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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兴隆采石
厂，粉尘污染。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苏木巴音柴达
木嘎查，2万棵树林子被人砍掉，举报过
很多次一直没有给答复，没有补偿也没
给种树林子。

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青格乐嘎查，
银矿尾矿库水的臭味影响牧民生活环
境。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花镇哈日根台嘎查，
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人放
牧。

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淖尔镇布勒呼木德勒
嘎查，海兴煤矿扬尘污染严重；塑料污染
严重；现在还开着两个大沙厂，破坏草
场；污染饮用水、饮用水是从10公里以外
拉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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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倡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兴隆采石场位于浩勒图高
勒镇洪格尔嘎查，项目已取得《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
建设项目备案，属于合法生产矿山。2016年 3月，西乌旗环保局
批复了该企业年产25000立方米碎石子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17年9月企业取得旗环保局年产2.5万立方米碎
石子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2017年 9月重庆
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调查报告》显示，该厂TSP（总悬浮颗粒物）最大浓度为0.539毫
克/立方米，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新污染源大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噪声监测
结果表明，矿区噪音值在38.7-41.dB（A）之间，均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对矿区边界内
1400米周边居民影响较小。

经调查核实，兴隆采石场环评报告中敏感点范围内仅有1户
牧民，现场走访中，该牧民表示该矿山生产过程中未对周围环境
造成影响。现场核查时，企业正处于正常生产状态，采石场碎石
子破碎系统全部使用防尘罩苫盖，破碎和材料堆场周围安装了
170米长、高8米的防风抑尘网及喷淋设施，抑尘设施完备。采石
场有500米进场砂石路，运输石料时自备洒水车不间断进行洒水
降尘。该企业采掘场、施工便道两侧存有零星弃土弃渣，材料堆
场堆存1.7万立方米加工完成的细石料，这些细石料、弃土弃渣
在实地风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扬尘。

1.关于“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苏木巴音柴达木嘎查2万棵树
林子被人砍掉”问题。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关于“林子被
人砍掉”问题属实，被砍掉“2万棵树”不属实。举报人所反映的
“巴音柴达木嘎查”实为“巴彦柴达木嘎查”，共有林地187.5亩，
全部为人工商品林，树种为杨树。经核查，巴彦柴达木嘎查共采
伐杨树近6000棵，不是举报人所反映的2万棵，其中认定违法采
伐杨树635棵，属林权人宋某某所为。2017年10月，宋某某因犯
滥伐林木罪被西乌旗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9252元，没收油锯一把。
2.关于“举报过很多次一直没有给答复”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
实。据调查，西乌珠穆沁旗信访局、林业局今年分别接访过1次
群众反映该问题，由于法院已作出判决，旗信访局没有作出其他
答复意见，旗林业局做过解释说明。在宋某某滥伐林木案件侦办
期间，曾经有1名群众多次向旗森林公安局询问案件进展情况。
因案件正在办理中，故未向其告知有关情况。
3.关于“没有补偿也没给种树林子”问题。该举报问题部分属
实。其中，关于“没有补偿”问题不属实，关于“没有种树林子”问
题属实。因该林地属于集体人工商品林，没有任何补贴，不存在
补偿问题。针对宋某某违法滥伐林木635棵，西乌珠穆沁旗林业
局已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但因其病重（胃癌晚期），目
前暂未补种树木。其余林木采伐按照抚育间伐要求，在作业设计
范围内采伐林木的不需要补种和更新。

经调查核实，该举报中所指“银矿”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
巴彦乌拉嘎查的“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银漫矿业）。2014年12月23日，银漫矿业西乌珠穆沁旗白音查
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年开采165万吨多金属共生矿石项目，
经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审批通过（内环审〔2014〕200）；2015
年3月13日，银漫矿业选矿厂年选165万吨多金属共生矿石项目
经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锡署环审书〔2015〕7号）。该
项目年选矿165万吨，服务年限约15年，项目选矿分为铅银锌和
铜锡银锌两个选矿系统，其中铅银锌系统的产品为铅精矿、锌精
矿及精矿含银、锑、镉、铟；铜锡银锌系统的产品为铜精矿、铅精
矿、锌精矿、锡精矿以及精矿含银。
该举报中提到的“尾矿库”，实指银漫矿业选矿作业的配套设施，
主要作用为选矿厂选别后废渣堆存。尾矿排放方式为膏体排放，
尾矿砂含水量为30%—60%。该尾矿库位于吉仁高勒镇巴彦青格
勒嘎查，项目审批该尾矿库总库容量为850万m3，实际建设库容量
为359.1万m3，现库存量为120万m3，净进水量为5000m3/日。经现
场调查核实，尾矿库内存水来源于经封闭式管道排入的选矿生产
废水。经西乌珠穆沁旗环境监测站专业技术人员分别于2018年
6月17日10:10和13:30时在尾矿库坝体和下风向位置通过嗅觉
评判，未嗅到臭味。调查组实地对尾矿库西南侧下风向最近的居
民走访调查。第一户为距离南岸500米的呼某家，反应未闻到异
味，对生活环境没有影响；第二户为距离南岸1000米外的阿某
家，反映未闻到异味；第三户为距离南岸1500米的额某家，该牧
民反映偶尔起风的时候能闻到臭水味，对生活环境没有特殊污
染。经调查组工作人员对走访牧户周边实地查看，发现第二户居
民家和第三户居民家分别有约20m3的牛粪堆和用于牲畜饮水的
积水坑。2处牛粪堆和2个积水坑均位于第三户居民房屋的上风
向。

