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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实施意

见》制定出台的背景？

答：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

的发源地，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多次发表重要讲

话，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用“国

之大者”“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来不得半点闪失”嘱托青海要保

护好生态环境。省委省政府认真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青

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

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

去年底，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我省进行了督

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督察典型

案例和反馈问题的整改，结合平时

督察发现问题和问责实际及案例，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问题”研究和落实。强

调立足“早”和“小”，强化常态化生

态环境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全方

位、各领域、分层级压实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防止小事情拖成大事

情，避免或减少重大责任追究，更

好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同时体现严

管厚爱，更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实施意见》的出台，是省委省

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重大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推动

第三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的具体举措，也是

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成果，必将对

激励全省干部践行“干部要干、思

路要清、律己要严”要求，推动各级

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和部门、企业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落实起到积极促进作

用。

问：《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答：《实施意见》坚持问题早防

范、早提醒、早发现、早处置，构建

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处置的闭合责任

链条，突出治“小病”、防“大病”，建

立生态环境常态化监管和监督问责

模式，形成党委政府领导、纪检监察

机关监督、部门协同、区域联动、社

会参与的生态环保大格局。《实施意

见》由总体要求、常态化行政监管、

常态化监督问责、工作要求 4 部分

组成。明确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强化源头预防，推动监管责

任落实，做到关口前移，防止小事变

大，避免或减少出现重大问题的责

任追究。建立预告、收集、受理、提

醒、评判、严管、督查、宣传 8 项机

制，用有效管用的机制保障生态环

保常态化监管落地落实。从强化政

治监督、监督贯通、执纪问责、以案

促改、担当作为 5个方面，推动监督

问责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从加

强组织领导、督查落实、成果运用 3
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问：常态化行政监管提出哪些

措施方法？

答：《实施意见》提出常态化行

政监管的 8 个方面工作机制，贯穿

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

的理念，各项机制前后承接、上下

贯通、左右联动，捋顺了如何预防、

发现、解决问题的工作流程，创新

了生态环境监管模式。

一是预告机制。通过多种途

径告知相关部门、工业园区、企业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明晰“干什

么”。同时，对潜在生态环境问题

针对性进行预警提醒，以便早防

范、早处置。二是收集机制。坚持

问题导向，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

通的问题线索获取途径，强化职能

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形成问题清

单。三是受理机制。监管部门依职

责对问题线索及时处理，把问题消

除在萌芽状态。对一时难以整改的

建立台账、逐步推进。情况复杂、

涉及多个行业领域问题，由同级党

委政府负责确定责任单位合力推进

整改。四是提醒机制。监管部门采

取函告提醒、现场交办、座谈交流、

建议约谈等多种方式，提醒预警存

在问题的部门单位抓好整改。区域

性、行业性问题由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告知属地政府和主管部门。五是

评判机制。建立监管部门问题整改

情况评判制度，综合评判整改措

施、进度、效果。依规依法严肃查

处悬而未决的问题，涉及违法犯罪

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六是严管机

制。坚持将严的基调贯穿监管部门

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以督办等形

式从严督导，扭住问题不松手不松

劲，防早、防小、防反弹。七是督查

机制。运用巡视巡察机构、审计部

门专项巡视巡察审计和省级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等手段，以督促改，避

免问题聚焦、升级扩大。八是宣传

机制。运用新闻媒体监督渠道，向

社会公开通报中央关注、群众关

切、社会影响大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情况，曝光整改不力、追责

问责典型案例，营造良好氛围。

问：常态化监督问责重点任务

是哪些？

答：《实施意见》提出常态化监

督问责的 5个强化举措。

一是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国

之大者”，采取生态文明建设政治

巡视巡察等措施，推动政治监督具

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着力健全完善

生态环保监督“回头看”和问题整

改销号、巡回检查机制，持续跟踪

督导问题整改，形成监督工作闭

环。二是强化贯通监督。坚持党内

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

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

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

督、舆论监督贯通协同、形成合

力。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与职能部门

协调联动机制。三是强化执纪问

责。加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环境

问题办理力度，研究制定生态环保

问题线索移送指南，建立快查快办

机制，优先处置反映生态环境的问

题线索、优先核查生态环境方面的

问题反映。四是强化以案促改。立

足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由

纪检监察机关指导案发单位健全整

改制度机制、促进源头治理。注重

类案分析，把脉问诊、开出“药方”，

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协同行业主管部

门开展专项治理，推动系统治理以

期达到标本兼治。五是强化担当作

为。综合运用“四种形态”，落实好

“三个区分开来”，严管厚爱相统

一，充分用好容错纠错和整改减责

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的干部撑腰

鼓劲，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问：常态化监管与问责如何有

效衔接？

答：为更好做好《实施意见》的

贯彻落实有效衔接，配套制定了常

态化监管问题责任追究触发机制，

坚持综合研判、分类处置原则，明

确了“什么情况下问责、由谁问责、

问谁的责”的各类情形。触发机制

分被动触发和主动触发，即相关部

门移送纪检监察机关触发问责和纪

检监察机关主动发现触发问责。触

发机制启动后，将对党委政府主体

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纪检监

察机关监督责任“三责”同追。

问：如何抓好《实施意见》的贯

彻落实？

答：重点从三方面推动贯彻落

实。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方面。坚持

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

面领导，由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

门负主责，一体推进落实。二是加

强督促指导方面。将《实施意见》

贯彻落实情况列入党委和政府督查

事项进行专项督查，倒逼责任落

实。三是加强成果运用方面。将推

进生态环境常态化监管和问责工作

纳入组织部门日常考核内容，作为

年度目标（绩效）责任落实和评价

干部的重要参考。

此外，结合纪检监察监督与生

态环境监管贯通协作工作机制、生

态环境常态化监督管理和问责触

发机制，一体抓好贯彻落实。同

时，制定《实施意见》宣传解读工作

方案，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全面营造关心、支持、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

氛围。 （严路）

转载自《青海日报》

省纪委监委机关、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就《关于加强
生态环境常态化监督管理和问责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常态化监督管理和问责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省纪委监委机关、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就《实施意见》的起草制定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