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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 日前，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督
察发现， 山西太谷恒达煤气化公司长
期存在焦炉烟气偷排漏排、 在线监测
数据造假、 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等违法排污问题。

督察发现，长期以来，恒达公司
仅将约一半焦炉烟气通过正常烟道
排放， 而将另一半烟气在未经任何
处理的情况下， 通过私开焦炉旁路
挡板的方式从旁路烟道排放， 以正
常生产排污的假象来掩盖违法偷排
的事实。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监控平
台在线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该旁
路烟道烟温长期超过 200 摄氏度，表
明该公司长期通过旁路排放烟气 ，
日外排烟气量平均高达 20 多万立方
米。 此外，恒达公司还存在严重漏排

现象。 由于平时旁路挡板密闭不严，
即使旁路阀门全部关闭， 仍有约超
过 10%的焦炉烟气未经处理经由旁
路烟道漏排。

除焦炉烟气偷排漏排外， 督察组
还指出， 恒达公司新建脱硫脱硝设施
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脱硫脱硝设施
核心的硫酸铵离心脱水设备长期未能
正常使用。 督查组调阅企业硫酸铵生
产记录台账发现，在 2020 年焦炭产量
高达 47.9 万吨的情况下， 恒达公司仅
产生硫酸铵约 10 吨，不足正常运行产
生量的百分之一。 此外，企业还将生产
的数万吨焦炭露天堆放， 无任何苫盖
防尘措施，现场脏乱差，堆场和来往运
输车辆扬尘污染严重。

不仅如此，督察还发现，恒达公司
还存在在线监测数据造假行为。 恒达

公司将企业烟气在线监测设施的日常
运维交给第三方山西世纪天源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负责。 运维公司通过在线
监测数据造假等方式， 掩盖恒达公司
偷排和严重超标排放的违法事实。 督
查组现场监测发现， 排放烟气实际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为
143 毫克/立方米和 86 毫克/立方米，
其中二氧化硫浓度超过 《炼焦化学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3.8 倍。 与此同时，
在线监测数据却显示二氧化硫、 氮氧
化物浓度分别为 0.50 毫克/立方米和
4.05 毫克/立方米， 数据严重失真，存
在造假行为。

对于上述违法行为，太谷区委、区
政府在督促企业整改落实过程中，却
存在等待观望思想。 督察组指出问题
后，太谷区在 4 月 10 日向督察组报送

的问题处置情况报告中提出：“对企业
进行高限处罚，责令企业从 4 月 10 日
开始关停 4.3 米焦炉的 30 万吨产能、
对剩余 30 万吨产能限产 50%至年底，
区公安分局和区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启
动调查程序”， 并对企业在线监测站
房、旁路挡板阀门井予以查封。 但督察
人员暗查回访发现， 除罚款落实到位
外， 当地并未对数据造假行为开展任
何深入调查， 在线监测站房封条已被
撕掉， 计划关停的焦炉仍处于装煤焖
炉状态。 直到 5 月 1 日，太谷区政府才
依法对恒达公司 4.3 米焦炉 30 万吨生
产线关停到位，对剩余 30 万吨生产线
实施了限产。

督察组表示， 将进一步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 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
工作。

山山西西太太谷谷恒恒达达煤煤气气化化公公司司长长期期违违法法排排污污被被通通报报
在督促企业整改落实过程中，太谷区委、区政府因存在等待观望思想也被点名

曝光台

国国家家发发改改委委、、国国家家能能源源局局：：

可可再再生生能能源源消消纳纳
责责任任权权重重可可跨跨年年完完成成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 日前，国
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 《关于 2021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
事项的通知》。 2021 年，各省可再生能源
消纳责任权重正式公布。 《通知》同时指
出，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当年未完成消纳
责任权重的， 可以将未完成的消纳责任
权重累计到下一年度一并完成。

根据《通知》，从 2021 年起，每年初滚
动发布各省权重，同时印发当年和次年消
纳责任权重， 当年权重为约束性指标，各
省按此进行考核评估，次年权重为预期性
指标，各省按此开展项目储备。

《通知》 同时强调， 各省在确保完成
2025 年消纳责任权重预期目标的前提下，
由于当地水电、核电集中投产影响消纳空
间或其他客观原因，当年未完成消纳责任
权重的，可以将未完成的消纳责任权重累
计到下一年度一并完成。各省可以根据各
自经济发展需要、 资源禀赋和消纳能力
等，相互协商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共同
完成消纳责任权重。对超额完成激励性权
重的，在能源双控考核时按国家有关政策
给予激励。

对于消纳责任权重完成过程中各方的
责任分配，《通知》作出了明确说明：

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经济运行管
理部门承担牵头责任， 按照消纳责任权重
积极推动本地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 开展
跨省跨区电力交易， 推动承担消纳责任的
市场主体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任务。
2022 年 2 月底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报送 2021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责任权重完成情况。

各电网企业承担组织责任，配合省级能
源主管部门， 按照消纳责任权重组织调度、
运行和交易等部门，做好可再生能源电力并
网消纳、跨省跨区域输送和市场交易。 2022
年 1 月底前，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所属省级
电网企业和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向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经济运行管理部门
和相关派出机构报送 2021 年本经营区及各
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量完成情况。

各派出机构承担监管责任，协调落实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消纳和跨省跨区域
交易，对监管区域内消纳责任权重完成情
况开展监管。 2022 年 2 月底前，向国家发
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报送 2021 年监管
情况。

