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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举报是激励更是督促
■川评

投诉举报量第一，已办结案件数第一，被责令整改和立
案处罚的企业单位最多，被约谈和问责的党员干部最多
……从当前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八省区边督边改汇总情况
来看，这场正在蜀中大地兴起的环保“问责风暴”的鲜明特
点，就是信息公开透明度高、群众信访投诉积极性高、政府
立查立改力度大。

环保问题事关民生，群众身边无小事，不以细微而
不为。直面环保问题，四川各级党委政府不护短、不遮
掩，广泛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对待群众举报，体现了对
群众利益哪怕是细小诉求的重视，体现了信息公开透明
的追求，也体现了边督边改、立行立改的决心。当群众
只需拿起手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电脑，就能清楚了
解中央环保督察在我省的进展情况，就能迅速获知举报
得到受理，亲眼目睹问题得到整改，这不仅保护和激发
了群众举报、监督的积极性，更在全社会进一步强化了
绿色发展的理念和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省收到和
受理的信访举报数量多，恰恰说明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有向往、对环保整治有信心、对党和政府有信任、对
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高度认同。

投诉举报量多，是激励更是一种督促。对于这次群众信
访投诉的问题，我省上下高度重视，按照督察组要求立行立
改、严肃问责，目前已办结案件数也高居各省区第一。群众
的来电来信，帮助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认识环保工作的薄弱
环节，督促我们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工作更有针对性。我们
要抓住这一契机，解决好群众举报问题整改，并在今后的工
作中进一步化解问题、推动工作，问计于民、取信于民，让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本报讯（徐登林）8月24日，在康定市孔玉乡折洛水电站，4
名工人忙着给电站压力管道和溢流管道安装摄像头。

8月18日，我州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的信访件，反映
康定市孔玉乡折洛村生源电站未经批准建设，电站4466米的
引水隧道未作可行性研究就炸石挖洞，引起严重渗水、爆管、
落石、水淹村民住房、冲毁农田，严重影响村民居住和生产。
州环保局当即会同州水务局、州发改委、州林业局组成调查组
到现场调查核实。

经调查了解到，群众反映的“我州康定市孔玉乡折洛村生
源电站”实为康定市折洛水电站，该电站经批准建设，属康定
市生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所有。信访件中“未经批准建设、引
水隧道未作可行性研究”等情况不属实。

但进一步调查后确认，2016年5月1日，该水电站的确因
后山溢流管道玻璃钢管质量不合格发生爆管，造成“水淹村民
住房、冲毁农田，严重影响村民居住和生产”。当时，爆管引发
泥石流共造成一户农房底楼和三个蔬菜种植大棚受损，并在
坡脚耕地内形成约600平方米堆积扇，涉及受灾群众110人。
折洛村党支部书记陈多良说，这次爆管“已赔偿到位”。

调查组向康定市生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出要求：尽快办
理康定市折洛水电站的环境影响回顾性评价，并报相关部门审
核；对电站的厂区、大坝、引水隧道、管道等所有区域开展风险隐
患排查，确保安全生产。

据悉，目前该公司安排给水电站压力管道和溢流管道安
装9个摄像头，再加上两名固定人员巡逻，一有渗水等情况能
够快速作出处理，防止爆管。同时将对废弃钢材、石料和木材
等废弃物进行规范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环保资讯▶

在国家实施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19周
年之际，记者近日深入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
北、西藏等长江上游天然林保护区采访发现，天保
工程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上游各地更加积极探索完善
天然林保护制度，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民生得到
发展，生态屏障已初步建立。

