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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修声刺耳、广场舞喧闹、交通噪

声扰民、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污染与

人民群众息息相关，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

的热点问题。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

委员高虎城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噪声污染防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

变，污染区域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高铁、城

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源不断出现，室外活

动噪声、室内噪声污染也日益多发、多样。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全国生态环境、

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受理的噪声

投诉举报合计约 201.8 万件，其中，社会生

活 噪 声 投 诉 举 报 最 多 ，约 108.3 万 件 ，占

53.7%；建筑施工噪声投诉举报次之，约 69.1
万件，占 34.2%。

噪声污染防治法，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和谐安宁环境需要。

增加防治对象、调整
适用范围，完善了对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职责的规定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法》自 1997 年起施行，共八章 64 条，修

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共九章 90 条。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管理对象和范围存

在空白。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噪声、城市轨

道交通噪声、住宅区共用设施设备噪声、环

境振动等没有纳入法律监管范围。

针对这一突出问题，噪声污染防治法增

加了噪声污染的防治对象，扩大了法律适用

范围：修改工业噪声定义，将工业噪声扩展

到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

境的声音；修改交通运输噪声定义，增加城

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扩展适用的地域范

围，将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

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仅适用于城市市区的规

定修改扩展至农村地区。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噪声污染防治涉及部门较多，存在职责

不清，多头管理，管理错位、缺位等问题。噪

声污染防治是地方事权，但部分地方政府对

噪声污染治理重视程度不够。

针对这个问题，噪声污染防治法完善了

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职责的规定：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明确有

关部门的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根据

需要建立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协调联动机制；

增加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噪声污

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内容；要

求未达到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所在

的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

声环境质量改善规划及其实施方案，采取有

效措施，改善声环境质量。

对广场舞噪声扰民、
振动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以往噪声污染防治以达标排放、末端

管理为主，对规划控制、源头防控、排污许

可、自动监测、社会治理等管理措施综合运

用不足。噪声污染防治法对这些举措都作

出了明确规定。”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

源头防控是防治噪声污染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噪声污染防治法强化了源头防控要

求。一是完善产品噪声限值制度，对于可能

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设备、施工机械等产

品，要求在其技术规范或者产品质量标准中

规定噪声限值；二是增加规划防控要求，新

增工业噪声、交通运输噪声规划控制要求条

款；三是增加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措施要

求，从源头上防治噪声污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指出：“噪声

污染防治法将振动纳入了法律规范范围，并

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公路、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等都提出减少振动的要求，这有

利于对振动的管理和相关纠纷的解决。”

广场舞噪声扰民备受关注，噪声污染防

治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广场舞噪声扰

民问题，噪声污染防治法兼顾了各方的利

益，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中国人民大

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竺效教授表示，噪声污染

防治法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

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

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

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

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如

果违反规定，在说服教育下仍拒不改正的，

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可以罚款。

明确法律责任、加大
处罚力度，将实施噪声污
染防治行动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14 次提到罚款，

但未明确罚款金额的幅度范围。部分条款

没有对应的罚则。而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

步明确了法律责任、加大了处罚力度。”生态

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排放噪声造成严

重污染，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排放噪声

的场所、设施、设备、工具和物品。

“加大处罚力度，会促使排放噪声的单

位更加重视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噪声

污染防治法规定了罚款的数额范围，也让执

法更有依据。”王灿发说，对于夜间施工造成

噪声的投诉，过去由于没有查封扣押手段，

管理部门也没有办法让噪声污染马上停止；

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了查封扣押的强制措

施，丰富了执法手段，对噪声污染防治可以

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同时依法享有获

取声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噪声污染防治的

权利。这非常重要。”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认为，大气污染治理和水污染治

理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信息公开起到了非常

积极的作用。当前，公众还难以有效获取噪

声监测的数据，建议各地各部门落实噪声污

染防治法的要求，尽快加以完善。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加强环境噪声污染治理。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生态环境部拟从以下方面加强

噪声污染治理：一是以噪声污染防治法实

施为契机，加强法律宣传贯彻。今年计划

联合全国人大环资委和相关部门，对地方

人大和生态环境部门噪声管理人员进行噪

声污染防治法及配套制度培训，提高各地

噪声管理水平。同时以知识问答等形式面

向社会广泛宣传。二是加快解决群众关心

的突出噪声问题，实施噪声污染防治行动，

积极推进社会共治。三是健全噪声法规标

准体系，进一步加强噪声监测工作，提高监

管能力。

噪声污染防治法今年6月 5日起施行

标本兼治 维护生活环境和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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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
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噪声污
染防治标准和规划、监督管理、
各类噪声污染防治、法律责任
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
有哪些新特点？下一步，相关
部门将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进一步加强噪声污染治理？

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
个单位都可以努力探索，哪
怕只是细微处的优化和改
变，也势必汇聚起“节约用
水”的强大合力

■说道R

打开水龙头时，尽量让水流小一点；淘

过米的水可以浇花种菜；洗过衣服的水还

可以冲马桶……说起“节水”，总会第一时

间想起这些生活小妙招。但其实，“节水”

