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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3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三批次，共 59件举
报案件，其中重点案件 13 件，已办结 13
件，受理编号分别为 138、139、140、141、
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
号；未办结 0 件。现将办理情况报告如
下：

一、受理编号138号：“昊华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自 2010年以来向厂区院外西侧
排放电石渣，造成周边 2000多亩土地废
弃，排放地点呈白色。2016年，环保部责
令该企业清理化工厂西侧土地上的电石
渣，企业于2017年10月至11月将20亩沙
坑内的电石渣铺土，目前仍有 80亩土地
上的电石渣未清理。2018年，化工厂将新
产生的电石渣堆放在厂区内南侧及东侧，
未采取防渗措施。该公司自 2010年以来
向厂区院外西侧排放生产废水，2016年经
环保部责令其停排后，该厂当年修建一排
水管道向市政氧化塘（位于大民屯）排
放。2018年，该厂向厂外西南侧排放生产
废水，污染地下水，水呈蓝色。目前，该厂
夜间向厂外西南侧偷排污水。举报人曾
于 2016年向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
映上述问题。”

（一）基本情况
黑龙江昊华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昊华

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和齐化集团同
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三级子公
司，各自拥有独立法人资格，两家无隶属
或资产继承关系。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为妥善安置齐化集团人员，根据区域市
场优势，以昊华公司为投资主体在齐化集
团厂区内规划建设“双三十”项目。该项
目于 2012年 5月 10日正式投产，环保审
批手续齐全。

1.电石渣问题
齐化集团厂区内原有电石渣堆存量

约为 40余万吨，均为齐化集团原聚氯乙
烯生产装置产生。2007年齐化集团全面
停产后，该装置无新增电石渣产生。齐化
集团该电石渣堆放场是齐化集团租用的
榆树屯村土地，2001年4月26日双方签署
土地租用协议，榆树屯村将位于齐化集团
厂区南侧相邻的428.6亩土地租借给齐化
集团，租用时间自 2001年 4月 26日期至
2028年 4月 25日止，共计 27年。该部分
土地北侧与企业厂区相邻，东侧为原齐化
集团污水排放池，南侧为榆树屯村荒地，
西侧为滨州铁路线。距离居民区为 900
米、距四周农田为 100米。齐化集团租用
该部分土地后，进行了夯实处理，未采取
其它防渗措施。昊华公司 30万吨/年聚
氯乙烯工程投产后，其生产装置产生的电
石渣直接通过传输带输送至齐齐哈尔市
浩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水泥生产原
料，没有再向齐化公司原电石渣场堆放电
石渣。齐齐哈尔市浩源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在消耗昊华公司 30万吨/年聚氯乙烯
工程产生的电石渣的同时，也同时消耗齐
化集团原堆存的电石渣。2016年，中央第
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我省督察期间，曾有
信访反映此问题。齐齐哈尔市环保部门
要求齐化集团对 428.6亩土地上的 5.9万
吨电石渣进行清理。由于齐化集团已全
面停产，没有能力进行该项工作，齐齐哈
尔市政府和昂昂溪区政府指定昊华公司
将齐化集团所剩余的电石渣全部进行清
理，运至齐化集团厂区内原电石渣堆放
场，并计划于 2017年对原堆场开展土壤
修复。

2.废水问题
昊华公司“双三十”装置自投产就按

照“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原则，
铺设了厂区地下排水管网。将生产废水
按照水质的不同分别收集、处理，达到生
产工艺用水要求后回用于生产装置。不
能回用的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
标后，通过投资 3000余万元建设的 22公
里外输排污管道排入位于大民镇的市政
氧化塘，冬储夏排进入嫩江。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4日，昂昂

溪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核
查。经查，昊华公司自投产以来，从未向
周边排放、堆存电石渣，其产生的电石渣
全部用皮带运输机运输至浩源水泥公司
生产水泥。浩源水泥公司接收的昊华公
司电石渣，与接收的齐化集团电石渣混合
堆存在该企业的原料堆场，作为水泥生产
原料。昊华公司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已
于2016年11月底将齐化集团堆存在租用
榆树屯土地上的电石渣（5.9万吨）全部清
理干净，一部分（约 3.9万吨）运送至浩源
水泥公司，一部分（约 2万吨）在齐化集团
厂区内原电石渣堆场暂存。目前尚未对
租用的用以堆存齐化集团电石渣的榆树
屯土地开展土壤修复。