最严格保护
山绿了水清了

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党
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长江上游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品性采伐，并于同年9月1日在四川启动试
点，2000年正式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目前，重庆全域、四川除成都主城区外、贵
州除黔西南州以外，均在天然林保护范围内；云
南实施范围占到国土面积的60.98％，湖北省涉
及28个县（市、区），西藏的芒康、江达、贡觉3个
县因为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也被
纳入保护之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游各地对天然林的保护
力度更大、更严格。2014年3月，湖北省人大常委
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的决
定》，将天保工程建设写入地方性法规。同年9
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湖
北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明确规定“生态公益林
不得流转”，为公益林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四川全面建立完善由县（森工局）、乡镇（林
场）、村（组）和管护站点组成的森林管护组织体
系，层层签订责任状，严格考核和奖惩，实现天
然林管护全覆盖。西藏继续加强对天保区近
2000万亩天然林的有效管护，通过核发人员上
岗证、巡山记录卡，切实将管护责任落实到人，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春华秋实。据初步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贵州天保区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 2 个百分

点，2016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2％；湖北天
保区林地面积从8826万亩增加到9344万亩，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56.57％，4年，增加了5.25个百
分点；四川森林覆盖率达到36.8％，到2020年将
进一步提升到40％。

最有力的保障
林区群众保护意识普遍增强

天然林保护工程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是中央
及地方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有力保障，使林
区企业、职工和林区农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到 2016 年底，四川天保资金累计投入 384
亿元，云南170多亿元，贵州80亿元，重庆近60
亿元，湖北超过40亿元。西藏虽只涉及3个县，
但累计投资也达到11.8亿元。

四川夹金山林业局局长陈守廷介绍，国家
每年拨给他们的天保资金 1980 万元，占到全
局人工开支的 80％。阿坝州小金林业局局长
钟奇志说，自 2011 年 11 月小金林业局棚改住
房与商业用房并轨建设启动以来，该局已有
378 户林业职工和涉林人员喜迁新居，户均住
宅面积 80 平方米。据四川省林业厅统计，全
省已累计实施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
旧房改造 34261 户，累计投资超过 24 亿元，其
中国家和省里投资9.47亿元。

四川省林业厅介绍，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
补偿在四川惠及2400多万人，“十二五”期间，中
央和省两级财政共下达补偿金 53.5 亿元；2016
年至2017年，两级财政已下达补偿金24.8亿元。

长江上游各省份还创造性地将天保工程
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今年，四川将天保公益
林建设项目向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
和藏区88个贫困县倾斜，重点安排在建档立卡
贫困村。西藏将天保工程提标资金与自治区
下达的昌都生态脱贫资金进行有效整合，以每
人每年3600 元的标准，招聘2万多名贫困村民
担任护林员。

随着林区民生的极大改善，尤其是对贫困
群众的托底保障，林区百姓不仅更加重视天然
林保护，动植物保护意识也大大增强。2015年9
月的一天，一只成年大熊猫蹒跚地走入四川宝
兴县中岗村农户唐国华的蜂箱群中，慢条斯理
地“品尝”着蜂蜜，然后又在唐家的屋檐下睡了
一觉，次日清晨才大摇大摆地离开。这个过程
中，唐家人一直没有惊动这位“不速之客”。

最生动的实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砍树到种树，再到护树，成千上万的林业
职工和林农实现转型发展，安居乐业。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依托森林资源，大力
发展旅游、种植养殖、森林康养等林下经济，
逐渐走上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群众增
收的共赢之路。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天保工程面积最大的四川省，2016年接待
生态旅游2.6亿人次，实现生态旅游收入770多
亿元，带动社会收入1790多亿元。

森林康养产业在长江上游的嘉陵江、金沙
江、大渡河等周边山区也方兴未艾。夹金山林
业局拥有青衣江源和神木垒两个森林康养示范
基地。一年四季都有人来，一些游客一住就是
两个月。

森林康养已成为林业发展的新业态。四川
省林业厅副厅长马平介绍，从2014年底四川提
出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到目前已建成森林康养
基地63处。2016年森林康养产业实现总产值超
过300亿元。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采访中，许多地
方政府官员、林业专家和林区群众都向记者
表示，天然林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只有推动
林区经济由“输血扶持型”向“造血发展型”转
变，形成良性循环，天保工程才会根深叶茂，
行稳致远。

