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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一个又一个刺眼的“监管不

力”表述，出现在了第二轮第六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公

开通报的全部5个典型案例中。

  这5个案例分别为：河北承德

兴隆县非法采矿问题突出、江苏镇

江长江岸线清理整治推进不力、内

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铁矿等

开采违法违规问题突出、西藏昌都

水泥项目批小建大、新疆玛纳斯河

流域水资源管理不力。

  “不作为、慢作为，不担当、不

碰硬，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是此次

督察组深入现场查实一批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在曝光此类问题的同时，督

察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

工作。

以修复之名行破坏之实

在原开采面上继续开矿

  3月下旬，第二轮第六批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5个

督察组分别对河北、江苏、内蒙古、

西藏、新疆5个省（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开展督察。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河北省时发现，承德市兴隆

县非法采矿屡禁不止，肆意侵占自

然保护区及林地，生态破坏问题

突出。

  兴隆县一些矿产企业采矿权

到期后未重新申领采矿许可证，无

证采矿问题突出。大规模无证开采

矿石导致山体严重破损，矿坑及其

周边支离破碎，地表大面积裸露，

严重破坏自然生态。

  兴隆县一些采矿企业甚至不

惜违法侵占自然保护区。督察发

现，挂兰峪镇六拨子村一采矿点非

法侵占六里坪猕猴省级自然保护

区。通过卫星影像图比对及现场督

察发现，2019年9月以来，该采矿点

非法开采矿石6.5万吨，非法侵占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44亩，破坏一般

公益林12亩。

  一些采矿企业保护森林的法

治意识淡薄，采矿过程中肆意破坏

林地。督察发现，河北铸合集团兴隆县矿业公司

在未办理占用林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2018年

至2021年底，越界非法开采花岗岩，原有植被生

态遭到严重破坏。该矿因越界开采、侵占土地先

后受到地方有关部门3次行政处罚，在未完成生

态修复的情况下，当地有关部门仍为其延续采

矿手续。

  兴隆县生态修复治理问题突出，有的甚至

以修复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八卦岭乡、挂兰峪

镇32家废弃无主危险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由唐山中地地质工程有限公司实施治理，但

现场抽查发现，百砬沟废弃矿山不仅没有按要

求开展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反而在原开采面上

继续开矿，原需综合治理面积为30亩，目前开采

破坏山体面积已超过57亩。

  督察组指出，兴隆县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要求不到位，对矿山开采和生态破坏监管不力，

任由非法采矿侵占自然保护区和林地造成生态

破坏等行为长期存在。

  违法违规开采的问题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

拉特前旗也存在。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督察内蒙古自治区时发现，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矿山开采长期无序发展，越界开采等违

法违规问题突出，近3万亩荒漠草原被违法侵

占，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乌拉特前旗共有在期矿山85家，其中露天

矿山45家，露天开采集中区域在荒漠草原中形

成一座座“天坑”和尾矿废渣堆积的“山丘”。督

察组现场抽查的8家露天矿山，无一按照规范进

行开采和修复，植被破坏严重，生态修复难度

极大。

  此外，乌拉特前旗有62个采矿项目存在侵

占荒漠草原问题，侵占总面积近3万亩，严重违

反草原法。“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没有树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粗放开发利用矿产

资源，对违法违规问题监管不力，对荒漠草原等

生态脆弱区域造成严重破坏。”督察组指出。

批小建大严重破坏生态

野蛮施工倾倒废渣弃土

  野蛮开采的问题也在这次督察中被曝光。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西藏自治区

发现，昌都市水泥项目批小建大，生态破坏问题

突出。

  现场督察发现，西藏开投海通水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水泥）野蛮施工，采区和矿区

道路两旁废渣弃土大量顺坡倾倒，导致矿区形

成大面积高陡边坡，且未落实矿区生态修复措

施，生态破坏十分严重。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争建材）石灰岩矿山将开采的

矿石从海拔约4600米的山顶，直接自然滚落到

海拔约4200米的工业广场，矿区山体自然生态

破坏殆尽，安全隐患十分突出。八宿海螺水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宿水泥）石灰岩矿山未落实

