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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距离第三轮第三批8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10

月18日至20日进驻有关省份及中央企业不过十天出头

的时间，已有37名党政领导干部被约谈，6名党政领导干

部被问责。

  这是截至10月30日20：00的数据。根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协调局公布的数据，各督察组已收到群众

来电、来信举报5865件，受理有效举报4995件。

  据了解，此次督察既关注长江经济带流域性整体

性问题，以及生态环境共性问题，也找准各地突出问

题。各督察组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了一批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核实了一批不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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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发挥警示作用，切实推动问题整改，第一批典型

案例的集中公开通报也已完成，均与空气质量反弹有

关。其背后，又都与当地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推动工作落

实不够，日常监管不到位，乃至弄虚作假有关。

烟气未经处理直排

污染问题投诉不断

  江苏省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是长三角地区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在全省长期靠后，

2023年细颗粒物（PM2.5）浓度出现反弹，优良天数比率同

比下降，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24年1月至9月三市

PM2.5浓度排名江苏省后三位，淮安、徐州较上年同期继

续反弹，升幅分别为8.5%、7.4%。

  当督察组来到现场后，空气质量出现反弹的谜题

迎刃而解。

  一些涉气行业治污不力的现象明显。在徐州，天安

化工公司、建滔能源公司焦炉炉体密封不严，大量烟气

未经处理直排。翔盟精密铸造公司、华钢耐磨材料公司

等企业熔化、抛丸等工序废气收集处理不到位，烟粉尘

污染严重。

  在宿迁市，督察组收到的板材行业污染问题投诉

不断。沭阳县春林木业制品厂、迎丰木业公司等企业未

按要求完成挥发性有机物（VOCs）原料替代，仍违规保

留自制高VOCs含量脲醛胶生产设施，春林木业制品厂

等滚胶和热压工序废气收集处理不到位，挥发性有机

物无组织排放，吉强木业公司有机废气喷淋塔等废气

治理设施停运。此外，宿迁市板材行业还有一些属淘汰

类的两蒸吨以下生物质锅炉在用，一些锅炉废气污染

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现场检查发现沭阳县恒汐木业

制品厂1蒸吨生物质锅炉直排黑烟。

  在淮安市盱眙县仇集凹土加工集中区共有10家凹

土生产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物料露天堆放问题，无任何

防风抑尘措施，厂区内积尘严重，作业区尘土飞扬。抽

查发现，盱眙三银凹土科技有限公司废气治理设施破

损严重，大量烟气未经处理直排。

  行业大气污染治理不到位的问题在四川同样存

在。四川省泸州市、内江市现有砖瓦企业多数污染治理

设施简陋，行业整治推进缓慢。按照四川省整治方案，

泸州市和内江市2024年底前应分别完成61条和56条生

产线污染整治，目前仅分别完成13条和4条。督察组抽查

两地正在生产的10家砖瓦企业，发现均存在治污设施运

行不正常、超标排放等问题。内江市威远县嘉鑫砖厂不

正常运行脱硫设施，自动监测数据显示，8月15日至22

日，二氧化硫浓度小时均值超标49次。泸州市江阳区丹

林页岩砖厂长期采用简易单碱法脱硫，且未按要求添

加脱硫剂，治污设施运行不正常，1月以来二氧化硫浓

度小时均值多次超标，破碎车间未配备除尘设施，粉尘

无组织排放严重。

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燃煤锅炉违规建设

  “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上马控制不严，

是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要求，严禁新增平板玻璃产能，

新、改、扩建项目要实行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督察发

现，宿迁市苏华达新材料公司在未开展产能置换的情

况下，经宿迁市宿豫区有关部门审批，于2017年7月以电

子玻璃生产线名义建成一条浮法平板玻璃生产线，违

规新增产能400吨/天。项目建成以来，江苏省工信部门

日常监管不力，一直未按国家有关部门严禁水泥平板

玻璃行业新增产能的要求，将该生产线纳入全省平板

玻璃生产线清单管理，项目持续违规生产。

  燃煤锅炉违规建设问题依然存在。国家2020年10月

出台有关政策明确，长三角区域禁止建设企业自备燃

煤设施。2021年4月至7月，宿迁市及泗阳县有关部门违

规审批国望高科纤维（宿迁）有限公司新建4台65.5吨/小

时水煤浆锅炉和1台40吨/小时水煤浆锅炉等自备燃煤

设施，项目已于2021年底建成投产。

  安徽省也存在“两高”项目违规上马的问题。水泥

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要求，日熔化能力150吨以

上的新建工业用平板玻璃项目需实施产能置换。宿州

