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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鞍山市 2021 年度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的审议意见

2022 年 5 月 10 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鞍山市 2021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报告》。

会议认为，2021 年市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克服重重困难，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效。大气环

境质量再创历史最好水平，优良天数达到 319 天（同比增加

13 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7 天），细颗粒物（PM2.5）同比下降

5 微克/立方米，全市 10 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80%，

全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环境信访案件复查回访率全省排

名第一，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持

续增强。报告实事求是反映了 2021 年我市环境保护工作取得

的成绩，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下一步工作安

排，会议同意这个报告。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市作为老

工业基地，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欠账多，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任务依然艰巨，当前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还不稳固，还存在诸如

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治污基础设施设备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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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精细化水平不高、农业农村污染防治薄弱、矿山生态

治理任务繁重等不可忽视的差距和短板。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持续改善我市

生态环境。会议建议：

一、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在新发展理念引导下，保持战略定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市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扛起

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更好统筹疫情防控、经

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突出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立足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统筹污染

治理、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速建立完善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

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以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直面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积极主动加快整改落实

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最坚决

态度、最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整

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将发现问题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契机，

对问题精准定位、科学施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研究建立长

效机制，强化长效治理，把解决“点”上的问题上升为完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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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制度，补齐各方短板，防止问题反弹。进一步强化问题导

向，从政策措施、责任落实上发力，更加注重常态化收集和解

决群众反映的，诸如噪音污染、餐饮油烟、恶臭异味等热点难

点问题，让老百姓随时随地感受到身边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三、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

以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为依据，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保护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依据国家碳达峰行动计划，高质量编制我市碳达峰

行动实施方案，科学提出目标和路径。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增强污染防治与碳排放治理的协调性，切实发挥好降碳行动对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

级作为减污降碳的根本途径，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

运输结构等加快调整。统筹水、气、土、固废和温室气体等多

领域减排要求，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减少常规污染物

排放。深化“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推动我市国土空

间格局进一步优化。严把生态环境准入关，做好“两高”管控，

遏制盲目发展。

四、持续关注重点行业重点部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围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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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战的意见，制定落实我市实施方案，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实施重点减排工程，着力解决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一是守望蓝天。全方位加强涉气污染源管控，协

同控制 PM2.5和臭氧污染。突出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推进钢铁

超低排放改造、菱镁行业整治；持续强化散煤治理；加强 VOCs

综合治理；加大燃煤锅炉和工业炉窑整治力度；以柴油货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为监管重点，持续加强移动源污染防治。二是

守护碧水。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大监管巡查力度，彻底解决污

水直排问题；强化对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运行监管，提升管网收

集率，推动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达标运行；不断完善“一域一策”

治理措施，强化流域综合治理。三是守住净土。推进农用地土

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名录内地块的准入管理；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深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做好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四是强化固体

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面落实固废法，坚持减量化、资源化

和无害化原则，积极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绿色建筑规

模化发展；全面落实垃圾分类管理，有效提升农业固废污染环

境防治水平，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处置相关基础设施短板；开展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全面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等级制度，

持续强化污染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建设；牢固树立环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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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底线思维，盯紧“一废一库一品”（危险废物、尾矿库、

化学品）等高风险领域，做好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应

急能力建设；精准有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确

保做到两个 100%（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 100%全覆

盖、医疗废物废水及时有效收集和处理处置 100%全落实）。

五、严格规范生态环境执法，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建立健全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等

全方位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增强治污主体

法律意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强

化目标考核制度，压实督查考核问责，充分调动相关职能部门

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不断强化监管工作，推动实现从污染预防到污染治

理和排放控制的全过程监管,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建立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督机制，加强

生态保护红线、县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状况监测评估。深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等生态环保领域各项改

革，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和“谁污染、谁付费”

的市场化投入机制。加强执法队伍和执法能力建设，持续提高

执法效能，有效衔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加大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惩处力度。推进生态环保全民行动，做好生态环境宣传和

舆论引导工作，强化公众参与，提升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