环评“边生产边治理”要求，没有采取作业区及

运矿道路洒水降尘、堆存物料防尘苫盖等抑尘

措施。

  此外，水泥项目还存在批小建大问题。督察

发现，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昌都市4个水泥熟料

项目产能合计255万吨/年，但实际

建成产能超过批准产能的41.2%。

其中，高争建材一期、高争建材二期、

海通水泥批复产能均为60万吨/年，

八宿水泥批复产能为75万吨/年，

但实际建成产能均为90万吨/年。

国家有关部门2018年印发的《关于

严肃产能置换严禁水泥平板玻璃

行业新增产能的通知》明确要求，

一旦发现存在批小建大的行为，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会同

有关部门责令整改，整改到位前

不得擅自投产。但当地有关部门

监管不到位，放任上述项目违规点

火投产。

  督察组指出，昌都市贯彻新发

展理念不到位，履行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不力，对水泥企业采矿破坏生

态、项目批小建大问题监管 不

到位。

侵占长江河道建办公楼

危险废物随意抛撒江滩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也出

现在了这次通报中。中央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江苏省时发

现，镇江市长江干流岸线清理整治

推进不力，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较

为突出。

  督察发现，镇江市对违反水法

和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占

用河道的项目未全部纳入清理整

治清单，存在少报漏报问题。现场

抽查发现，长江干流河道管理范

围内仍有19个项目未取得涉河建

设项目审批手续，其中9个为环境

风险较大的化工项目。扬中市有

关部门以水利设施名义立项建设

的西沙湾星空酒店位于长江河道

内，督察组现场督察时该酒店正在

营业。扬中市明知该项目违法，但

在上级排查时仍将其报告为水利

设施。

  江苏鼎盛重工有限公司在长

江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建设办公

楼、宿舍楼等建筑物近4万平方米，

填高滩地，改变河道原貌，影响行

洪安全。镇江晶晶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天辰新材料有限公司、镇江惠

隆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和纯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等化工企业临江而建，

侵占长江河道，厂区内大量废弃设

备和危险化学品对长江生态环境安全形成较大

威胁。

  督察还发现，镇江市列入清理整治清单的

142个项目均于2020年6月底前上报完成整改，但

部分项目清理整治不到位。位于丹徒区的镇江

市安丰船业有限公司和振兴海洋船舶重工有限

公司目前仍存在用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填

占江滩侵蚀江面问题，填占面积约1.8万平方

米，岸线生态遭到破坏。江苏复兴船舶有限公

司未经审批违法占用长江岸线新建船舶修造

和拆解项目，现场督察时企业正在开展国家

明令禁止的冲滩拆船作业，大量含油废水直

排长江。镇江环太硅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占用

滩地43 0亩建设厂房及相应的生产设施等，

2019年11月该公司仅拆除3座栈桥及少量建

筑，2020年3月扬中市予以验收通过。现场督察

发现，其余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仍未整改，环

境风险隐患突出。

  此外，少数企业超标污水直排甚至偷排长

江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督察发现，江苏远泽电气

有限公司在长江围堤上埋设约1公里长的管道，

将产生的废水排入长江，违法问题突出，性质

恶劣。

  督察组指出，镇江市相关区（市）对长江生

态环境保护修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长江岸线

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治工作不到位，监管执法

不力。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时发现，玛纳斯河水资源违规分配，

流域违法取水问题多发，挤占生态用水，流向生

态功能区的河道长期断流，导致部分生态功能

区退化严重。

  首要问题是生态用水量打折扣。玛纳斯河

流域管理局偷换概念，将红山嘴断面的4.17立方

米/秒最小生态基流流量曲解为1.3亿立方米/年

总水量，实际操作中仅在洪水季一次性放足水

量，用泄洪水量“顶替”生态水量，而非洪水季则

将河水全部引入东岸大渠。

  其次是违法取水问题突出。督察发现，玛纳

斯河流域管理局监管不力，流域内违法取水多

发。玛纳斯河流域54个地表水一级取水口中，22

个未办理取水许可。此外，玛纳斯河河道外一公

里范围内目前仍有573眼地下水机井未取得取

水许可。作为玛纳斯河流域主要监管部门，玛纳

斯河流域管理局却知法违法。2015年，玛纳斯河

流域管理局在玛纳斯河上建设了21眼地下水机

井，至今没有取得取水许可证。

  此外，部分重要功能区生态功能退化。卫星

遥感图片显示，2018年至2021年，玛纳斯河国家

湿地公园内近3平方公里的湿地面积干枯。现场

督察时，该段河道失去基本输水功能，附近难见

水生植物。

  督察组指出，玛纳斯河流域管理局作为玛

纳斯河流域管理机构，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不到位，没有保障基本生态用水需求，对违