经调查核查，昊华公司自投产以来，
没有被各级环保部门责令停止排放废水，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
行，未发现有向场外西南侧排放蓝色生产
废水的情况。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受理编号139号：“巴彦县西集镇

十多家粉石厂都没有除尘设备，生产期间
排放粉尘，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居民身体
健康。”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西集镇共有粉石厂 7家，

分别是：巴彦县广源采石场、巴彦县西集
镇长峰第一采石有限公司、巴彦县兴集采
石有限公司、巴彦县繁荣采石有限公司、
巴彦县西集吉星石料厂、巴彦县志军采石
场、巴彦县兴振石料加工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开采矿种均为建筑用花岗岩。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针对信访反映的上述

环境问题，巴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
立了巴彦县环境保护局、县国土资源局、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县公安局等部门
组成的调查组，于 2018年 6月 4日对信访
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1.巴彦县广源采石场于 2011 年 7 月
21日注册，2014年 8月 12日，环评文件获
得哈尔滨市环保局审批（哈环审书〔2014〕
46号），未验收。2015年 7月 20日工商营
业执照到期后，企业未再申领。巴彦县国
土资源局定期巡查，该企业已于 2016年
停止生产至今。

2.巴彦县西集镇长峰第一采石有限
公司于 2016年 7月 13日注册，巴彦县国
土部门发放采矿许可证，期限为2016年6
月 2日至 2019年 6月 2日（为企业扩储申
请后重新核发）；省安监局核发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期限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020年 7月 24日；2016年 2月 25日，环评
文件获得哈尔滨市环保局审批（哈环审书
〔2016〕4号），现场检查时尚未验收。2018
年 3月，巴彦县国土资源局对该企业越界
开采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同时下达了
《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3.巴彦县兴集采石有限公司于 2014
年4月25日注册，巴彦县国土部门发放采
矿许可证，期限为 2016年 7月 4日至 2018
年 1月 4日（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省安监
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期限为 2017
年7月25日至2020年7月24日；2016年6
月 8日，环评文件获得哈尔滨市环保局审
批（哈环审书〔2016〕49号），现场检查时尚
未验收。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该
企业越界开采 8万立方米。2017年 5月，
巴彦县国土资源局对该企业进行了行政
处罚，罚款17.56万元。

4.巴彦县繁荣采石有限公司于 2016
年3月16日注册，巴彦县国土部门发放采
矿许可证，期限为 2016年 6月 6日至 2019
年 6 月 6 日（为企业扩储申请后重新核
发）；省安监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期
限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2016年 7月 18日，环评文件获得哈尔
滨市环保局审批（哈环审书〔2016〕66号），
现场检查时尚未验收。2016年 6月~2017
年 3 月，该企业越界开采 14.91 万立方
米。2017年5月，巴彦县国土资源局对该
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27.28万元。

5.巴彦县西集吉星石料厂于2009年9
月 3日注册，巴彦县国土部门发放采矿许
可证，期限为2016年6月20日至2019年6
月 20日（为企业扩储申请后重新核发）；
省安监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期限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
2016年 8月 9日，环评文件获得哈尔滨市
环保局审批（哈环审书〔2016〕94号），现场
检查时尚未验收。2016年 7月~10月，该
企业越界开采 4.52 万立方米。2017年 5
月，巴彦县国土资源局对该企业进行了行
政处罚，罚款9.92万元。

6.巴彦县志军采石场于 2011 年 8 月
24日注册，2015年8月23日工商营业执照
到期，企业未再申领；2014年8月12日，环
评文件获得巴彦县环保局审批（巴环审表
〔2014〕35号），现场检查时尚未验收。经
巴彦县国土资源局定期巡查，该企业已于
2016年停止生产至今。

7.巴彦县兴振石料加工销售有限公
司于2018年1月16日注册，2018年4月30
日新成立公司。未办理环评审批及验收
手续。

6月4日，巴彦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对7
家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巴彦县志
军采石场、巴彦县广源采石场处于停产状
态；巴彦县西集镇长峰第一采石有限公
司、巴彦县兴集采石有限公司、巴彦县繁
荣采石有限公司、巴彦县西集吉星石料厂
正在生产，存在着建设项目未经验收，未
正常使用除尘设施的违法行为；巴彦县兴
振石料加工销售有限公司未办理环评审
批及验收手续。

