟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湟中区自然资源局、湟中区林业和
草原局、湟中区农业农村局及田家寨
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现场核
查。

经现场核实，举报反映的企业为
位于湟中区田家寨镇李家台村的宏达
木材加工厂，主要经营范围为木材加
工销售。该工厂原经营场地为宅基
地，2023年3月因规模扩大搬至现生产
场地，现生产场地总占地面积为 2.68
亩，全部为耕地，其中修建彩钢棚占地
面积1.23亩，水泥硬化面积1.45亩。

12月11日，记者来到湟中区田家
寨镇李家台村的宏达木材加工厂原厂
址，一位路过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家工
厂已搬走好几天了。顺着村民所指的

方向，记者看到两块工厂生产用地已
恢复土地原貌，靠路边的房子跟前堆
放着一些待搬走的木材。

“11月25日，我们抵达现场核查情
况时，该工厂未进行生产加工，现场看
到的主要生产设备为带锯、多片锯、台
锯各一台，工厂内堆放有部分原木，并
已对加工产生的锯末和木屑进行了覆
盖。”田家寨镇副镇长马晓真告诉记者。

湟中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康海
珍翻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木材加
工厂的原貌。记者看到，当时木材加
工厂分为彩钢房的生产加工区和存放
区，已经加工完成的木材近乎堆满了
存放区，加工厂靠近村民房屋一侧的
地面上，按照长短粗细堆放着原木材。

经核查，举报所反映的“占用农田
耕地修建彩钢房”问题属实，“作业过
程中扬尘、噪声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
实。而该木材加工厂堆放原木由宏达
木材加工厂依法依规购买，反映“该企
业是否办理砍伐证”问题不属实。

马晓真介绍，湟中区自然资源局
11月25日向湟中区田家寨镇宏达木材
加工厂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责令当事人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限期3日内拆除非法修建的建筑物及
其他附着设施，并恢复土地原貌。11
月28日，彩钢棚和水泥硬化地面已全
部拆除并恢复土地原貌。同时，该木
材加工厂生产加工设备已全部拆除，
举报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整改完成。

“木材加工厂搬走后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了许多，耕地恢复后，来年春天
可以种些油菜或者菜籽，增加些收
入。”李家台村村民张春芳说。

问题整改后，湟中区将加大动态
巡查力度，防止在已拆除恢复的土地
上出现新的土地违法行为。将该地块
交由田家寨镇人民政府负责，按“田长
制”管理办法加强监管，防止“死灰复
燃”现象发生。

“我们也会加强全区生态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
回应群众的各类诉求，严肃查处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康海珍说。

（记者 张弘靓）

变废为“能”，从单一填埋升级为
环保发电，生活垃圾开启又一场奇遇
之旅。

公园、餐厅、小区、学校、工厂、机
关，“无废细胞”随处可见。

标准化车间错落有致，粗细不一
的银色管道在厂区内编织盘旋，在

“绿电”驱动下各自忙碌，运转的循环
水站奏响生产之歌……

说起“无废城市”西宁故事，一个
个聚力“双碳”实践、持续推进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建设项
目，正在紧锣密鼓、深入推进；一个个
具有高原特色的建设成果，让每一位
西宁人举目可见、伸手可及、亲身可
享。

“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
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
化利用，而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
资源化利用，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年以来，西宁开展为期两年
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凝练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牧场模式”等3
个青藏高原无废模式，入选生态环境
部“无废城市”试点汇编的《无废城市
建设：模式探索与案例》，并在全国推
广示范。

去年，生态环境部公布“十四
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确定
包括西宁在内的113个城市在“十四
五”时期继续深入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

聚焦顶层设计打造“1+N”制度
体系，科学制定《西宁市“十四五”时
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从工
业、农业、生活3个领域确定25项工
作任务和52项工作指标。分类制定
无废学校、无废工厂、无废餐厅等首
批8个类型评价指南，全面细化指标
内容、评价方式等，推动“无废细胞”
创建覆盖。

聚焦绿色转型打造“2+N”发展
体系，坚持生产生活共同发力，培
育国家级绿色园区 4 户、绿色工厂
44 户、省级绿色设计产品 48 项，深
入开展覆盖乡村、机关、校园、商
超、餐厅等多领域“无废细胞”创建
活动，严格执行“限塑令”，积极推
行“净菜上市”，全面推行“绿色办
公”。

聚焦重点领域打造“3+N”示范
体系，工业领域创新构建无废园区
模式，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和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均达到 80%以
上。农业领域深入推进养殖业种养
结合循环发展、推动畜禽粪污废弃
物处置利用等方式，全市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小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 75%以上。生活领域高效有
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利用，成功创
建垃圾分类 5 个示范片区和 12 个示
范小区，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和再生资源回收“两网”融合站点
建设，全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持续提升……

一个个以“无废城市”建设为主
旋律的大动作、大手笔，令西宁迸发
出无限的活力与张力，实现了环境升

级、“绿色变身”，更实现了市民的幸
福“升级”。

“电池丢有害垃圾箱，塑料瓶丢
可回收垃圾箱……”晚饭过后，城
北区萨尔斯堡西小区居民李芳将
手中的垃圾分门别类投进垃圾分
类箱。

在湟中区西堡镇伟青希望小学，
工作人员为广大学生讲解生态环境
保护、节约能源、垃圾分类、低碳生活
方式等“无废学校”创建知识。

“我刚学会了社区发的‘无废城
市’建设知识，绿色消费、绿色出行、
绿色居住、绿色办公，这些都是生活
中的‘无废行为’。”指着微信群的消
息，城中区民主街 10 号院居民王大
爷高兴地说。

如今，聚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上走在前作表率，高标准建设新
时代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

“无废西宁”正在从美好愿景变为现
实。

“到‘十四五’末，西宁力争基本
建成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建筑
垃圾、再生资源、农业固体废物等领
域、全链条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体
系，固体废物高值化综合利用产业链
条持续延伸，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进
一步完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风险
防控和利用处置能力显著提升，市民
群众的绿色‘无废’理念普遍提高，形
成绿色节约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
消费模式，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
展。”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记者 樊娅楠）

木材加工厂建在耕地上？整改完成已恢复土地原貌

““无废西宁无废西宁””正在从愿景走进现实正在从愿景走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