法取水监管不力，导致玛纳斯河部分河道长期

断流。石河子市水利局及其下属单位知法违法，

擅自在湿地公园内建设拦水坝，截断湿地水源，

加剧了重要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违
法
开
采
侵
占
保
护
区 

以
水
利
设
施
名
义
建
酒
店 

违
法
取
水
致
河
道
断
流

 

五
地
环
保
不
作
为
监
管
不
力
被
痛
批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销量6000份，评价2000条，这是某购物

平台上一家自制内蒙古风味羊肉肠店的

业绩。然而，《法治日报》记者在商品详情

页面却查不到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

许可证、营业执照等信息。

  虽然卖的是内蒙古风味羊肉肠、肚包

肉，发货地却是河南商丘。客服人员解释

称，从内蒙古进货后再由位于河南的工厂

加工后出售。而对于是否办理过相关经营

许可，对方回答“不知道”。有消费者留言

评价称“百分百不是羊肉肠”。

  近年来，自制食品药品在网络上盛

行，从咸菜、腊肉、腐乳到果酒、饼干和糕

点，再到减肥酵素、压片糖果、中药茶饮，

这些产品被商家打上“纯天然”“无添加”

“手工制作”的标签，深受不少消费者青

睐。但与此同时，商家无生产经营资质、无

相关标签等问题也被频频曝光。

  这些在网络上大卖的自制食品药品，

真的安全吗？

自制食品销量颇高

商家缺乏经营资质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上随机搜索了一

款由福建产出和发货的“紫薯芋泥饼”，发

现该店铺公布的经营资质中仅显示了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具的“食品经营备案告

知函”，且明确不含网络经营。可截至4月

12日中午，该店铺在网络上销售的紫薯芋

泥饼“已拼6.3万件”，商品评价9000多条，

其中好评占大多数。

  在另一家销售“自制农家臭豆腐乳”

“自制干盐臭豆子”的店铺内，记者注意

到，臭豆腐乳被装在塑料瓶子里，瓶身上

贴有标签，包含配料表、保质期、生产日

期、登记证编号，没有执行标准，而这款臭

豆腐乳的销量已经过万。此外，该店铺销

售的老盐豆、猪头肉、酱菜等食品，也只有

登记证编号，没有执行标准和其他信息。

  而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

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标明名

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

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

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

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自制食品店虽然

在包装上贴了标签，标签上也标明了相关

信息，但其生产许可证是虚假的。

  家住广东深圳的王先生前不久在某

电商平台花374元购买了一款手工自制牛

肉干。收货后，他一打开包装便闻到一股

刺鼻的气味，肉已变质。他仔细查看标签

发现，虽然标注了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地址、生产厂家等全部信息，可当他将生

产许可证编号输入相关查询系统时，却发

现系统内并无该编号，连店铺名称都是商

家虚构的。随后，王先生向电商平台投诉

并申请退款。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指出，一些商

家打擦边球，说自己卖自制食品，其实不在食

品名目上，已涉嫌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

这种违法行为一旦查处将面临高额罚款。

保健品减肥药热卖

商家号称量身定制

  除了食品外，还有一些自制保健品、

减肥药也在网络上大受欢迎。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搜索到一款正热

销的瘦身食品——— 酵素梅，这款酵素梅的

宣传页上写着“晚上吃一粒，早上真通畅”

“一颗就管用”，并附上瘦身前后对比图，

该款产品已经热卖10万+，评价上千条。但

记者查看包装信息发现，每一颗梅子的小

包装袋上只有中英文标明的“酵素梅”，既

没有生产批号，也没有生产厂商。

  客服人员解释称，这是厂家自制的梅

子，生产厂商地址在广东揭阳，从河南信

阳发货。记者查询该店铺的资质和经营证

件发现，该店“食品经营许可证”信息显示

的百货店地址在山东青岛。一颗小小的酵

素梅，经营许可地、发货地和生产地分别

显示在全国的三个地方。

  在电商平台上还有一些打着“中药减

肥”的店铺，他们宣称自配药方，“无需运

动和节食，轻轻松松能瘦身”，单价在100

元至500元不等。但记者咨询3家店铺发现，

他们均没有营业执照，每家店自配的减肥

药方所含成分也没有明显区别，有的用牛

皮纸包装或者塑封袋包装，但包装上都没

有标明商品信息。

  “饮食习惯怎么样？身体有无不适？”