市东润玻陶科技有限公司未落实产能置换要求，2019年

违规建成日熔化能力300吨的工业用平板玻璃生产线，

2020年4月因未开展产能置换工作、无法提供产能置换

方案被国家有关部门通报。该企业为规避产能置换政

策，在玻璃熔窑未进行实质改造、熔化能力未改变的情

况下，将项目按日熔化能力150吨重新备案，长期违规

生产。

  烧碱行业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的限制

类行业，国家要求严格控制新增产能，新上项目应实行

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蚌埠市八一化工实施“退城入

园”搬迁时，将原有15万吨/年烧碱产能扩大为30万吨/

年，未落实产能置换要求，2022年4月以来陆续建成

投产。

  “两高”项目盲目上马的问题，在四川省也被发现。

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明确，平板玻璃项目建设须实施产

能等量或减量置换。督察发现，2021年3月，泸州市康宇

电子基板科技有限公司在未进行产能置换情况下，建

成投运350吨/天的玻璃熔窑生产线，违规生产至今。

违规放宽检测方法

出具虚假合格报告

  在这批案例中，弄虚作假的问题也被督察组重点

点出。

  在江苏省，机动车尾气检测和治理机构违规操作

弄虚作假。7月至8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发现，

淮安、宿迁、徐州三市43个机动车检测机构存在检测不

规范，甚至弄虚作假行为，移交问题95个。

  督察组抽查发现，淮安市安宏机动车检测服务

公司使用车载自动诊断系统作弊器，使得原本不合

格的尾气检查结果为合格，1月至7月共出具2573份虚

假检测报告。宿迁市东大机动车交易公司在车辆明

显排放黑烟的情况下，违规使用风扇对排气管吹风

驱散烟气，并出具合格报告。徐州恒瑞机动车检测公

司对柴油车检测时擅自放宽检验方法，徐州易事达

机动车检测公司违反检测规定操作，均出具不实检

测报告。

  督察组还发现，徐州市睢宁县常青汽车销售服务

公司于10月8日至14日期间，在5辆超标车辆没有到店维

修的情况下，向尾气治理管理系统直接上传维修合格

手续。

  在 安

徽省，机动车

检验弄虚作假问

题多发。督察发现，淮

北市现有14家机动车检验

机构均存在违规放宽检测方法问

题，8家还存在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其中，淮北

市腾淮检测公司使用作弊器，干扰车辆检测结果；2024

年以来，正则检测公司在63辆机动车检验不合格的情况

下，仍出具合格报告。宿州市长征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

司在车辆冒蓝烟的情况下仍出具合格报告；砀山县联

欣机动车安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联众机动车检测服

务有限公司违规变更检验方法。

  在四川省，泸州市高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在2023年

黄色预警期间，为掩饰应急减排措施未落实问题，临时

伪造生产台账应付检查。内江市威远县镇西镇页岩二

机砖厂在2023年10月黄色预警期间，未按要求停产，却

在自动监控平台将生产设施工况人为标记为“停炉”，

制造停产假象。

  此外，重污染天气应对不力的问题也值得警惕。

2023年，四川省出现多次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过程，部

分地市应急管控措施落实不力。督察发现，泸州市、内

江市、乐山市分别有23家、36家、20家企业，未按要求纳

入管控清单，其中内江市甚至有3家涉气环境监管重点

企业未纳入管控清单。

  据了解，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

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

  目前各督察组已全面进入下沉工作阶段。督促被

督察对象精准科学依法推进边督边改，以解决具体生

态环境问题回应社会关切，以整改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四川省各级行

政复议机构全面加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全省行政

复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今年1月至9月，全省新收行

政复议案件17859件，同比增长103.5%，行政复议化解

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全省新收行政复议

案件连续三年快速增长，行政复议案结事了率稳步

提升。

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便民利民

  “走几步就能到服务点，遇到行政复议相关问题

都可以来咨询。”今年7月，乐山市五通桥区某企业负

责人对“中国绿色硅谷”行政复议服务点的服务连连

称赞。

  行政复议，是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法定救

济途径和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层级监督制度。四川

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相较于向法院提起诉

讼，行政复议具有宽口径、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

例如，从时间上看，行政复议的审理周期短，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案件60天就能审结，适用简易程序快速

