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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生态环境部举行 2024 年
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中国能源报》记者
在会上获悉，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
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
态环境违法也更趋专业性、隐蔽性。下一
步，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加强改革创新，持
续提升执法能力与水平，切实解决突出环
境违法问题，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

■■ 通过执法坚决遏制
生态环境违法高发态势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赵群
英表示，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生态环境部聚焦重点区
域、流域、领域和突出环境问题，精准发力，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做到执法有
力度、服务有温度，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2015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
法》”）正式实施。新《环保法》加强了对地
方政府、相关企业、监管部门的严格要求，
提高对政府的严格考核、对环境污染的行
为处罚，规定了严厉的行政问责措施。同
时，明确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基本
原则，突出公众参与力度，鼓励和支持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并规定了相应的参与途径
和方式。

“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
是‘长了牙齿’的环保法。2018 年以来，随
着新《环保法》深入实施，全社会环境守法
意识显著提升，企业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
大，生态环境处罚案件呈现下降趋势。”赵
群英表示。

2025 年，新《环保法》即将迎来实施十
周年，这十年来，生态环保执法监管成效如
何？赵群英介绍，十年来，通过执法坚决遏
制生态环境违法高发态势，积极投身污染
防治攻坚战主战场。充分发挥新环保法的

“钢牙利齿”作用，坚持运用“一竿子插到
底”的监督帮扶方式，推动解决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不断创新优化生态环
境执法新模式。在环保法实施中，在执法

实践中，持续加强自我改进，重塑执法业
务，提升执法质量，高效赋能基层，逐步构
建起“智慧监管、宽严相济、罚教并重”的执
法新模式。

■■ 新四类环保设施
向公众开放工作指南发布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石化、电力、钢
铁、建材四个行业的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工作指南，鼓励四类行业打开大门，用线下
参观或云参观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工作指南提出，各地要紧密围绕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领域，推
进四类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开放点位
包括空气、地表水、噪声、辐射等监测站
点，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工艺、监控设施，以及
相关废水、烟气排放和焚烧炉运行工况等
自动监测数据，有条件的还可设立参观展
厅或者展馆，向公众讲解普遍关心的处理
工艺、处理效果、监测程序、最终去向等生
态环境问题，可以设计不同的展示形式和
互动环节。

生态环境部宣教司司长、新闻发言人
裴晓菲表示，发布新四类环保设施向公众
开放工作指南，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众
的生态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激发

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
进相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这四类行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本身能源消耗大、污染
排放多，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对象。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是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
识，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的重要活动。

裴晓菲介绍，2017 年以来，生态环境
部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推动生态环境监测、
城市污水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废
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等四类环保设
施，即“老四类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取得
良好效果。截至目前，已有 2101 家企业成
为环保设施开放单位，共接待参访公众 2.2
亿人次。

■■ 完善长效机制
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管

9 月，生态环境部会同最高法、最高
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六部门，针对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
机构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这次专项整
治主要是以重型货车检验和维修为突破
口，重点查处为超标重型货车出具虚假报
告、进行虚假维修的机构；同时延伸上下
游，追查作弊软硬件“产—销—用”非法黑
色利益链，从而倒逼重型货车实现合规达
标排放。

针对此次专项整治，赵群英指出，取得
很好效果，有效遏制了弄虚作假、超标排放
等问题频发势头，有效实现了污染减排。
具体表现为“一升、一降、一减”，即不合格
车辆维修量上升、重型货车问题比例下降、
污染物实现有效减排。

机动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当前大气污
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赵群英提供了一组数
据：根据技术单位统计测算，机动车氮氧化
物排放量已经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
34%，机动车当中的重型货车占机动车氮
氧化物排放量的约 80%，在一些城市占比
还要更高一些。“机动车特别是重型货车尾

气治理，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方
面。”他强调。

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主
要包括机动车检验机构和维修机构，是重
型货车环保达标监管的重要环节。如果重
型货车不用尿素或者拆除污染处理设施，
第三方机构又在检验和维修过程中弄虚作
假、故意“放水”，大量超标车辆将上路行
驶，直接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技术
部门研究，一辆最新标准的国六重型货车，
如果不喷尿素或者拆除污染处理设施，污
染物排放量将相当于 30 辆达标重型货车
的排放量。”他说。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保持严打弄虚
作假的高压态势，会同市场监管、交通运输
等相关部门加大对机动车检验机构和维修
机构的监管力度。同时加强重型货车排放
监管，重点针对用车大户和运输公司开展
入户抽查，压实各方责任。“近期我们也正
在研究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机动车
领域环境监管。”赵群英补充称。

我国多措并举加强生态环保执法监管
■本报记者 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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