其中两家店铺客服人员的开场白一模一

样。无论记者如何回答，对方表示都能开减

肥药方，并且宣称两个月能瘦20斤。还有一

家店铺承诺两个月瘦10斤以下，差一斤退

款35元，该店铺的销量目前已经过万。

  记者就营业执照问题咨询其中一家

店铺，对方称“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负责

把药材包好寄出”。而关于药方问题，一家

店铺称“是民间老师傅开的药方，量身定

制”，另一家店铺称“使用的减肥方法是老

一辈传承下来的”，可记者仔细比对他们

提供的药方发现基本差不多。

  这3家店铺的评论区也很热闹。有的

网友晒图评论称“自己一天内瘦了20斤，

中药调理很管用”，有的网友称“自己连续

喝了4天减肥中药，从第一天就腹胀，第四

天时候肚子又硬又胀，早上5点被肚子闹

得醒来，一直在吐”。

  “自己做的养生保健品药品是不可以

售卖的，必须申请生产许可证、获得相关

资质、办理营业执照后才可以销售。商家

需要到市场监管局办理经营许可，然后提

交电商平台，再缴纳相关行业保证金，才

可以售卖。”朱毅说。

平台加大审核力度

食药安全不容小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法律规定，

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不需要进行登记。

一些在网络上售卖自制食品的人向记者

表达了自己的疑惑：究竟哪些可以被认定

为自产农副产品不需要登记，而哪些又应

当被认定为自制产品必须登记？

  受访专家解释称：自产农副产品，即米、

面、鲜肉等，这些在网络上销售时不要登记；

而只要对农副产品进行了加工，如腌制，再

在网络上销售时就必须取得相关许可。

  “入网食品经营者是否需要相关资

质，视其所销售的食品类型而定。如果售

卖的是经过加工的农产品、自制食品，如

自制水果罐头、蛋糕等，入网食品经营者

必须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

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生产、经营食

品的资质许可。”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邓利强说。

  关于网络销售食品监管，中国人民大

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

娟娟认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很完

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与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先后细化了入网经营者、平台的义务要求

和监督管理制度。因此，线下有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要求的，需要平台进行资质审

查，并将此类信息进行公示。就自制食品

而言，其背后可能是食用农产品的销售，

是源于作坊等小规模业态的加工食品。作

为生产经营者，在选择线上销售时，需要

结合地方监管进一步确认相关的入网经

营要求。

  从平台方来说，对于这些销量很高的

自制食品药品应该承担怎样的职责？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

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

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

其许可证。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

现入网食品经营者有违反本法规定行为

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

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

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

易平台服务。

  “加强平台责任是监管入网食品安全

的重要抓手。”孙娟娟说，从自我监管的角

度来说，平台需要依法建立管理制度，包

括收集和辨识法定要求的信息，建立纠纷

调解、消费权益保护等机制，及时向监管部

门通报违法信息、配合执法检查等。如果平

台没有履行法定的资质审查等义务，则会

有相应的惩戒，督促其履行法定义务。

  “平台和入网食品经营者应当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诚信自律，保证食品安全，承担起

应负的社会责任，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邓利强说，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法律和

相关司法解释已通过多种责任连带形式明

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和经营者的担

责情形，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担

当，加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邓利强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自制食品

药品时权益受损，可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

规定，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

要求赔偿。如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则由第三方平台先赔

偿，然后第三方平台再找食品经营者

追偿。

漫画/李晓军  

不少商家无生产经营资质 生产地发货地经营许可地不一致

风靡网络的自制食品药品安全吗
  ● 近年来，自制食品药品在网络上盛行，从咸菜、腊肉、腐乳到果

酒、饼干和糕点，再到减肥酵素、压片糖果、中药茶饮，这些产品被商家

打上“纯天然”“无添加”“手工制作”的标签，深受不少消费者青睐。但与

此同时，商家无生产经营资质、无相关标签等问题也被频频曝光

  ● 入网食品经营者是否需要相关资质，视其所销售的食品类型而

定。如果售卖的是经过加工的农产品、自制食品，如自制水果罐头、蛋糕

等，入网食品经营者必须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食

品经营许可证》等生产、经营食品的资质许可

  ● 平台和入网食品经营者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

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诚信自律，保证食品安全，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

任，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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