处理争议只需30天。

  为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

用，四川在全省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重大项目所

在地等，培育打造行政复议服务点。

  一个个行政复议服务点串起便企惠企万千事。

截至目前，四川省行政复议机构在经济开发区、企业

园区或重大项目所在地等点位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

700多个，与58家经营主体建立结对共建机制。

  为提升行政复议场所辨识度，充分发挥阵地建

设的示范引领作用，四川印发《行政复议场所外观及

室内标识规范》，对行政复议场所的空间面积、功能

布局、设施设备、内部标识进行了统一规范，对行政

复议服务点的外观形象进行了统一设计。同时，在全

省打造15个场所规范化示范点，绵阳市、成都金牛

区、成都青白江区、成都彭州市、宜宾叙州区、达州开

江县、遂宁射洪市、泸州叙永县、乐山犍为县、南充阆

中市10家单位已基本完成试点建设任务。

  据四川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修订的行

政复议法扩大了行政复议前置范围，能够发挥行政

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有利于过滤行政

争议、节约司法资源。四川探索在政务大厅、便民服

务中心设置行政复议服务点、协同法律援助机构建

立法律援助申请机制，落实一次性告知复议申请补

正材料等措施，降低复议申请门槛，最大限度便民

利民。

完善便企惠企全链条工作机制

  2023年，某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对四川某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向

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后，聚焦双方争议点，组

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行政复议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对双方释法明理，实质性化解了行政争议，实现‘案

结事了’。”今年6月，这起案件被收入四川省司法厅

发布的行政复议服务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这是四川通过调解方式化解行政争议的写照。

四川正探索建立行政复议受理前、审理中、决定后相

衔接的“一揽子”解决纠纷机制，将调解贯穿涉企行

政复议全过程，鼓励行政执法部门与企业面对面沟

通，提高涉企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比例。

  为有效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四川各级行政复议

机构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权益，依法办理职

业索偿、数据安全、虚拟商品等新产业、新业态案件。

省本级办理某公司不服自然资源部门不予许可探矿

权案时，释明“探矿”“采矿”“开矿”概念边界，纠正行

政机关不当行政行为，及时解决了企业经营难题。泸

州市办理某信息产业公司不服某自然资源部门解除

行政协议案时，查实某自然资源部门未履行催告程

序、直接作出解除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确认解除决定

违法、行政协议有效，通过行政复议引导行政机关慎

用行政权力，减少对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深化川渝行政

复议协作，编印川渝行政复议年度典型案例，组织开

展川渝行政复议研讨活动，共同出台行政处罚类行

政复议案件办理指引。

  行政复议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四川正在开展行政

复议服务营商环境三年行动，不断完善行政复议便

企惠企全链条工作机制，将涉企行政复议服务主动

送上门。截至9月底，今年全省办理涉企行政复议案

件1853件，涉案金额超过80亿元，为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近两亿元。

持续增强行政复议监督效能

  2022年5月20日，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执

法过程中发现某公司未取得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城

市户外广告定点登记证，擅自在某商圈设置4块大型

户外广告牌和两块LED显示屏，遂作出罚款的行政

处罚决定。该公司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复议机关认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仅对该公

司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未同时责令其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不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在听取复议机关反馈的意见后，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自行纠正了处罚行为。该公司撤回

了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设定就是防止和纠正违

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四

川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说。

  四川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坚持有错必纠，依法客

观公正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积极适用变更、撤销、确

认违法、确认无效等纠错决定，坚决纠正履行法定

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乱罚款等行为，推动行政

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认真落实《四川省行政复

议案件评查标准（试行）》，做好行政复议案件评查

工作，确保个案监督质量；着力发现社会治理中隐

藏的制度漏洞、短板弱项、风险隐患，发挥行政复

议在推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

  今年1月至9月，全省共作出撤销、变更、确认违

法、确认无效、责令履行决定的纠错案件2854件，

纠错率19 .27%，有力促进了行政执法机关不断提

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行政复议监督效能持

续增强。

四川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700多个行政复议服务点串起便企惠企万千事

关注行政复议主渠道建设
核心阅读

  一个个行政复议服务点串起便企惠

企万千事。截至目前，四川省行政复议机

构在经济开发区、企业园区或重大项目

所在地等点位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700

多个，与58家经营主体建立结对共建

机制。

□ 徐继敏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规定，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

争议主渠道作用。四川省行政复议工作坚持“人民至上”