该举报问题属实。经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的西乌珠穆沁旗白音
华镇哈日根台嘎查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人放牧问题，
实为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本南沟相邻旗县牧户存在
越境放牧行为。2018年6月11日，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和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局分别接到“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太本南沟有牲畜放牧”的举报，在举报群众的协助下立即
赶赴现场，对放牧牛群（180头）进行扣留。6月12日，自然保护区
管理处和森林公安局对牲畜所有人进行调查，经查牲畜所有人为
王某，系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镇人，其对在保护区境内越境放
牧行为供认不讳。

1.关于海兴煤矿扬尘污染严重,塑料污染严重问题。该举报问题
部分属实。经核实，举报所称“海兴煤矿”系内蒙古大唐华银锡东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所属额合宝力格煤田特根召井田，位于额吉淖
尔镇布勒呼木德勒嘎查，排土场位于井田北侧，占压土地面积
98.32公顷。2006年取得国土资源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2013年
8月停产。此后，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
困发展的意见》、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及安监局联合印发通知，纳入
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实施方案的关闭退出煤矿，于2016年 9月 30
日实施关闭，同年11月通过国务院国资委及发改委能源局组织
的退出产能工作验收。一是扬尘污染严重问题。该举报问题部
分属实。特根召井田土质为钙积层土壤（泥岩），具有很强的紧实
性，被雨水浇淋后呈现板结硬实化，不易形成扬尘源引起扬尘。
2010年以来，企业实施了首期复垦绿化工程，对外排土场平台及
边坡均撒播牧草，植被恢复效果良好，于2014年 8月 7日通过了
盟国土局委托有关专家验收。经现场核查，发现排土场顶部有储
水罐及输水管等浇灌设施，伴有复垦痕迹，并有生长密度不均匀
的多种植被，边坡上插植有大量防止水土流失的物理沙障。2016
年9月30日实施关闭后，未进一步采取复垦治理措施，部分植被
盖度密度逐渐稀疏，在实地风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存在扬尘现象。
二是塑料污染严重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矿区
区域内未发现塑料污染，目前矿区驻守人员2人，产生的生活垃
圾有限，并有固定垃圾存放点，定期对其进行集中清理。
2.关于现在还开着两个大沙厂，破坏草场问题。该举报问题部分
属实。6月17日，东乌旗组成专项核查组进行了实地核查，经核
实，举报人反映的两个大沙厂实为团结队采砂场和额吉淖尔采砂
场，均位于额吉淖尔镇布勒呼木德勒嘎查境内，是2010年4月推
进贺斯格乌拉—乌里雅斯太铁路（贺乌铁路）建设项目时的用料
场。2010 年 10 月铁路建设竣工后，两处采砂场均停产关闭。
2017年 12月东乌旗对团结队采砂场进行了拍卖，由内蒙古聚缘
矿业有限公司取得采矿权，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手续。额吉淖尔
采砂场于2010年10月停产后至今一直关闭。东乌珠穆沁旗团结
队采砂场，使用的土地性质为草地，2018年1月已编制完成《东乌
珠穆沁旗团结队采砂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闭坑）方案》，计划
2018年 1月－2021年 12月对露天采坑外拉设网围栏、设置警示
牌；对矿区范围外的露天采坑边坡进行削坡、平整整形、覆土、播
撒草籽，恢复植被。2020年1月－2021年12月，采矿结束后对办
公生活区内建筑物进行拆除、清理，对清理后的场地进行平整、覆
土、播撒草籽，对矿区道路进行翻耕，并播撒草籽。东乌珠穆沁旗
额吉淖尔采砂场，使用的土地性质为草地，2018年6月25日已委
托中介机构编制《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淖尔采砂场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方案》，计划8月25日前完成环境治理工作,确保整改到位。
3.关于污染饮用水，饮用水是从10公里以外拉过来的问题。该
举报问题不属实。一是污染饮用水问题。东乌旗环保局、林水局
和疾控中心对矿区周边6眼水源井（2眼筒井、4眼机井）进行取样
检测，疾控中心6月20日水样检测结果显示样品感官指标正常。
但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氟含量和水硬度不同程度超标，
系当地地下水本底偏高造成。二是饮用水是从10公里以外拉过
来的问题。经旗林水部门走访调查周边牧户和调取相关资料情
况，该地区不同程度存在地质性缺水问题，部分牧户从附近水质、
水量较好的水源井拉水使用，均在本嘎查范围内，且最大距离不
超过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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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成旗环保局强化对企业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要求企业立即将弃土弃
渣清运至指定的堆放点。同时将材料堆场堆存的细石料及时清运，消除扬
尘隐患，如一时难以清运或少量堆存，也要对堆放的细石料采取苫盖措施。
2.进一步压实国土、生态、环保、安监等部门监管责任，持续加强对非煤矿山
企业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不发生损害群众利益情
况。
3.责成浩勒图高勒镇党委、政府进一步做好企业周边牧民的沟通疏导，强化
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嘎查“两委”作用，努力构建和谐牧企关系。

