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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湘乡市东郊乡石竹村5组红球防水材料厂沥青恶臭扰
民，曾向市环保局反映多次，未得到解决。

原湘潭市制革厂（现已破产）连续9年将含六价铬制革废
渣处理至姜畲镇大池村百家组的农田内，污染农田、水
库及居民饮用水。

湘潭市湘潭县排头乡严冲村楠木组山上有一处私人非
法开采的锰矿（无许可证、无环保设施），造成山间泥石
流及山下水库重金属污染。

湘潭磷矿有限公司2018年2月9日至2021年元月3年
间无安全生产许可证下假整改、真生产涉嫌非法开采，
越界开采（借开磷矿之名，盗取片石资源）。开采挖矿破
坏生态环境，造成矿山裸露，水土流失；磷矿石随意堆放，
引起大气污染和辐射危害；使用化学膨胀剂，严重污染水
体和居民饮用水。2020年省环保督察组回头看在市政府
网站上公布的调查核实情况“未开工”，情况不实。
湘潭市湘潭县杨家桥镇杨家桥村淡高组的集体林地被
盗伐，造成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曾多次向县和市
林业局反映过，中央下了三次督办函，上过电视台，问题
仍未得到解决。

东湖路碧山庄桂小区对面的海记洗车在屋顶上养鸽子，
开窗就有噪音和异味，无法晾晒衣服，请求政府清理粪
便，解决鸽子问题。

湖南华菱线缆厂、湘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地处居民楼中
心，生产时噪音很大，影响居民休息；电缆厂排放有异味
有毒气体，影响居民身体健康。

湘潭市湘潭县河口镇华中村的湖南华林板业有限公司
直排污水，造成地下水污染，还存在扬尘与噪音问题。
曾向镇、县级反映情况，但没有任何效果。

湘潭大学附近的多凯复合材料公司非法生产PVC塑料
瓦，未安装环保设施，晚上排放难闻的气味和粉尘污染，
对附近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屡次举报反映该问题，
多次被查封，但未得到彻底解决。

湘潭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污水处理站、医疗废物暂存处理
点设在岳塘区红旗中路53、54号的自建房的窗户下，噪
音和废气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养老康复中心二楼的室外
仪器噪音扰民，多次向12345热线反映，未得到妥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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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4月12日,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乡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经调查核实，该举报件中反映“沥青恶臭扰民”的问题属
实，“曾向市环保局反映多次，未得到解决”问题不属实。

2021年4月9日，雨湖区组织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姜畲镇及村委会工
作人员根据举报内容到大进村白家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本次举报
内容与投诉人之前反映的问题相同，情况属实。

2021年4月10日、11日，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县分局执法、监测人
员会同排头乡负责人到该公司现场核实。经查“私人非法开采”情况
属实；“造成山间泥石流及山下水库重金属污染”情况不属实。

2021年4月9日，湘潭县分局执法、监测人员现场核查，其中“越界开
采（借开磷矿之名，盗取片石资源）”的问题属实，其余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该举报件中关于“湘潭市湘潭县杨家桥村淡高组的集体
林地被盗伐，造成水土流失，情况日益严重”问题不属实；关于“杨嘉
桥村淡高组林地权属”问题属实。

2021年4月10日，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岳塘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该举报情况属实。

湘潭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湘潭高新区分局、双马街道于2021年4月9
日分别对华菱线缆和湘钢金属现场核查，经调查，噪音影响居民休息
的情况部分属实，电缆厂排放有异味有毒气体，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的
情况不属实。

2021年4月10日，湘潭县河口镇人民政府、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
县分局执法人员到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情况属实。

2021年4月9日，雨湖区组织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姜畲镇工作人员到
湘潭市多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发现，反映“湘潭市雨湖区多
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生产PVC塑料瓦，晚上排放废气和粉尘，投诉
人屡次举报反映问题，企业曾被查封”问题属实，“未安装环保设施”
问题不属实。

2021年4月10日，市生态环境局支队执法人员前往六医院开展现场
调查发现，“多次向12345热线反映，未得到妥善处理”情况不属实。
其余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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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乡分局对湖南红球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
下达了责改通知。要求该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前制定整改方案，经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可行后报备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乡分局实施整改，2021年8月11日前完
成整改，整改未完成不得生产。
整改情况：企业正在制定整改计划，并落实通知要求做好工作。
处理情况：雨湖区人民政府2017年开始，多次委托检测公司对投诉人住房周边土地
进行土壤采样检测，检测报告均显示未发现铬污染事实。期间，雨湖区人民法院、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均审理判决驳回投诉人起诉。
整改情况：原湘潭市制革厂已于上世纪90年代初破产倒闭，无整改内容。
处理情况：排头乡政府组织相关站、所及村组负责人深入该公司所在的村组做好群众
工作。同时，市、县相关部门要求该公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湘潭县
分局监测站人员对楠木冲水库及矿区上游水渠、下游水渠进行采样，结果正在分析。
整改情况：该公司对原露天堆放的锰矿石进行清理，现场进行了复绿。

处理情况：湘潭县人民政府责成排头乡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民企矛盾化
解工作，并加强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
整改情况：该公司根据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整改要求进行矿区整改工作。