理念，将群众利益与诉求放在首位，大力推进行政复议规

范化建设，健全行政复议制度机制、规范行政复议场所、

建设职业化专业化行政复议队伍、提升行政复议办案质

效、完善便民为民措施，四川省新收行政复议案件连续三

年快速增长，2024年1月至9月新收案件17859件，同比增长

103.5%，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成效明显。

  相较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具有便捷高效等优势。根

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工作主要由各级人民政

府承担，我国宪法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工

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工作的权力与责任，人民政府与工

作部门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由人

民政府承担复议职责，有利于监督下级机关依法行政，也

有利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同时，行政复议机关拥有更多

化解行政争议的手段，可以变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

法律错误以及内容不适当的行政决定，还可以调解，这些

手段增强行政复议机关实质解决争议的能力。此外，行政

系统内部解决行政争议，方便复议机关调动各类行政资源

解决引发行政争议的实际问题，促进争议实质性化解。

  不过，由行政系统内部解决争议，行政复议也面临

公正性不足的质疑。这要求复议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理念，在解民纷、纾民困、暖民心上下功夫，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除此之外，还需要认识行政争议的特殊性，立足

行政争议本质开展行政复议工作。

  不少行政争议系多个争议复合构成，申请复议的

行政争议可能仅是众多争议之一，其他争议未被申请

复议，相关利益主体也未参与行政复议活动。如前后关

联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以其他行政机关的前行政行为为

基础作出后行政行为，复议申请人认为前后行政行为均

不正确，此时存在两个行政争议，申请人基于各种原因

仅对后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仅解决后行政争议并不

能实质化解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争议。行政机关实

施土地征收、处罚致害人、裁决民事争议、房屋登记等行

政行为，都会出现或者引发多个争议，这些争议包括前

后行政行为争议，还包括民事争议，如卖房人与购房人

之间的争议。实质化解行政争议，须发挥行政复议的制

度优势，除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外，还应当有与

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参与，系统解决复

合争议，形成多主体参与化解行政争议的局面。四川省

多个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说明，组织相关利益主体参与

行政复议，有利于提升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成功率。

  部分被申请复议的行政争议仅是表面上、形式上

的争议，真实的、实际上的争议隐藏于表面争议之后。如

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类复议案件，复议申请人看似不认可

政府信息公开决定，属于政府信息公开争议，实则是申

请人对行政机关征收补偿、赔偿等决定有异议，申请信

息公开只是获取补偿、赔偿的手段。如果复议机关仅审

理政府信息公开决定，解决政府信息公开争议，其实并

未实质化解争议，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实际争议仍

然存在。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有必要透过表象争议解决

实际争议，利用复议机关内部层级监督的制度优势，组

织利益相关各方参与调解，一揽子解决实质争议。

  行政争议一般是权利争议，行政复议应将重点放在

解决利益纠葛上。虽然行政复议法赋予行政复议防止和

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等功能，

但行政复议法也要求，申请人或者第三人申请或者参加

行政复议须与争议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也就是申请

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行政复议实质上是解决当事人、第三人的利

益诉求，实质化解行政争议须立足解决行政机关与申请

人、第三人之间的利益纠纷。行政复议法规定了维持、变

更、撤销、确认违法、确认无效等复议决定类型，从实质化

解争议的角度出发，若发现行政行为存在适用法律错

误、决定内容不适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情形，行政复

议机关原则上不宜采用撤销决定或者责令重新作出行

政行为的决定，应尽可能采用变更决定，避免程序空转，

浪费行政资源。行政决定实体错误且影响相对人权益

的，不宜作出确认违法的复议决定，原因是确认违法并

未解决行政实体争议，应作出撤销或者变更的复议决

定。依法应予撤销，但是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在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同时，应按

照法律规定对利益受损人给予必要的救济。

  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必须依法进行。依法行政是行

政机关活动的最重要准则，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行使

职权或者履行职责发生的争议，必须依法解决争议。新

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可以进行调解。实践中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将调解

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加强重点领域调解工作等，着重

调解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原则。同时，调解应当遵循合

法、自愿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

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行政

机关不应为了调解而突破自身的职责权限，更不得损

害公平正义，危害法治权威。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认识争议本质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涉气行业治污不力 盲目上马“两高”项目 机动车检验弄虚作假

多地空气质量反弹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点名

  11月5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消防救援大

队在伟东乐客城广场举行李沧区微型消防站

比武大赛暨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来自全区

355家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队员，通过穿着灭火

防护服、单盘水带铺设、手提式干粉灭火器灭

火等项目的比拼，进一步提升微型消防站队员

的业务能力和技战术水平，增强全民消防安全

意识和全社会防控火灾能力。图为参赛队员进

行单盘水带铺设项目比拼。

本报通讯员 张鹰 摄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慧眼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