针对 5家生产企业存在的违法行为，
巴彦县环保局于6月4日分别向涉事企业
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
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在未完善相关手
续和污染防治设施前不得生产。同日，对
5家企业分别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拟分别对巴彦县西集镇长峰第一采
石有限公司、巴彦县兴集采石有限公司、
巴彦县繁荣采石有限公司、巴彦县西集吉
星石料厂等企业的违法行为罚款 80 万
元；拟对巴彦县兴振石料加工销售有限公
司的违法行为罚款5万元和50万元。6月
6日，巴彦县环保局对 5家企业产生污染
的设施、设备实施了查封。

6月 8日，巴彦县西集镇长峰第一采
石有限公司、巴彦县兴集采石有限公司、
巴彦县繁荣采石有限公司、巴彦县西集吉
星石料厂、巴彦县兴振石料加工销售有限
公司向县环保部门汇报了整改意见，并已
经开始完善污染防治设施，积极与有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资质的单位取得联系，
待污染防治设施完善后进行验收。巴彦
县将继续跟踪企业整改进度，帮助企业解
决在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快完善相
关手续和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待企业完成
整改后认真核查，监督企业达到环保要求
方可恢复生产。

下一步，巴彦县将举一反三，对全县
采石场进行严格管理，具体做好以下三方
面工作：一是对全县采石企业全部摸排，
查阅相关手续是否完善，污染防治设施是
否按照环评要求建设并正常使用等实际
问题，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
整改的制定整改计划，并保证在整改期间
不发生环境违法行为。二是要求各行业
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保证监管工作做到
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现问题及时进
行整改，严格监督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生产
经营，不发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切
实加强培训，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者和从

业人员的环保意识、安全意识、法律意识
和责任意识。

针对有关部门在日常监管中涉嫌存
在的违纪问题，巴彦县纪委已启动调查问
责程序。

（三）问责情况
无。
三、受理编号140号：“2018年，薄荷

台乡前台村 1300亩耕地承包合同到期，
肇源县相关部门通知承包者恢复湿地，但
前台村和邻村村民仍继续种地，并未恢复
湿地，举报人要求彻查此事，依法依纪追
究相关负责人责任。”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该地块位于黑龙江肇源

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地 理 坐 标 为 ：纬 度 45.500609；经 度
125.437224），面积为 1211.77亩，不在《黑
龙江省湿地名录》内。此地块开垦于上世
纪 90 年代，属国有资源，由薄荷台乡管
理，前台村使用。2010年薄荷台乡前台村
村民委员会将该地块承包给薄荷台乡前
台村村民罗永江经营，2018年2月合同到
期。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2月，该地块

承包合同到期，4月25日沿江湿地保护区
管理局、薄荷台乡政府工作人员和原承包
人罗永江到现场进行了实地确认退耕还
湿地块和边界四至，并签写了确认书（有
现场确认材料及照片），将该地块收回，由
沿江湿地保护区管理局和薄荷台乡共同
监管，不再对外发包，采取自然恢复的办
法恢复生态植被。

4月28日，沿江湿地保护区管理局接
到薄荷台乡水利站工作人员报案，反映保
护区内有人在夜间耕种已退耕还湿的土
地。受理案件后，保护区管理局执法人员
会同乡、村两级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
发现退耕还湿地块内有 50余亩被耕种，
针对该地块被耕种问题，保护区管理局进
行立案调查。

5月30日，沿江湿地保护区管理局和
薄荷台乡水利站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巡
查时，又发现该地块有耕种迹象。目前，
由保护区管理局牵头，公安局、薄荷台乡
配合，正在组织开展被耕种的土地退耕，
并采取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办
法恢复生态植被。为了防止有村民再次
耕种，薄荷台乡政府要求前台村村民委员
会安排专人对该地块进行监管，如发现村
民耕种要立即上报。同时，沿江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和乡、村加强日常监管巡察，死
看死守，并建立长效机制，防止此类问题
反弹。

针对该地块被耕种问题，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已于 2018年 4月 28日立案调查。
由保护区管理局牵头，公安局、水务局、畜
牧总站、薄荷台乡政府等相关部门配合，
于 6月 12日对该地块进行了退耕，于 6月
13 日采取人工种草的方式恢复生态植
被。下一步，依据调查结果，对该地块的
耕种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
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处理。

