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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拓展环保政务信息公开平
台，发挥环保网络宣传效应，更好地听民
声、纳民意、解民忧，增强环保工作的针对
性、时效性，2017年5月26日，迪庆州环保
局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迪庆环保”正式开
通。公众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
者搜索微信号dqzhbj即可添加关注，及时
了解环保政策发布以及环保工作动态，并
可就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交流互动。

“迪庆环保”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功能包
括：发布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环境政策法
规、环保工作动态、环保办事指南及动态信息、受理公众对环境违法
行为的投诉举报，并将办理情况及时答复。经过试运行，开展公众
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环境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发布
各行各业建设生态文明、参与环境保护的动态信息；普及环保知识，
倡导公众养成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习惯等。

迪庆州环境保护局

开通“迪庆环保”微信公众号平台

“迪庆环保”微信公
众号二维码

2016年7月中旬，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云南省开展
了环境保护督察，并于10月份向云南省委、省政府进行了反
馈。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措施清单，涉
及迪庆州的主要有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八文件”不力；新环境
保护法实施以来，对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够要求不严；城
镇污水处理厂存在管网不配套截污不彻底；高原湖泊规划治
理项目总体进展缓慢；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不到位等
23个整改落实类问题及湖泊流域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尚不完
善；矿产资源开发“多、小、散、乱”；“三江”流域中小水电开发
强度过大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3个关注加强类问题。

州委、州政府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重大发展问题来抓好
整改落实。根据督察要求，为认真整改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意见，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并以整改为契机，
举一反三，尽快补齐短板、完善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快全国藏区生态
文明排头兵建设，及时研究制定了《迪庆州贯彻落实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总体方案》，并积极贯彻落实。

切实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把绿色发展

纳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筑牢各级领导干部的绿色
发展理念，树立绿色政绩观。深化党校和行政学院生态文明
教学内容，切实让绿色发展理念植根于广大干部的头脑中，自
觉指导工作实践。增强全社会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意识，持
续宣传生态文明理念。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依法
管理环境事务，提高服务社会的水平，增强企业和公众环境守
法意识。

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开展
“多规合一”，强化空间“一张图”管控，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
善城乡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积极探索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路子，把绿色理念融入产业发展中，加
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展壮大循环经济，推动企
业循环生产、产业循环组合、园区循环改造，提高全社会资源
产出率；推动全社会低碳节能减排，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管齐下，优化
总供给的结构与效益；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加强中小水电
开发利用管理，力争2017年底全州矿山总数控制在2014年经
本级人民政府签字认可的矿山总数的70%以内。

全面压实环境保护责任。将环境保护纳入各级党委政府
重要议事日程。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质量
负总责，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环境保护考核评价，
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评先评优、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持续
开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强化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健全
问责机制，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2017年底前，制
定印发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追究办
法，细化责任追究事项。开展州级环境保护督察，建立常态化
的环境保护督察制度，2017年起两年实现督察全覆盖。成立
州级环境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全面抓好国家大气、水、土壤三
个“十条”的落实。

加大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加强资金投入筹集和整合，财政
逐年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比例。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环境保护，
扩大生态补偿覆盖面，创新环保投融资机制，2018 年 6 月底
前，州政府设立州绿色发展基金，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效益，
引导和鼓励资金用于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

切实加强污染综合防治
加强水污染综合防治。深化高原湖泊污染防治，开展高原

湖泊流域违规建设项目整改专项行动；加快湖泊流域控制性

环境总体规划编制，划
定 并 严 守 湖 泊 生 态 红
线；打好纳帕海等湖泊
保护治理“狙击战”和

“持久战”。深化流域水
污染防治，创新治理机
制，2018 年底前全面建
立各级辖区内河流“河
长制”，落实全州水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2017 年
重点推进不达标水体治
理、水质优良水体保护，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配
套管网建设和雨污分流
改造工作进度。到2020
年，全州水环境质量得
到阶段性改善。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施策，分解落实大气环境约束性
指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情况考核评估。加强工业
等多污染源综合防控，到2020年全州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继续
保持优良。重点整治，推进各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建
成区及周边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实施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
的大气污染防治管控和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区域联动，
建设完善的全州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完善重污染天气监
测预警体系，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到2020年，香格里拉市的空
气质量优良率不低于92%。

加强土壤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开展全州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以耕地、园地、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为重点，划定“土壤环境保护优先区”；以重点行业
企业和工业园区周边、历史污染区域及周边为重点，划定“土
壤污染重点治理区”。分类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到2020
年全州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不低于85%；严格建设用地风险管控，防止新增土壤污染。综
合治理重金属污染，推进涉重金属重点工业行业实施清洁生
产技术改造，从源头上控制和规范有色矿产资源开发。加快
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项目治理，督促地方政府和涉重企业切
实履行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加大投入，加强部门联
动，加大综合督察和处罚力度，解决一批突出重金属污染问
题，防范环境风险。