二字远不止这样简单。

“数据采集正确率不应小于 97%”“系

统数据畅通率不应小于 98%”……不久前，

水利部发布实施《城镇用水单位智慧节水

系统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在国家层面首次

明确了关于城镇用水单位智慧节水系统的

技术要求；同样于近日发布的《“十四五”水

安全保障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全国用水

总量控制在 6400 亿立方米以内，以硬指标

保障水安全；此外，还有《关于加强城市节

水工作的指导意见》《“十四五”全国水情教

育规划》，等等。

短时间内，多个部门出台节水相关的规划、意见，从国家层面的

总体目标、相关标准，到再生水利用、水情教育、供水管网漏损率管控

等细化问题，水资源的流动与消耗被“盯”得更紧、管得更牢。而这

些，也让我们更深刻体会到“国家节水行动”几个字的意义与内涵。

随着近年来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制度框架的日益完善，在我

们身边的无数点滴中，改变早已悄然发生：田野间，大水漫灌变成

了小水喷灌；生产线上，智慧水表“紧盯”着耗水情况；校园里，雨

水经水循环和净化处理设施，流入澄净湖中……不难想象，随着

新一批规划、意见的落地，我们还将看到“节水”二字更多的尝试

与可能——这其中，需要部门、地方的协同推进，更离不开无数

你我他的共同努力。所谓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国家节水大网络中的小环节——如果无法在全社会形成节

约用水的良好氛围，再多的文件、再多的措施，效果也会大打折

扣。反之，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都可以努力探索，哪怕只

是细微处的优化和改变，也势必汇聚起“节约用水”的强大合力。

来，一起努力吧，从身边和细微处出发，从“用好每一滴水”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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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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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23日电 （记者李红梅）近日，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碳汇与生态价值评估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气候变

化背景下的碳策略”论坛在中国气象局召开。

碳汇与生态价值评估技术委员会将努力参与到推进减排和

实现“双碳”目标的进程中，发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的专业与协

调作用，联合气象行业、科学院系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研机

构、高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围绕

“双碳”目标，开展跨界合作的创新型研究开发、技术交流、技术

服务、技术培训；研究并建立碳汇与生态产业相关技术标准体

系；引领碳汇与生态价值领域的产、学、研、用有效结合、成果转

化和应用；广泛开展相关科普宣传。

碳汇与生态价值评估技术委员会成立
围绕“双碳”目标开展相关工作

本报北京 1月 23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

各地 2021 年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执行情

况：全国共下达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 13.28 万份，罚没款数额总

计 116.87 亿元，案件平均罚款金额 8.8 万元。

据了解，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五类案件总数为 15454 件。

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数量为 199 件，罚款金额为 1.86 亿元；

适用查封、扣押案件数量为 8897 件；适用限产、停产案件数量为

1093 件；移送拘留案件数量为 3397 件；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案件数量为 1868 件。

2021年全国环境行政处罚金额超116亿元
共下达处罚决定书13.28万份

本报兰州 1月 23日电 （记者付文）记者从甘肃省生态环境

厅获悉：全省 4474 个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已全部完成监测、溯

源、分类命名编码、河长信息填报等工作；兰州市、白银市、临夏

回族自治州 3 个试点市州按时制定并印发了入河排污口“一口

一策”整治方案，按照“取缔一批、整治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

完成排污口整治任务 164 个。

据了解，甘肃按照“水陆统筹、以水定岸”原则，坚持“查、测、

溯、治”一体推进、同步落实，开展采样监测、排口溯源及数据填报、

技术审核。当地严格按照排污口排查整治分类规则，结合监测溯

源工作成果，完成全省入河排污口命名分类并编码，开展重点排污

口标志牌设置工作，目前共完成重点排污口标志牌设置 74个。

甘肃完成黄河入河排污口编码
完成排污口整治任务164个

本报长沙 1月 23日电 （记者王云娜）记者从湖南省长沙市

林业局获悉：长沙市全面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林长体系，设

立市级林长 9 名、县级林长 73 名、乡级林长 777 名、村级林长

1892 名，构建起了林长制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

当地率先推行护林员、执法员、监管员等“三员”队伍建设制

度。市县统筹提高护林员聘用补助，吸引转业干部、年轻干部加

入，选优配强护林员。

林长制带来了“林长治”。长沙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55%，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推动有力，无公害防治率达 99.81%；生物多

样性保护扎实有效，全市湿地保护率稳定在 76.66%以上。

长沙全面建立四级林长体系
设立林长2700余名

本报北京 1 月 23 日电 （记者李红

梅）1 月 21 日至 23 日，受冷暖空气共同

影响，我国中东部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

围雨雪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

长，北方以雪为主，南方以雨为主。 22
日，中国气象局已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应

对中东部大范围雨雪天气。

“北方地区的弱冷空气和低纬度地

区北上的暖湿气流相互作用，是此轮中

东部大范围雨雪过程的成因。”中央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中央气象台预计，25 日至 29 日，中

东部地区还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雨雪

过程。预计甘肃东部、陕西南部、河南

西部和南部、湖北、安徽、江苏中部、湖

南北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

有大雪或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湖北西

南部、贵州、湖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

区有冻雨。

右图：1 月 22 日，位于北京市怀柔区

的箭扣长城银妆素裹。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
未来几天还有雨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