《通知》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将组织有关单位按月跟踪监测各省级
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建设进展及消纳
利用水平， 按季掌握电网企业调度部门、交
易机构落实中长期电力交易情况，按半年评
估各省级行政区域消纳责任权重执行情况，
按年度通报各省级行政区域消纳责任权重
完成情况。

面对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
明确信号，多个项目依然我行我素，是
谁在给它们“开绿灯”？

“违规上马、 任由发展等行为，问
题不仅仅出在企业身上， 其背后是地
方政府的监管不力、纵容包庇，甚至明
知故犯。 地方要发展经济的想法可以
理解，但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做法，
早已三令五申明确禁止。 继续与政策
要求背道而驰，行为极其恶劣，对环境
的损害不止一时， 而是将产生持续影
响。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中心研究员彭应登直言， 此轮中央环
保督察下大力气整治类似行为， 正是
希望“逮住问题深入剖析，以点带面引
起警示”。

记者也了解到，地方政府偷偷“开
绿灯”的行为并不鲜见。 以辽宁为例，
2018 年以来， 该省有关部门没有及时
对未通过节能审查擅自开工或投产的
项目下达责令停工停产文件；2019 年
在省级节能审查批复的项目中，9 个能
耗为 5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高耗能项

目， 未落实能耗替代要求。 面对数 10
个未完成能耗“双控”任务的城市，辽
宁迟迟没有问责， 非但未缓批限批高
耗能项目， 反而继续放任其通过节能
审查。

另据督察组披露，辽宁昌图县政
府甚至专门召开县长办公会议，违规
推动当地“两高”项目开工。 会议确定
项目在未取得开工前有关审批手续
的情况下，可先行开展平整场地和桩
基础施工等工作，甚至要求相关审批
和主管部门对项目建设不予处罚。 恒
达公司所在的太谷区，“对企业日常
监管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落实督
察整改工作表态调门高、 行动落实
少，整改态度不坚决”。

一位来自发改系统的专家告诉
记者， 在不少地方的考核评价系统
中，经济、税收、就业等指标，权重往
往高于能耗控制、节能减排，至今仍
未摆脱 “把带动 GDP 发展的项目往
前摆一摆”的思想。 “特别是在碳减排
目标下，相当一部分地区认为要抓紧
发展‘两高’产业的最后‘机遇’，抓紧
时间把能上的项目都上了，导致碳达
峰成了“攀高峰”。 还有地区难以在短
期内实现转型升级，产业基础、人才
储备都不足，只能继续出卖自己的资
源优势。 ”

“工业领域碳排放占到排放总量
的 70%，以钢铁、石化等产业为代表
的‘两高’排放比重，又占到工业排放
的 80%。 无论从能耗控制、优化环境，
还是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角度，都
应该坚决把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拿下
去。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能源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毛涛进一
步提出， 由于上述产业又是刚需，很
多产品作为基础原材料或关键零部
件的上游供应，关系着其它产业供应
链的安全，“例如，新能源汽车、新基
建等热门产业发展， 仍离不开钢铁、
建材等产品作为支撑。 既不能任其发
展，也不可简单‘一刀切’，把好‘两
高’项目入口关十分关键。 ”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
究中心能源环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
冯相昭认为，目前，林业碳汇、海洋
碳汇、 碳捕捉与封存等负排放技术
尚不成熟，对碳减排的贡献有限。 在
此形势下，把关“两高”产业发展显
得更为重要。 “随着‘两高’产业逐步

纳入全国碳市场， 高碳产品的生产
成本必然增加，竞争力会越来越弱，
最后很可能无路可走。 继续大规模
上马， 将导致我国碳达峰的峰值非
常高。 峰值越高，未来实现碳中和难
度越大， 由此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
遏制几个项目所减少的收益。 ”

冯相昭还称， 监管力度不足、处
罚不够严厉，地方政府觉得违规成本
过低，也是导致其铤而走险的原因之
一。 “比如，能耗‘双控’做了多年，却
长期缺乏类似环保领域的督察问责、
区域限批等硬核手段。 不能再延续罔
顾资源能源承载能力、大干快上‘两
高’项目的老路子，而要从全国一盘
棋出发，以降碳为抓手，以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为重要举措，围绕‘两高’
产业达峰问题做好通盘调度。 ”

记者 5 月 26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
悉，紧盯钢铁、石化、焦化等重点行
业，生态环境部已派出 11 个专业组，
将从工艺全流程到治污各环节深挖
细查，切实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 同时该部正在研究制定碳监测试
点工作方案， 计划针对钢铁等 10 个
行业和部分重点企业，开展能源和工
业过程温室气体集中排放监测先行
先试，探索实测结果在企业排放量核
算与交易、减排监管等方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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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放任高耗能、高排放项目野蛮生长
地方主管部门“工作表

态调门高、行动落实少”
围绕“两高”产业达峰

问题做好通盘调度

国国产产化化程程度度最最高高的的海海上上风风电电项项目目投投产产在在即即

5 月 24 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施工人员正在华能盛东如东海上风电场进行塔筒吊装。
该风电场是国内第一个批量化、规模化应用 5MW 级国产机组的海上风电场，也是目前国内国产化程度最高的海

上风电项目，预计今年 6 月并网投产。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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