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2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 /版式 刘文彬 07关 注

基层环保治理“疲劳综合征”背后，

既有经费不足、人力有限等客观因素，

也有干部状态异化等主观因素。一些地

方基础薄弱，整改就要花钱，在财政紧

平衡的背景下，一些地区无力整改；一

些地方污染大户往往也是地方纳税大

户，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让一些地

方左右为难；也有一些地方干部缺乏担

当，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

——不会干：光查不改只因手中缺

“粮”。

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地方财力紧

张，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可用手段不多，

甚至多干一点反而挤占日常经费，面对

种种乱象反而不会干。

一名基层环保干部告诉半月谈记

者，自己也曾多次接到群众举报，但问

题核实并不是一蹴而就，有时候需要经

过长时间盯守、多次排查，这不仅要求

更多人力，也拉高了部门的各项支出。

“有时候面对一个污染问题需要走

访多个村、乡镇，单位车辆有限，总不能

你自己开着一辆车到处转吧。现在出差

补助等经费也紧张，有时候需要自己贴

钱开私车办公事，许多人觉得多干不如

少干。”一名基层干部说。

不少环保整改任务是临时出现的，

往往既没有年初预算安排，也没有上级

资金支持。面对明显需要加大投入才能

解决的问题，基层只能在各项支出中进

行平衡。一名基层干部说，面对河流污

染，局里经过申请花费数十万元在一些

排水口增加了摄像头，并且聘请第三方

进行实时监控，但收效甚微。“大家知道

哪里有摄像头也都避开，在一条开放的

河流，并不是安装几个摄像头就能解

决，但从实际层面看，继续增加投入几

乎不可能。”

“现在只要政府花钱的事都需要上

会、集体研究，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再

想匀出钱来干别的确实力有不逮，而且

周期长，可能最终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

变化了。”一名基层干部说。

——不敢干：罚太狠企业就“死

了”。

一些干部直言，面对简单的环保问

题之所以犹豫不决、踌躇不前，是因为

相关部门需要权衡利弊，害怕因环保处

罚太重，导致企业停摆。不少地方的处

罚手段只是责令企业停止排污，并尽快

完善治污设施，加大对企业的监督。

“现在许多企业不好干，尤其是一些

重化工企业，效益普遍较差，主管部门也

知道其不挣钱，面对这种排污问题往往

只能制止，如果处罚过重有可能把企业

搞黄了。”采访中，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

涉嫌排污的企业还是地方的纳税大户，

一些地方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

企业不会过多打扰，如果不是明确的问

题线索，并不会对企业过多干涉。

此外，一些地方基层环保治理力量

不足，权责不对等。比如，中部地区一

家省级开发区入驻企业上百家，但开发

区综合执法局只有 4 名工作人员，除了

环保检查，还要负责安全生产、防止欠

薪等工作，确实存在检查不力的情况，

迫切需要充实专业力量。

——不想干：拖一拖我就调走了。

一些地方面对环保问题常常使用

“拖”字诀，一方面希望事件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也是一些主管干部认为只要熬

上几年就没事了。

北方某地被发现污染问题后，一名

地方干部经过多方打探找到半月谈记

者，并表示“能否晚几天再发，地方主官

马上要调走了”。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一些环保问题

处理流程长、涉及人员多，问题得不到

彻底解决干部调动将会比较困难；而环

保问题一旦查实，会对领导干部造成较

大影响。这也导致许多典型的环保问题

往往是上级督查、督导发现，少有基层

自查发现。

面对基层环保治理领域的“不会干、

不敢干、不想干”难题，受访干部表示，深

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上下合力、部门协同推进，及时补充

壮大基层环保治理力量。一是要明确权

责，特别是事权与财权统一，在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投向中加大对生态修复治理项

目的支持，帮助基层在发展中补齐短板；

二是要客观面对各类环保问题，既压实

责任，鼓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新官要管

旧账，又加强部门协作，鼓励引导企业加

快绿色转型步伐，避免将干部和企业“一

棍子打死”；三是进一步完善环保问题整

改销号制度，在整改过程中加强社会监

管、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确保相关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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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绿 色 发 展