处理情况：2017年以来，湘潭县林业局分别对唐建成、朱建高等责任人做出了行政
处罚。县、镇多次前往各地各部门接访，向淡高组村民解释相关政策。
整改情况：责任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采取补种滥伐树木等方式落实复绿任务。

处理情况：工作人员对责任人黄某宣讲了《湘潭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
定。对黄某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将房屋顶楼的放飞窗口进行封闭，对
房屋清扫消毒，同时规范饲养。
整改情况：黄某已于2021年4月11日将放飞窗口进行封闭，并添置鸽笼一组用于
日常运输放飞信鸽，4月12日观测，碧桂山庄小区鸽子活动情况已有所减少。
处理情况：湘潭高新区曾多次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小区住户上门走访、代表座谈等
协调工作，2021年3月24日、4月12日，湘潭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湘潭监测中心对两
家企业排放的废气、噪声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均达标排放。
整改情况：企业已逐步升级废气治理设施并加强维护，进一步降低废气排放；同时
优化生产工序，改造生产设备降低噪声，杜绝废气、噪声扰民的现象发生。
处理情况：河口镇人民政府已责令该公司仓库负责人立即查明原因，对外排的黑水进行
清理，并与投诉人主动进行协商化解纠纷。市生态环境局县分局要求该公司采取措施降
低循环池水位并加强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加强厂区环境管理，确保环境整洁。
整改情况：企业与投诉人主动进行协商，化解纠纷，目前已初步达成谅解协议。
处理情况：湘潭市、雨湖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先后5次对多凯公司进行现
场环境检查，要求该公司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减少无组织粉尘的排放，同时，多次
就投诉情况与投诉人进行衔接了解具体情况并组织协商。协商无果后，于2020年
7月14日将多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环境问题事项的答复函送达至投诉人，告知其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途径。
整改情况：该公司于2020年3月起对有机废气收集罩进行扩大处理，增加废气收集
效率，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等方式进行整改，目前已整改完毕。
处理情况：2021年4月10日、11日，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对六医院废
气、噪声开展执法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臭气、噪声均达到标准要求；执法人员要求六
医院对污水处理站泵房采取进一步的隔声措施，减少运行期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整改情况：六医院在泵房内安装了隔音棉，并采用石膏板封面，工程已于4月11日
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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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治渔，全力以赴。湖南是内
陆禁捕退捕任务大省，在全国率先推进精准识
别渔民身份，全省涉及 102个县市区的建档立
卡渔船全部退出，渔船网具全部回收处置，妥善
做好禁捕退捕和渔民后续安置。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治污、治岸、治
渔，江河湖泊一派堤稳、岸绿、水清、景美的生
机。去年洞庭湖越冬水鸟为10年来最多。

4月的岳阳君山华龙码头，非法采砂乱象早
已成为历史。春可踏青、夏可观豚、冬可看鸟，大
变样的华龙码头正在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开
展长江自然教育，打造生态保护新地标，让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定格在人们心中。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守护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森林覆盖率从8%到80%。这一巨变发生在湖
南一座百年矿山曾经污染最严重的核心生产区。

自 2013年以来，锡矿山地区被列为省“一
号重点工程”、娄底市“一号生态工程”，进行重
点整治，力除百年沉疴。

“以前矿渣多、空气不好，带学生春游都不知
道去哪儿。现在满山绿色，搞户外活动也多了。”冷

水江市锡矿山中心学校的老师段光辉不再发愁。
从矿山到湿地、到保护区，演绎一幕幕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整改水电站 86
座，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大鲵
是低谷时的10多倍；清理28.75万亩欧美黑杨，
八百里洞庭一碧万顷……

对于环保问题，湖南从来都是动真碰硬、一
抓到底，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求上来。

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前所
未有的高度。我省构建了责任全覆盖的五级河
（湖）长制管理体系，成立高规格的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生态环保委员会等组织领导机构，做好
顶层设计，加强靠前指挥。

压实责任，齐抓共管。严格落实生态环保
与治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失职追责，开展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环境质量绩效考核，建
立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机制。

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守护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过去4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夏
季攻势”持续打响，各地挂图作战，集中时间、集
中力量攻坚克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一天天盯紧。老工业城市株洲，控
尘、控车、控排、控烧、控煤多管齐下，市区空气优
良天数从2013年的214天增加到2020年的317
天。蓝天常伴、繁星常亮，2020年我省14个市州
的平均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水域断面一个个治理。湘江流域保护与治
理作为政治任务、民生工程，久久用功、绵绵用
力。查入河排污口、护饮用水水源、除黑臭水
体、治不达标断面，2020年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
资沅澧四水干流 108个监测断面，全部达到或
优于 II类；60个“水十条”考核断面优良率达
93.3%，比2017年提升5%。

土壤生态一寸寸修复。实施土壤污染防治
项目，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消
除环境风险隐患。湘潭竹埠港易家坪片区，曾
经污染最严重，寸草不生，现在已完成土壤修复
治理 7万多立方米，青草绽出新绿。土地“活
了”，果树也“活了”。附近村民杨新光种了上百
棵桃树，长势一年比一年好。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美丽
乡村加快振兴

