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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块想再次开发
要过几道关？
——环保部土壤司负责人解读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污染地块土
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自 2017 年 7
月 1日起施行。23日，环保部土壤环境
管理司司长邱启文就办法的相关内容
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办法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

什么？

答：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
深入推进，大量工矿企业关闭搬迁，
原有地块作为城市建设用地被再次
开发利用。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结果，污染地块及周边土壤环
境问题突出。

污染地块如直接开发建设居民
住宅或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
等公共设施用房，将对公众健康和
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安全隐患。制定
本办法是防范污染地块环境风险、
保障再开发利用的环境安全、加强
污染地块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维护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

同时，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规章中缺少专门的污染
地块相关规定，已有的相关规定不
能满足对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
相关活动及其环境保护监管的需
要。

办法制定实施可以为加强污染
地块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提供支撑，
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摸索经
验。

问：办法制定中的总体考虑是

什么？

答：一是明确监管重点。办法
将拟收回、已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
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
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用地，以及土
地用途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
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上述
用地作为重点监管对象。

二是突出风险管控。对用途变
更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
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污染地块用
地，重点开展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和
风险管控；对暂不开发的污染地块，
开展以防治污染扩散为目的的环境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

三是办法明确了土地使用权

人、土壤污染责任人、专业机构及第
三方机构的责任。

四是强化信息公开。借鉴国际
通行做法，建立污染地块管理流程，
规定了全过程各个环节的主要信息
应当向社会公开。

问：办法规定了哪些具体管理

措施？

答：办法规定的具体管理措施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展土壤环境调查。对疑
似污染地块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
查，判别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是否受
到污染；对污染地块开展土壤环境
详细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和污染
程度、范围和深度。

二是开展土壤环境风险评估。
对污染地块，开展风险等级划分；在
土壤环境详细调查基础上，结合土
地具体用途，开展风险评估，确定风
险水平，为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提

供科学依据。
三是开展风险管控。对需要采

取风险管控措施的污染地块，制定
风险管控方案，实行针对性的风险
管控措施。如防止污染地块土壤或
地下水中污染物扩散，降低危害风
险。

四是开展污染地块治理与修
复。对于需要采取治理与修复措施
的污染地块，强化治理与修复工程
监管，加强二次污染防治。

五是开展治理与修复效果评
估。明确规定治理与修复工程完工
后，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治理与修复效果进行评估。

问：办法对污染地块相关责任

是如何规定的？

答：办法明确了土地使用权
人、土壤污染责任人、专业机构及第
三方机构的责任。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负责开展疑

似污染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和污
染地块土壤环境详细调查、风险评
估、风险管控或者治理与修复及其
效果评估等活动，并对上述活动的
结果负责。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
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
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办法明
确提出，实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终身责任制。

受委托从事疑似污染地块和污
染地块相关活动的专业机构，或者
受委托从事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的
第三方机构，应对调查、评估报告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受委托的机构，弄虚作假造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除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接受处罚外，还应当依法
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
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

约八成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已发放到户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 23日在

国新办政策吹风会上透露，2016年
12月，民政部商财政部安排下拨了
2016至 2017年中央冬春救灾资金
57.05亿元，用于帮助各地统筹解决
受灾群众冬春期间的口粮、衣被取
暖等困难，目前，所有省份均已将
中央冬春救灾资金下拨至市县，
80%的资金已发放到户，其余的也
将在近期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宫蒲光表示，在发放中央冬春
救灾资金的同时，各地积极调整财

政支出结构，加大本级救灾资金和
物资投入力度。据统计，湖北、四
川、贵州、宁夏、内蒙古等24个省区
市安排下拨了本级冬春救灾资金
共 7.89亿元。此外，河北、安徽、湖
南、云南等地新采购棉被、大衣等
过冬御寒物资共计2.35亿元。