理念的深入人心，生

态 环 境 治 理 现 代 化

水平不断提升，一批

突 出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得到解决，生态功能

区 、自 然 保 护 区 、大

江 大 河 等 重 点 区 域

的 生 态 环 境 明 显 改

善。与此同时，老百

姓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关

注度越来越高，要求

也 越 来 越 高 。 在 压

茬 推 进 各 地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问 题 整

改的同时，面对集中

爆 发 的 环 境 治 理 任

务，一些地方在基层

环保治理中患上“疲

劳综合征”。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说。”

面对许多长期存在的顽疾，甚至是

显而易见的问题，一些地方患上“眼盲

症”。

数月前，北方某地多名村民反映，

流经他们村子里的一条小河沟近两年持

续遭受污染，水面时常出现白色泡沫，

严重时水体呈牛奶般白色，偶尔也呈深

褐色，河水流经地方的不少树木死亡，

他们多次向环保部门举报，但污水仍间

断性地出现。

半月谈记者 2024年 8月实地走访发

现，这是一条未建成的排洪渠道，水面

确实漂浮着白色泡沫，并散发出一股异

味，周边干涸的土地上覆有一层白色物

质。周边村民不敢用河沟里的水灌溉农

田。“刚开始还有人不信，结果浇了庄稼

就死了。”一位村民指着河水说。

河沟的上游是一家化工企业，其产

生的废水也为奶白色。当地环保部门一

名工作人员说，近两年多次收到关于这

条河沟水质异常的举报，并于 2023 年 5
月要求这家企业停产整治，经过整治消

除了环境隐患。

然而，村民手机里的一款政务 App
显示，2024 年他们多次反映过河水污染

问题，办理进度都显示已上报。对此，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常明察

暗访，没有发现企业偷排的情况。“可能

因为这是一条开放的河流，违法偷排行

为很难防住。”

一起看似简单的污染事件，村民多

次举报，环保部门却迟迟找不出污染

源，不由得让人感到蹊跷。类似情况并

不少见。中部某地一名乡镇干部坦言，

有的环保问题显而易见，乡镇上上下下

都知道，也没人上报，其他干部没一个

表态的，自己只能装作看不到。

——“有整改动作，无实质结果。”

面对环保问题时，不少地方往往态

度坚决，“照单全收”“立行立改”“零容

忍”等词汇不少，但在实际整改中，往往

视情况而定，“纸面整改”时有发生。

一年前，中部地区一家工业园区被

群众举报违法排污。半月谈记者实地调

查后发现，工业园区规划的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方资金断链，加之当时园区入

驻企业数量少，污水量不多，项目没建成

就停工了，只得就近建设一处小型生活

污水处理厂。随着园区入驻企业和人员

增加，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能力不足，一些

生产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道直排，周边

土石、草木被染成漆黑色，并散发恶臭，

附近村民说味道呛得夏天都不敢开窗。

半月谈记者向当地主管部门核实

后，当地表示将认真调查处理。不久

后，排污口附近开始开挖暗道，烂尾的

污水处理厂附近也建起了隔离挡板，当

地表示已经积极整改。但当半月谈记者

再次走访时发现，原本的排污口确实不

再排污了，但在下游 1 公里左右远离村

庄的地方发现了新的排污口。

当地一度表示要想办法把烂尾的

污水处理厂项目盘活，并与一家大型环

保企业达成意向协议，建设日处理 1 万

多吨污水的处理设施，但与相关企业咨

询后，至今没有下文。

面对群众反复举报的一些棘手环

保问题，一些地方整改动作不少，又是

加装视频监控，又是各种排查倒查，台

账记录做了不少，但许多问题难以得到

有效解决。

——“上级不重视，问题不解决。”

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特别是

自媒体的盛行，基层遇到的环保舆情迅

速增加。一些地方疲于应对舆情，通过

个人关系、组织施压、求人请托等方式

与反映问题的人取得联系，认为只要问

题不再继续反映、不被曝光，那么问题

也就解决了。

不久前，半月谈记者看到一份地方

政府提供的整改方案。但整个方案对于

污染问题的表述语焉不详，核心内容竟

是几名村民的“承诺书”。在按着红手

印的承诺书中，村民承诺不再向媒体反

映污染问题。地方干部信誓旦旦地说：

“问题已经解决，肯定不会再有人反映

了。”

一些地方把环保问题简单看成舆

情问题。对于群众举报，能拖则拖；面

对媒体的采访，也习以为常；上级领导

关注了就动一下，上报整改方案；如果

领导不再过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会干、不敢干、不想干”难题待解

“疲劳综合征”三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