4月22日，第52个世界地球日，湖南省首届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大范例发布。衡阳县蒸水
流域、永州市零陵锰矿区等地开展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修复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

大美湖南，风景独好。到 2020年底，我省
森林覆盖率达到 59.96%，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87.04%，湿地保护率达 75.77%，物种多样性得
到保护。其中，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1.66%、乡村绿化覆盖率 64.22%，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实现从“一张床”到“一间房”的大跨越。

“七山二水一分田”之间，一个个村落散布
于三湘大地。从2018年开始，湖南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明确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厕所粪污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
升、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 6
项重点任务。

农村户厕、公厕建设纳入省委、省政府重点
民生实事建设项目，乡村“茅厕”告别“难言之
隐”。湖南首创“首厕过关制”，科学确定改厕模
式、施工承包方式等。以“首厕”过关，带动“每
厕过关”，换来百姓满意。据初步统计，“十三

五”期间，我省累计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
造300余万户、农村公厕2000余座。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全省大型畜禽养
殖场、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分别达 100%、97.3%，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 85.98%，化肥、农药使用量逐年递
减。目前全省约一半行政村的生活污水得到
治理。

家里垃圾分类打包，房前屋后整理有序，门
前路旁种花种草，环境整治带来的喜人变化，让
更多村民变“要我整”为“我要整”，主动投身美
丽家园建设。目前，湖南已建成省市县三级美
丽乡村6757个（省级授牌村641个）。

走进长沙周边村庄随意“打卡”，收获满
满诗意与浓浓乡愁。长沙打造 129 个“美丽
屋场”，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亲子旅
游、研学教育、劳动实践走进田野，景区开发
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
相辅相成。

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一仗，“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党的十九大报告勾画的乡村振兴图景，正在湖
南乡野展开。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4月 2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
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
伦就中老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老是社会
主义友好邻邦和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
体。建交60年来，中老始终心意相通、真
诚相交，坚持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
祉，树立了国家间交往的典范，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老同舟共济、携手
抗疫，生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
命运共同体精神。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老关系
发展，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以落实
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为主线，
密切高层往来，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
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下一
个 60年不断迈上新台阶，使两国人民永

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
通伦在贺电中表示，热烈祝贺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推进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伟大
成就，衷心感谢中方为老方抗击疫情、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宝贵援助和大力
支持。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老方愿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扩大
各领域友好交往，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续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老挝政
府总理潘坎也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
中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方愿同老方
巩固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办好
建交和中老友好年庆祝活动，不断丰富
中老命运共同体内涵，为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潘坎在贺电中说，
老方始终珍视老中友好关系，愿同中方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老中
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就中老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互致贺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意见

加强城市内涝治理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年，各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形成

“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工
程体系，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内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
效应对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内的降雨，老城区雨停后能够及时排干
积水，低洼地区防洪排涝能力大幅提升，历史上严重影响生产生
活秩序的易涝积水点全面消除，新城区不再出现“城市看海”现
象；在超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条件下，城市生命线工程等
重要市政基础设施功能不丧失，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有条件
的地方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到2035年，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
体系进一步完善，排水防涝能力与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要求
更加匹配，总体消除防治标准内降雨条件下的城市内涝现象。

《实施意见》从三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任务。一是系统
建设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实施河湖水系和生态空间治理
与修复、管网和泵站建设与改造、排涝通道建设、雨水源头减排
工程、防洪提升工程。二是提升城市排水防涝工作管理水平。
强化日常维护，汛前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治，清疏养护排
水设施，实行洪涝“联排联调”，提升应急管理水平，加强专业队
伍建设，加强智慧平台建设。三是统筹推进城市内涝治理工
作。优化城市布局加强竖向管控，强化规划管理与实施，加快
开工建设一批内涝治理重大项目，强化监督执法。

来数字峰会
感受“黑科技”

观众在体验 5GVR
动感单车，骑上它，仿佛
置身于真实赛道，可以体
验到赛车的失重感（4月
25日摄）。

当日，第四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
州市开幕，本次展会发布
了包括5G、区块链、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一系列新
技术新产品。

（新华社记者 魏培
全 摄）

7部门联合启动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25日，全
国妇联、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
工会、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联合启动科技创新巾帼行动。全国妇
联主席沈跃跃出席启动式，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激励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
向”，弘扬科学家精神，在自主创新、科技
自立自强中强化使命担当，勇攀科技高
峰，做伟大事业建设者、文明风尚倡导
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为建设科技强国
贡献巾帼力量。

7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创
新巾帼行动的意见》，并为科技领域全国
三八红旗手（集体）、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等代表颁奖。女科技工作者代表向广大
女科技人员发出倡议。

我国数字政府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据新华社福州4月25日电（记者 高亢 王成）国家网信办

副主任盛荣华 25日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的《数
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服务
效能得到显著提升。

据盛荣华介绍，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全球排名从 2016
年的60多位上升到目前的40多位，各类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
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的比例持续提升，全国一半以上行政
许可事项平均承诺时限压缩超过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