县纪委监委已启动受案机制，正在进
行调查核查。

（三）问责情况
无。
四、受理编号141号：“自 2008 年以

来，兴隆镇林业局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动物垃圾倾倒在长春和兴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院内，散发刺鼻臭味，污染空气和地
下水及附近养鱼池。举报人曾于 2016年
向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上述问
题，至今未得到解决。举报人要求清除所
有垃圾，赔偿长春合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经济损失。”

（一）基本情况
兴隆镇生活垃圾堆放场位于兴隆镇

民主村，于 2008年投入使用，为兴隆镇政
府协调民主村，将民主砖厂的取土坑（村
集体所有）作为兴隆镇城区和兴隆镇林业
局生活垃圾堆放场地，占地面积 12000平
方米。2018年年初停止了使用。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3月 26日，巴

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达了《关于停止
向兴隆镇原民主砖厂处倾倒垃圾的函》
（〔2018〕10号）后，该垃圾堆放场已停止接
收垃圾。兴隆林业局严格按该函要求执
行，自行将生活垃圾全部运至绥化市绿能
新能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2018年6月10日，兴隆林业局环境与
野生动植物保护局、城建环境卫生管理
处、森林资源保护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现
场核实，该垃圾堆放场已经覆土压实，设
置了雨水导排沟、渗滤液收集井等设施。
经问询垃圾堆放场附近居民，实地踏查该
垃圾堆放场周边环境和长春合兴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该企业已停产），该垃圾堆放
场周边不存在鱼池，垃圾堆放场位于兴隆
镇民主村集体土地内，没有倾倒到长春合
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院内。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受理编号142号：“一是甘南县查

哈阳乡民生村民生四队、五队近 500亩草
场被破坏改为耕地，举报人曾于 2016年
向甘南县草原管理站和国土部门反映，均
未进行处理，要求恢复草场。二是民生村
与内蒙古查哈阳交界处有金代长城的边
壕，一个月之前此处设立的已被列为重点
文物的告知牌，目前有村民在文物保护区
域内种地，举报人要求查实此事。”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甘南县
查哈阳乡民生村民生四队、五队近 500亩
草场被破坏改为耕地，举报人曾于 2016
年向甘南县草原管理站和国土部门反映，

均未进行处理，要求恢复草场。”）
（一）基本情况
查哈阳乡民生村四队、五队于 2004

年撤乡并镇，与富国村进行合并，现为富
国村九屯、十屯。信访反映的区域共有其
他草地2107.9亩，非基本草原。在接到此
信访转办件前，县畜牧局、国土局未接到
反映该问题的信访投诉举报。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3日，甘南

县政府责成县畜牧局、国土局、文广局等
单位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6月 4日，
甘南县畜牧局、国土局和文广局工作人员
到达查哈阳乡后，同查哈阳乡政府、畜牧
站和富国村委会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到达信访反映的村屯进行了现场核实。
经核查，富国村九屯、十屯 2107.9亩其他
草地中，共有 2处遭到破坏，一是富国村
八屯、九屯南沟子草地的 220 亩中有约
147亩被破坏，其中种植旱田约 11亩、水
田118亩，栽种树木18亩。二是富国村十
屯西北沟子草地的337亩中有253亩被破
坏，其中：种植旱田约 70 亩、水田 124.5
亩，栽种树木 18.5亩，挖掘水塘 40亩。经
进一步侦查，确定了王正才、刘永明为破
坏草地的嫌疑人，县畜牧局将其涉嫌刑事
犯罪问题移交县公安机关处理。

针对上述问题，甘南县政府责令查哈
阳乡政府加强监督，在今年秋收后立即组
织对违法破坏草原开垦的田地（含水塘）
进行整理，在 2019年春季播撒草籽，恢复
原生态地貌。

县纪委已开展调查，10日内提出调查
处理意见。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民生村

与内蒙古查哈阳交界处有金代长城的边
壕，一个月之前此处设立的已被列为重点
文物的告知牌，目前有村民在文物保护区
域内种地，举报人要求查实此事。）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金长城遗址位于富国村

九屯、十屯区域内，2011年 7月被列入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4日，经甘

南县畜牧局、国土局、文广局现场核查，信
访反映的耕种地块位于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区范围内。国家土地二次调查时确
认该地块为耕地，土地规划用途为基本农
田，该地块属于民生村里分的人口田，
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已进行发包。