近年来，我州大力实施生
态文明战略，生态保护见成效。

（本报记者 王明阳 摄）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胡
毅 文/图）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
护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建设金沙江上游生态屏
障和“五个巴塘”，巴塘县采取一
系列措施，深度治理环境问题，
切实打好蓝天保卫战，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巴塘。

该县以“整合管理资源、
提 升 监 管 效 能 、改 善 环 境 质
量、保障环境安全”为目标，按
照“事、权、责”相统一的原则，
突出机构、职能、制度建设，在
环境保护上切实做到监管与
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执
法、监管与维权四统一。全县
划分为县、片区工委、乡（镇）
三 级 网 格 ，落 实 网 格 责 任 主
体，明确各级网格第一责任人

和直接责任人，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作为环境保护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环境保
护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对环
境保护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各级乡党委、政府对本地环境
保护工作负总责，对环境保护
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各有
关单位按照具体职责分工，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监
管责任体系和各个区域责任
单位各尽其职、综合监管、协
调联动的监管模式，形成推动
环境保护的工作合力。与此同
时，巴塘将环境保护纳入目标
督查和纪检问责内容，加大了
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
及时分类调查处理环境违法行

为，公示查处结果，达到处罚一
个、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目
的。并由人大、政协、纪检等监
督机关对监管情况、运行情况
进行全程监督，完善和优化网
格监管体系和运行。

为恢复森林植被、改善国
道两旁的生态环境、减少自然
灾害、提升绿化效果，该县强
力推进“山种树、路种花”绿化
项目，今年完成国道 318 线“山
植树”全长 26 公里，面积 122.6
亩，合计使用苗木 17000 株；完
成“路种花”任务，长度 10 公
里，面积 60 亩，目前已完成 100
亩，今年合计使用花种 240 公
斤，同时配置黄花木等灌木树
种及多年生黑麦草、康巴垂穗
披碱草、早熟禾混播草坪。

巴塘县打好蓝天保卫战

聚焦▶

亮点▶

15

历经近20年的休养生息，长江上游生态正在得到修复

四川实现天然林管护全覆盖
●四川森林覆盖率

达到 36.8％，到 2020 年
提升到40％

●到 2016 年底，四
川天保资金累计投入
384亿元

●今年，四川将天保
公益林建设项目向秦巴
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
山和藏区88个贫困县倾
斜，重点安排在建档立卡
贫困村

●天保工程面积最
大的四川省，2016年接待
生态旅游2.6亿人次，实
现生态旅游收入 770 多
亿元，带动社会收入1790
多亿元

我州安装摄像头
实时监控水电站安全隐患

【隐患】水电站溢流管道曾发生爆管，造成“水淹村民住房、冲毁农田”
【除患】给水电站压力管道和溢流管道安装9个摄像头，及时
预警，防止爆管

■新华社记者 储兴华
周相吉 周文冲

本报讯（局办）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干净整洁，甘孜公路
分局“三个到位”狠抓公路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安排部署到位。先后召开2次专题会，对抓好公路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进行了认真安排部署并下发相关文件到各养护
站。责任落实到位。根据路段情况把公路环境治理工作划分
到人头，做到责任到人。要求责任人及时清理公路沿线垃圾、
杂物、坍方等，随时保持路基路面整洁美观。检查督促到位。
针对环境死角、老大难问题，在分局自查的基础上会同县级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及时查漏补缺。

截止目前，已开展联合检查2次、自查3次，清捡、处理各
类垃圾杂物1.2吨、清扫G317线 76公里，清理涵洞98道，桥梁
维护14座，清除甘君路堆积物及坍方430立方米。集中铺筑
水电保通路段路面70400平方米/5段，清理水沟150公里，修
补甘白路卓达山路面坑槽288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