据民政部综合评估，2016 至
2017年全国冬春期间需口粮救助
人口为5197万人，需衣被取暖救助
为1711万人。

宫蒲光说，下一步，民政部将

督促各地认真落实各项救助政策
和措施，加快资金发放进度，确保
及时足额将中央和地方各级安排
的冬春救灾资金落实到户，发放到
人。同时，组织力量再次深入了解
受灾群众在口粮、衣被等方面存在
的困难，视情增发棉衣、棉被、火炉
等御寒保暖物资，加强安全用火、
用电、燃放鞭炮等知识的宣传普
及，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过节。

山东去年出生人口二孩占六成多
增幅远超一孩

全国春运
迎来“巅峰时刻”

日发送旅客
突破8300万人次

1月 23日，全国春运迎来节前
客流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测，23
日预计日发送旅客将突破 8300万
人次，26个重点客运枢纽客流量比
春运首日（1月13日）增长约32%。

据初步统计，春运前 11天（1
月 13日-23日），全国铁路、道路、
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约 8.4亿人
次，同比增长 2.9%。其中，铁路约
9800万人次，增长 18.3%；公路约
7.16亿人次，增长 0.73%；水路 990
余万人次，增长 7.3%；民航约 1600
万人次，增长16.4%。

23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920万人次。为应对客流高峰，铁
路部门继续加大运力投放，增开旅
客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全国铁路预计增开旅客列车
756列。

春运期间，各地
铁路部门推出多项便
民利民措施。沈阳铁
路局在各大车站设立
医疗服务点，安排专
业医护人员常驻候车
室；呼和浩特铁路局

“蒙京快线”微信公众
号在部分列车推出就
医旅客预约服务；济
南铁路局在青岛北站
增设“爱心妈妈”小
屋，为孕妇和儿童旅
客提供一条龙温馨服

务；南昌铁路局在车站增设站内便
捷换乘通道，为重点旅客提供“绿
色通道”快捷引导服务。

从北京、广州、阜阳等 12个交
通运输部重点联络城市监测情况
看，1月 23日，北京六里桥客运站、
阜阳市汽车东站客流量比春运首
日增长近1.2倍，成都机场客运站、
重庆机场换乘中心增长 50%以上，
郑州汽车中心站、北京八王坟客运
站增长40%以上。

携程、百度等互联网平台大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郑州、杭州、苏州、东莞等
城市排在旅客出发城市前列；济
南、阜阳、赣州、周口、合肥、昆明、
南宁、上饶等城市排在客流迁入城
市前列。

11月月2323日日，，北京西站客运车北京西站客运车
间综控室的肖爽间综控室的肖爽（（右右）、）、徐雪冰协徐雪冰协
调相关部门工作调相关部门工作。。

记者从 23日山东省卫生计生
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放开
二孩生育政策在人口大省山东释放
了大量生育意愿，去年山东省二孩
出生占六成多，占比和增幅都远远
超过一孩，达到112万人。

据了解，2016年山东省人口出

生数量达到 177万人，同比增加 53
万人，增幅为 42.7%。其中一孩出
生占出生总数的 34.2%，同比增加
15.7%；二孩出生占比 63.3%，增幅
为69.9%。

“基本符合政策调整预期。”山
东省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心胜分

析认为，去年山东省各市人口出生
均呈增加态势，增幅自西向东呈递
增趋势，出生增长更明显。从全年
看，随着时间推移，出生呈递增态
势。一季度末山东省出生同比减少
13.2%，二季度末同比增加 10.1%，
三季度末同比增加 24.7%，四季度

末同比增加42.7%。从第四个季度
出生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开
始明显显现，山东省第四季度出生
占全年出生的30.9%。

根据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课题
研究，山东省 2017年、2018年的出
生人口总量仍会保持较高水平，随

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平稳过渡，出生
堆积现象将得到缓解，“十三五”后
期山东省人口出生将趋于平稳下
降，“十三五”末将恢复至“十二五”
末期水平，出生人口将维持在 125
万人左右。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