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二条规
定：“基本农田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第十八条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基本农
田”。根据《黑龙江省文物保护条例》第十
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现有
土地所有权不变”。综合上述规定，甘南
县政府决定由查哈阳乡负责组织富国村
通过调窜土地的办法对保护区范围内的
农田退出耕种，于 2019年 4月 30日前处
理完毕。

由县纪委对查实的问题启动问责，10
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受理编号143号：“双城区农丰镇

永久村现代牧业在永久村北面的草原上
建设占地 1700亩的养牛场，经营期间将
牛粪、牛尿排放在草原内，污染地下水，导
致周边居民饮用水呈黄色且有杂质，上述
问题已持续 4年。举报人曾向双城区环
保局反映未果，要求拆除养牛场，解决周
边五百户居民饮用水水质问题，恢复生
态。”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现代牧业（双城）有限公

司位于农丰镇永久村，该企业于2014年6
月开工建设，2015年 6月 3日补办了环评
审批手续（哈尔滨市环保局审批），2015年
7月取得设施农用地批准通知书，2018年
1月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投产使
用。经营范围为奶牛养殖。项目总投资
8.2 亿元，其中粪污处理投资 8700 万元。
2014年 10月和 2015年 7月，黑龙江省畜
牧兽医局分别下发《关于现代牧业项目征
占用草原的批复》和《关于现代牧业建设
项目征占用草原的批复》。

双城区环保分局按季度对该公司进
行现场监察。经查，该公司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正常。环保部门未接到过关于该企
业的信访投诉。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报该

企业经营期间牛粪、牛尿排放草原问题不
属实；举报污染地下水问题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3日，由双
城区环保分局，畜牧局、国土局、卫计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丰镇政府、农丰镇
卫生院等 6家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
访反映的内容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经核查，该企业环保审批手续齐全，
企业于 2015 年 12 月调试设备，2016 年 7
月正式运行，2018年1月通过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养殖场产生的尿液、粪便经
过发酵系统（恒温 21天）后进入脱渣间进
行干湿分离，沼液进入沼液池处理后用泵
抽取，经过 PE管道进入到场区外东侧和
北侧两处草原（个人承包的草原）。该企
业每天产生 1000吨左右粪污，全部用作
沼气生产，并没有直接排放粪污现象。

2017 年 3 月 30 日，根据省草原工作
站、哈市草原及饲料处及东北农业大学专
家、教授等专家意见，该企业与双城市继
东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沼液还田协
议，由合作社负责将现代牧业的沼液进行
还田。

6月 3日，双城区疾控中心对永久村
村民饮用的地下水水源水质（该村村民饮
用地下水，地下水经二级处理后通过配水
管线输送至各户）进行了取样化验。化验
结果显示，地下水检测指标中色度和浑浊
度已超过地下水五类标准。初步分析，与
该企业排放沼液有关。

整改措施：1.确定现代牧业对沼液排
放、问题整改负主体责任。2.责令该企业
立即整改，建立排污档案，对合作社运送
沼液的车辆要有详细记录（包括：驾驶员
姓名、车牌、运送地点、出发时间、沼液数
量等）并对负责车辆安装GPS定位系统，
以确保时时监管。3.区政府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对永久村周边四个村屯的地下水
饮用水井进行取样化验，预计6月15日前
出具检测结果。区政府将根据检测结果
进一步作出处理意见。4.进一步征求相
关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测算的草原对沼
液的消纳能力，调整沼液向各个地块的排
放量，使该企业排放的沼液达到改善土壤
结构，恢复土壤有机质的目标。

（三）问责情况
无。
七、受理编号144号：“数年来，肇源

县内大面积草原、湿地、芦苇塘、林地被个
人承包后擅自开垦为水田，生态环境严重
遭到破坏，涉及面积超过百万亩。自2010
年开始，有群众多次向各级纪检和环保、
土地、畜牧等部门反映未果，举报人要求
进行查处。”

（一）基本情况
肇源县幅员面积4119.5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 265 万亩，草原 100 万亩，水面 78
万亩。截止 2017年末，实有水田 93.0718
万亩，其中有 30.1288万亩为 2011年以后
新增面积。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报肇

