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改任务

责任压力传导不到位，有的干部满足于现有成绩自我陶醉，对减污治

污基础不稳固、生态环保任务艰巨的现实认识不足，甚至帮着打掩护、捂

盖子。有的干部一味强调历史因素和客观困难，存在标准低、行动缓等现

象，有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简单粗放。

责任单位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目标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和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

保护紧迫感和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切实提升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全省“一盘棋”的大生

态、大环保格局

整改措施

（一）坚持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将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各级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

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年度培训计划，县（市、区）以上党委（党组）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题研讨。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各县（市、区）每月至少研究一次，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和雄安新区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各级领导干部

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深刻感悟蕴含的实

践力量、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确保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

（二）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优化完善考核评

价体系，确保责任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切实发挥各级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导检查作用，强

化考核问效，层层传导压力，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

有效的工作格局。

（三）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完善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加强部门联动、执法协同，强化行政执法与司法高效衔接，

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每届省委任期内对各市（含定州、辛集

市）党委和政府、雄安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开展一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探索开展省级有关部门和省属企业督察。制定出台省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办法，强化责任追究，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的，严肃精准追责问责。



完成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

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定不移用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作为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2022 年以来共

组织厅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29 次，各级党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活

动 5800 余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心见行，更加自觉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生动实践。

二、严格责任落实，切实传导压力。强化统筹谋划与部署落实，组织

召开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结合河北实际进行具体安排部署，夯实各级党委

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等 17 个

部门印发《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先后召开

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暨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京津冀生态环境联

建联防联治工作协调小组会议等，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压紧压

实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扎实推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

实。认真贯彻省委关于量化考核的部署要求，制定完善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考核办法，制定省、市考核细则，严格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三、健全完善机制，强化协调联动。坚持政策引领，研究制定《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出台《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健全法治体系，制定《河北省港口污染防治条例》，修订《河

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完善标准规范，修订《固定污染源挥

发性有机物核查与监测技术指南》等 6项地方标准。深化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印发《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形成“方案制

定—组织实施—验收销号—监督保障”督察工作闭环；印发《关于进一步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改革的意见》，提升督察工作规范性、实效性、权

威性。强化行政执法与司法高效衔接，公检法环四部门联合开展“利剑斩

污 2022-2023”专项行动。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大力推进

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执法改革，构建“日常不扰、无据不查、轻微不罚”

的监管执法模式。认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交办问题为重点，加强部门协同，积极推动案件办理。



整改任务
河北省“十四五”期间拟投产达产的 98 个“两高”项目中，有 12 个

项目节能审查、环评审批等手续不全即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目标 强化“两高”项目管理，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整改措施

（一）2022 年 12 月底前，对 12 个项目依法依规处理到位。

（二）2022 年 12 月底前，组织开展全省“两高”项目排查整治及违

规项目整改情况“回头看”，对不符合有关要求，缺少节能审查、环境影

响评价等相关手续，违规审批、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的项目，责令限期整

改，坚决查处；对已发现的违规项目，推进整改到位。

（三）对不符合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不符合能耗双控政策、不满足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要求的“两高”项目，不

予立项和办理环评、节能审查手续，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对未达到能耗强

度下降目标进度要求、用能空间不足地区的“两高”项目实行能耗替代。

对大气环境质量未达标地区的“两高”项目，实施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要求。

（四）对“两高”项目实行清单管理、分类处置、动态监控。定期开

展“两高”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对查出

问题的责令限期整改，督促落实相关节能措施。加大对环境影响评价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完成情况

（一）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违法项目责任追究的

通知》有关要求。督导相关地区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二）对通过环评审批的“两高”项目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要求

各地在日常工作中持续开展巡查。加大排污许可“一证式”执法检查力度。

对发现的涉嫌违规审批、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的“两高”项目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



整改任务

《河北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提出

解决衡水市枣强县大营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泥长期堆放问题，衡水市 2018

年完成验收销号。此次督察发现，该厂按照督察整改方案建成的工业污泥

还原固化设施仅 2016 年运行 3个月就停运至今，后续产生的 1.6 万吨工

业污泥违规填埋至枣强县营兴垃圾填埋场。2021 年 7 月后，又违规委托

无污泥处置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处置 2697 吨工业污泥。

责任单位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整改目标 强化污泥处置监管，规范污泥处置程序

整改措施

（一）终止大营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违规合同，重新确定具有污泥处

置资质和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做好后续污泥处置，并按规定进行报备。

（二）2022 年 12 月底前，制定全省强化工业污泥管理工作方案，2023

年 6 月底前摸清全省工业污泥尤其是含铬污泥产生量底数，建立清单台

账，强化污泥产生、贮存、运输、处理处置全链条监管，进一步规范污泥

利用处置行为。

完成情况

2022 年 6 月，省“无废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全省

工业污泥综合治理专项工作方案》，以涉水企业（设置污水治理设施）为

基础，重点对典型行业，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工业污泥利用处置单位进

行排查整治。2023 年 2 月，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印发《河北省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进一步

规范全省污泥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2023 年 5 月，省生态环境厅印

发《关于全面开展全省工业污泥综合治理工作“回头看”的通知》，组织

各地对综合治理情况进行“回头看”，进一步摸清了包括含铬污泥在内污

泥产生底数，建立清单台账，规范污泥利用处置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