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建设，提高全州危险废物无害化
处置保障能力。2018 年 1 月 1 日
起，全州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按相关规定合理处置，切实改善全
州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现状。强化
危险废物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
转移、处置、倾倒危险废物的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提高危险废物的管
理和执法水平。2017年底前，开展
一次全面打击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自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违法行为
的专项行动。

切实加强自然生
态保护

划定并严守生态
红线。2017 年底前，
划定全州生态保护红
线；2020年底前，完成
勘界定标，出台生态
保护红线考核及管控
办法，基本建立生态
保护红线制度，使国
土生态空间得到优化
和有效保护，生态功
能保持稳定，生态安
全格局更加完善。

实施生态修复工
程。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成立迪庆州生

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全面实施《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
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促进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继续开展
森林迪庆建设，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石漠化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矿区生态修复等工程，到2020年，全州森林覆盖率达
77%，全州生态功能区保护得到加强，局部区域生态退化得到扭
转，生态安全屏障得到巩固。

加强自然保护区和重点流域保护区管理。严格自然保护区
环境管理，严格建设项目准入，扎实做好违法违规开发建设问题
整改，加强执法监管。加强重点流域保护区环境管理，进一步排
查涉废水、重金属、危险废物、重化工企业环境问题，加大处理处
罚和整治力度；继续开展长江环境监察专项行动。与相邻州市
开展联动执法，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

切实改善提升城乡人居环境
开展全民绿化、全面绿化。推进城乡绿化，营造绿色山川，

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和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完善“林水
山城”生态系统。加强园林城市创建，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
园林绿化体系。到2020年，全州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2%、绿
化覆盖率达到3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

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持续提高城乡规划质量和水平，
完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积极编制地下空间规划、全面编制村庄
规划；逐步实现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
划全覆盖。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城乡“四治三

改一拆一增”和村庄“七改三清”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2020年底
前，95%以上村庄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城镇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提
升。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到
2020 年，规模养殖场畜禽粪便
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5%以上；
到2030年，农业主产区农膜和
农药包装废弃物实现基本回收
利用。

积极推动“三创”工作。积

极开展生态文明县（市、区）及生态文明乡镇乡村（街道）的创建
申报工作。以创建环保模范城市为亮点，积极开展省级环境保
护模范城市创建。以绿色系列创建为基础，积极推进绿色学校、
绿色社区、绿色街道、绿色单位创建，提高创建层次，助推美丽迪
庆建设。

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认真组织实施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区建设工作，加强组织领导，适时组织开展督促检查，确
保任务落实。积极争取迪庆州纳入全省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范
围。

切实执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细化年度改革要点和改革台账，

落实主体责任，紧紧把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一手抓制度出
台，一手抓制度落地，加大跟踪协调和督查督办力度，确保各项
改革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强化源头严防制度。建立发展改革、环保等多部门整体联
动机制，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定位；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严
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健全战略环
评、规划环评及建设项目环评之间的联动机制，从源头控制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战略前瞻性、规划严肃性、开发有序性和
建设规范性。

强化过程严管制度。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
“回头看”，确保整改落实到位，杜绝反弹，加强重点环境问题后
督察。加大全州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形成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的高压态势；深化“网格化”环境监管；强化工业污染源日常环
境监管，将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和“排污许可管理”作为
环境监管的重要措施，加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管。
强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和监管，推进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
设，保障与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功能、作用相适应的人员队伍及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监测技术人员队伍培养，加快德钦县、维西县
县级空气质量自动站建设，积极争取全州重点水域州市跨界断
面水质自动站建设。强化全州环境监测质量监管。建立生态环
境监测与监管联合执法、联动快速响应机制；建立与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和运行任务相适应的投融资和预算保障机制。

强化后果严惩制度。强化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
动，完善司法机关介入。加强配套规定出台和落实；稳步推进信
息共享平台建设。做好环境违法案件行政追责、行政拘留、刑事
案件办理等工作的协调衔接，加强联动执法和协作配合，合力有
效打击违法犯罪。

深化环保监管体制改革。推行全流域、跨区域联防联控和
城乡协同治理模式，加强和充实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建立权威统
一高效的环境执法体系。加强各级环保部门领导班子建设、人
才队伍建设和环保科技人才支撑，努力造就善管理、懂知识、精
业务的环保队伍。抓好全州环境监测、监察、应急、宣教、信息
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监管等能力建设，重点加强环
保装备、应急装备保障和基层标准化建设。

切实强化整改落实工作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整改落实工作联席制度，全面压实责

任，统筹推进整改总体方案实施，全力推进23个整改落实类问
题和3个关注加强类问题整改到位。严肃责任追究，对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和移交整改问题整改过程中的推诿扯
皮、包庇袒护等问题严肃问责，确保整改工作全面、有序、按时推
进。做好整改信息公开，及时向社会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
反馈意见和问题整改方案、整改进度、整改落实情况，形成强大
的舆论氛围；加大典型案件的定期曝光力度，敢于揭短、敢于亮
丑。建立整改长效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细化落实各项整改措
施。既要对个性问题紧盯不放、立行立改、逐条落实，又要对共
性问题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专项整治，改善薄弱环节、尽快补
齐短板，建立长效机制。