源县内有草原、林地被个人承包后，擅自
开垦为水田情况属实；举报湿地、芦苇塘
被擅自开垦为水田情况不属实；举报生态
环境严重遭到破坏，涉及面积超过百万亩
情况不属实；举报有群众多次向环保、土
地等部门反映未果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由于信访反映的问题
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违规开发人，同
时举报人反映肇源县数年来违规开垦的
土地超过百万亩，而肇源县实有水田面积
93万多亩，肇源县依据 2011年至 2017年
统计数据及林业、湿地、草原主管部门
2010年以来执法档案，对有关情况进行梳
理。2018年 6月 3日，县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统计局、环保局、政府办、湿地局、林业
局、畜牧局、农业局、国土局及各乡镇（场）
主要领导参加，要求各县直有关部门、各
乡镇（场）与统计部门核对有关数据。核
对后梳理形成以下情况：

2011年以后肇源县新增水田 30.1288
万亩，主要是通过“五荒开垦”增加7.4798
万亩、“旱改水”增加 17.41685万亩、鱼塘
增加 0.9 万亩、引洪灌区增加 4.31585 万
亩，违规增加 163 亩（违规开垦草原 129
亩，违规开垦林地 34亩）。近年来，肇源
县畜牧、林业等部门加强监管，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开垦行为：畜牧部门 2011年以
来共受理破坏草原开发水田信访举报案
件22起，其中，群众举报20起、检查发现2
起。经调查核实，已立案 5起，其中：二站
镇 2起、头台镇 2起、大兴乡 1起，涉及破
坏草原面积 919.5亩，均开垦为水田。现
已结案 3起，恢复草原植被面积 790.5亩，
其余 2起正在调查处理中，未恢复草原植
被面积129亩；其余17起信访案件为非草
原地类，不予立案，已当场给予当事人答
复。林业部门自 2011年以来受理林地擅
自开垦为水田的案件 1起，涉案单位为肇
源镇兴安村江湾小房东，涉案面积 34亩
（省林业科学研究所鉴定结论的面积30.6
亩）。2017年11月7日已将该案移交大庆
市森林公安局立案调查，目前大庆市森林
公安局对该案正在侦办中，2018年 4月 6
日，县林业局下达了限期还林通知书，肇
源镇兴安村在 2018年春季已将涉案地块
恢复还林。肇源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自 2011年至今共查处保护区内各类
违法、违规案件 25件，未受理过关于毁坏
湿地开垦水田的案件。

目前，肇源县正在开展土地确权、草
原划界和“两区划定”工作，进一步规范土
地用途，加大生态环境管护力度，严格执
行各类法律法规规定，对反馈问题举一反
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问责力度，抓
好反馈问题整改。

针对 2011年头台镇革新村农民党员
王春明非法开垦草原85.6亩问题（现已恢
复），2015年，县纪委给予头台镇党委王春
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畜牧局给予王春
明5万元行政处罚。

（三）问责情况
无。
八、受理编号145号：“延寿县政府将

延寿镇城东村富强四队 11 户村民共
157.65亩耕地承包给二队砖窑挖土烧砖，
该砖窑未经批准非法开工生产至今，破坏
耕地。举报人要求恢复耕地，赔偿破坏耕
地造成的损失”。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二队砖窑为延寿县利民

砖厂（原延寿县富强砖厂），坐落在延寿
镇城东村方通公路道北，权属为延寿镇
城东村（原富强村），地类为工矿用地。
2010 年 5 月 16 日至 2011 年 5 月 16 日、
2011年 5月 24日至 2012年 8月 24日，哈
尔滨市国土资源局分别为延寿县利民砖
厂 颁 发 了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
C2301002010057130073995），2012年 8月
末采矿权注销。该砖厂建设用地面积
61300平方米，其中采矿权面积 2000平方
米。

县国土资源局在每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检查、日常巡查中，没有发现该砖
厂有违法占用耕地，开采矿产资源的行
为。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4日，由延

寿县政府主管副县长牵头，县国土资源
局、环保局、延寿镇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开
展了现场调查。经查，延寿县利民砖厂使
用的是延寿镇城东村集体工矿用地，不是
具有承包经营权的耕地。该砖厂 2012年
8月末采矿权注销后至今没有生产，没有
发现有违法占用耕地和开采矿产资源的
行为。该砖厂土地现在仍由延寿镇城东
村集体所有和管理。