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局于2018年6月19日向当事人宋某某下达了《责令补种
树木通知书》（西林罚责字〔2018〕1号），要求宋某某于2018年 11月10日前
完成补种任务。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局及乌兰哈拉嘎苏木林业工作站将对补
种作业加强监督，督促其按规定及时补种。组织林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
导和服务，严格检查验收。若其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由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局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宋某某支付。

西乌珠穆沁旗旗委、政府将责成经信局、安监局、环保局、水利局、生态局和
吉仁高勒镇政府进一步加强监管，压实责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同时，做好企业与牧民的沟通协调工作，维护牧民合法权益，促进牧企关系
和谐。

1.责任界定。王某越境进入自然保护区放牧，给自然保护区内生态造成一
定程度的破坏，自然保护区当班管护员未尽到管护责任。
2.违法违规情况。王某在保护区境内越境放牧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有关规定。
3.履职尽责情况。一是近年来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作为责
任主体单位，不断加大对违规放牧行为监管执法力度，仅2017年度立案处理
数量达34起。二是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生态综合执法局、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协同配合，针对自然保护区内放牧现象进行了清理整顿。
三是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及各相关部门通过报刊、广播、电
视、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宣传自然保护区相关政策法规，提高群众的环境保
护意识。
4.整改措施。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对王某进行行政处罚。二是依据《内蒙古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西乌旗国有林场）国家重点公益林森林管护人员绩效考核办
法》，追究4名当班管护员（按年度聘用人员）责任，扣除绩效工资，并开展工
作作风整顿行动。三是组建专项工作组，长期入驻自然保护区，加强巡查监
管，切实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1.特根召井田整改措施。6月17日，现场核查组责令对特根召井田矿区驻
守区域生活垃圾和锅炉（企业退出时已拆除）燃烧煤灰进行清理，目前已清
理完毕。
2.团结队采砂场整改措施。一是责令企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禁
止采砂，督促企业对过去遗留的砂料堆积场进行顶部平整和覆盖抑尘网，避
免粉尘污染，对矿区周边网围栏进行加固处理，对采砂场进行整体恢复治
理。二是督促企业及时办理采矿许可证手续，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及相关行
政许可后，依据方案对生产过程中损毁草原进行治理。三是矿山闭坑后，依
据地质环境治理闭坑矿山报告进行闭坑治理，2021年12月底前完成环境治
理工作，实现草场植被恢复。四是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增加巡查频次，防止
违法生产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确保停产整改到位。
3.额吉淖尔采砂场整改措施。一是责令尽快制定环保治理方案，进一步明
确责任、时限和措施，加快砂坑回填和土地复垦整理工作进度，治理恢复生
态环境，8月25日前完成环境治理工作，实现草场植被恢复。二是加大执法
监管力度，如不治理将依据《土地复垦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三是建立
健全砂石资源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明确国土部门主体责任、苏木镇属地监
管责任和相关职能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定期不定期开展巡查，确保非法偷挖
砂石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