近年来，迪庆州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始终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工作指向，着力寻找产业发展与生态保
护的平衡点，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全力推进环保攻
坚，着力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打响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三大战役”，持续推进全州环境质量改善。

努力完成污染减排目标任务
污染减排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的

重要抓手，也是改善环境质量、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的重要
手段。近年来，迪庆州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保护生态、改善
民生三大历史任务，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面对经济下行
压力，本着污染减排“目标不变、要求不降、力度不减”原则，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
以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
点，将总量减排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和谐有机结合起

来，细化减排任务，硬化减排措施，强化减排手段，不
断加大重点区域流域和行业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污染
减排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根据省政府与迪庆州政府签订的《2016年度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2016年我州化学需氧
量排放总量控制在5610吨以内（不计新增排放量），与
2015年持平；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328吨以内（不计新
增排放量），与2015年持平；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
1243吨以内（含新增排放量），与2015年持平；氮氧化
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7722 吨以内（含新增排放量），与
2015年持平。华新水泥（迪庆）有限公司脱硝系统投
运率93.11%，达到脱硝系统投运率80%以上的要求，综
合脱硝效率为57%，较好地完成了2016年综合脱硝效
率不低于 40%的要求，完善了在线监测和中控系统。
全州污水处理厂完成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削减量分别
为959吨、62吨。“十三五”期间，将加大以改善环境质
量为重点的总量控制及污染物减排工作。继续加大
对全州城镇污水处理厂督查力度，进一步在提高污水
进水量、进水浓度和管网建设上下功夫，加强对钢铁、

水泥、机动车等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提高重点行业的脱
硫、脱硝效率；加大机动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淘汰力
度，严格控制污染物增量，重视与减排息息相关的环境统计
工作，与相关部门加强联系和沟通，对淘汰落后产能、关停
项目，提前掌握好第一手资料，争取完成好我州的减排任
务。

加强项目规范管理 增强服务意识
在建设项目及审批上坚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服务。

在项目审批中坚持把总量削减指标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的前置条件，坚持“以新带老”，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准突
破总量控制指标，充分发挥环评“控制闸”、“调节器”和“杀
手锏”的作用，实现工作机制上的新突破。在管理上，加强
建设项目的申报、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确定和环境影响评
价文本的预审、评审、审批。“三同时”管理和验收上，建立公

开、公平、公正的环境管理审批程序，并使全程管理工作融
为一体，让企业知道怎么做、要做什么，既方便企业，又规范
管理。在服务上，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城市区域总体规
划、环境保护要求的项目，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对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和城市区域总体规划要求、环境污染严重的
项目，严格把关。

落实责任 攻坚污染防治
“十三五”期间，水、气、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改善环

境质量工作将作为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气十条”将重点
区域的细颗粒物指标、非重点地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指标等
作为环境保护的约束性指标，对接近标准的城市提出达标
时间要求。要求严格执行“水十条”，加强水源地保护，改善
提高污染水质和水体质量。为此，州环保局草拟《迪庆州水
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报州人民政府后由州政府公布实施。
依据省政府与州政府签订的《迪庆州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
书》，州政府与三县（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水污染防
治目标责任书》。继续开展全州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书目标
工作，上报污染防治及能力建设等10多个项目。上报省厅
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共12个项目）进度表及完
善三峡库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项目考核材料。对接州水
务局6年水资源公报数据，完成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三
五”规划编制所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规划项目等。为做好
重金属污染防治，迪庆州重金属污染防治应急控制工程已
全面实施。

“十三五”期间，迪庆州将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时代主
题，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和提高生态文明水
平的新要求，把加强环境保护与全面实施新型工业化、特色
城镇化、生态文明化、民生幸福化“四大战略”及贯彻落实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划（2016－2020年）》、《迪庆
州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实施方案》有机结合起
来，以服务发展、改善民生为落脚点，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
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采取切实措施，
积极应对，妥善解决，努力开创环境保护科学发展新篇章。

▶ 迪
庆州环境
监测站积
极与西藏
自治区环
境监测站
协商联合
监测方案,
对西藏与
云南跨省
界水体断
面（西 南
诸河芒康
县曲孜卡
断 面）的
监测位置、经纬度、河宽、水深以及流向等信息进行核定。2016年7
月1日，按照作业指导书，规范采集及保存该断面水样样品，现场测
定水温、溶解氧、电导率。

迪庆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
● 迪庆州环境监察支队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 州环保局污染控制监督管理科

▲ 2017年5月25日，州环保局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介绍
迪庆生态环保建设工作。

▲ 2017年1月，州环境监察支队在香格里拉市洛吉乡检查。

“6·5”环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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