延寿县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
大耕地保护力度，加强对违法占用耕地和
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的检查和执法力
度，做到保护耕地、合法开采矿产资源。

（三）问责情况
无。
九、受理编号146号：“来信：雅尔塞

镇镇长李某某利用职权占用镇中学南侧
坝下 100多亩草原，改为自家水田，破坏
生态环境。”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权属齐齐哈尔市梅

里斯区雅尔塞村，是未利用地，不是草
原。目前由韩玉峰将此地块开发成水田，
刚刚栽完水稻苗，实际面积为72.5亩。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报开

垦草原问题不属实，开垦未利用地改为水
田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5日，梅里
斯区国土分局委托市国土勘测设计院到
现场进行了勘测落界，确定此地块为未利
用地，面积72.5亩。

按照《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五
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开发荒山、荒地、
荒滩等从事种植业、林果业、畜牧业、渔业
生产的，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由县
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补办用地手续，逾期不补办的，按照擅
自开发土地面积，处以每公顷一千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梅里斯区国土分
局已经介入调查此信访案件，约谈了种地
人韩玉峰，限期一个月内补办用地手续，
逾期不补办的将依法给予处罚。

（三）问责情况
无。
十、受理编号147号：“一是近年来，

伊春市林区搞林下经济，种植木耳，每1~2
年更换新场地，逐渐向大山深处延伸，废
弃木耳袋随处可见，甲醛、石灰、六六粉等
有害物质渗入地下汇入河流，污染水体环
境。二是金山屯区大丰河是全区的饮用
水水源地，有人在水源地保护区内搞水上
漂流，从源头到自来水区有三段漂流区，
破坏生态环境。三是几年前，有人在丰茂
林场开矿，将大量矿石倒入河中，污染水
体环境。”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近年
来，伊春市林区搞林下经济，种植木耳，每
1、2年更换新场地，逐渐向大山深处延伸，
废弃木耳袋随处可见，甲醛、石灰、六六粉
等有害物质渗入地下汇入河流，污染水体
环境。”）

（一）基本情况
伊春市金山屯区停止商业性采伐后，

开始转型，山上各林场职工群众开始种植
木耳、蘑菇等森林食品。由于以往林场职
工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存在群众
将废弃木耳袋随意丢弃的现象。

该区木耳种植户在木耳袋下地之前，
地面撒上一层石灰粉用于杀菌杀病毒，经
过一段时间，部分石灰粉通过自然氧化、
雨水冲浇，自然分解；在制作木耳二级菌
和三级菌过程中会用到少量甲醛，在专用
菌房内操作。加工制作过程中不使用六
六粉等禁用农药。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6月3日，伊春

市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工作协调
联络组接到信访转办件后，第一时间交办
金山屯区委，要求金山屯区责任领导立即
查办。6月5日，金山区委、区政府立即组
织相关部门召开了专题会议。会后，主管
副区长、住建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到各林
场进行核实。经调查，木耳种植户存在每
1~ 2年更换新场地现象，但没有侵占林地
并向大山深处延伸；由于以往林场职工对
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确实存在部分职工
将废弃木耳袋随意丢弃的现象；现场调查
没有发现使用六六粉的现象。

2018年年初，金山屯区委、区政府开
展了清理废弃木耳袋的专项行动，投入资
金 33.97 万元清理废弃遗留木耳袋 5340
万袋，并结合实际制定了《金山屯林业局
关于木耳袋摆放及清理的管理办法》，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治：一是区委、区政府
决定三年内取消地摘木耳摆放。对本场
职工原有摆放木耳袋场地，各林场入户调
查登记，实地勘察，确定摆放位置，形成位
置图，报资源林政局备案。经林场或资源
林政局同意后，可以在原有木耳袋场地盖
大棚进行挂袋木耳种植，不准新开木耳袋
场地，原有地摘木耳场地三年内全部消
化。二是为确保不发生木耳袋乱丢乱弃
问题，区政府组织专人按 300 元/万袋的
标准收取木耳袋种植户的清理废弃木耳
袋抵押金，10月末前自行清理的，返回抵
押金；10月末不清理的，由所在林场安排
专人清理收集，抵押金不予返还；每年 11
月组织资源林政、公安森侦、住建环保局、
农业等部门对全区废弃木耳袋清理工作
进行检查验收，并进行奖罚。三是严禁在
区址内 11 个林场所境内所有河流两岸
200米内摆放木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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