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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2018 年，外村人员
张 某 某 承 包 49 亩 林 地

（有林权证），把林木砍伐
后建设混凝土搅拌站。

2.2014 年，村民姚某
某将 12.5 亩林地流转外
村人，以建设养兔场为名
义将树木砍伐建设别墅。

3. 辽河工业园区占
杜 家 一 村 红 线 内 耕 地
1100 亩左右。

赤峰市喀喇沁旗锦
山镇河北街道桥头湾子
村头道沟一组有一个塑
料加工厂（海森作业加工
厂），异味严重，有污水排
放，没有手续。

赤峰市松山区大庙
镇和平营子村赤峰国富
玄武岩厂、赤峰双盈碎石
有限公司共有 3 条碎石
生 产 加 工 设 备 ，露 天 生
产，生产时扬尘很大。

行政
区域

通辽市

赤峰市

赤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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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

，水

，其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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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调查核实情况

②鸿盛工贸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是兴安盟神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持股子公司，2013 年 2 月 1 日，通过转让依法取得“内蒙古自
治区扎赉特旗西五棵树铜矿点地质详查”探矿权，勘查面积 3.64 平方公里。2013 年 11 月 18 日，在原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依法取得了西五
棵树铁矿采矿权，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18 日，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经走访当地群众，该矿 2014 年 4 月以来，没有发现生产。

调查组采用无人机航拍图套合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显示，该矿实际占地面积 49.2295 亩，其中采矿用地（矿井、道路、堆料、临时
办公区）1.7393 亩、林地 44.9624 亩、沼泽地 2.5278 亩。实际占地中有审批手续 29.9264 亩、无审批手续 19.3031 亩。占用林地中有审批
手续 29.9264 亩、无审批手续 15.036 亩（扎赉特旗原森林公安局依据《扎赉特旗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查处该矿 2013 年 6 月
至 2014 年 4 月占用林地 0.6 亩，罚款 4002 元）；占用采矿用地 1.7393 亩、沼泽地 2.5278 亩均未办理审批使用手续。

2. 反映的“该嘎查有 1 家无证无名的大理石矿，破坏自然保护区林地 100 余亩，污染保护区生态环境”内容部分属实。经调查组核实，
扎赉特旗巴达尔胡镇塔本毛都嘎查境内有 2 处大理石矿，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神山矿区大理岩矿（属于兴安盟神马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大理岩矿）、扎赉特旗金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兴矿业），经调取国土云数据比对，神马大理岩矿、
金兴矿业距离扎赉特旗唯一的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别为 65.15 公里、62.41 公里，不在自然保护区内，距离相邻的内蒙古神山国家
森林公园管护中心分别 1.8 公里、4.5 公里，经与内蒙古神山国家森林公园管护范围图进行比对套合，也不在森林公园范围内。

①神马大理岩矿位于神马铁矿西 0.5 公里处，2021 年 6 月 16 日通过探转采在兴安盟自然资源局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16 日，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该矿于 2021 年 10 月停产至今。

该矿生产用地位于神马铁矿采矿权范围内，调查组采用无人机航拍图套合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显示，实际占地面积 5.5472 亩，
全部为林地，其中有审批手续 4.2251 亩、无审批手续 1.3221 亩。

经核查，该矿为露天开采，在 2021 年开采作业、切割及露天堆放石料等过程中产生扬尘、噪声污染，存在苫盖、洒水等降尘措施落实
不到位、不及时造成扬尘污染问题。固体废物主要为剥离物和采矿废石，剥离物用于回填矿坑，采矿废石用于矿山道路维护、废物综合利
用。2021 年 7 月 6 日，经神马大理岩矿聘请第三方验收，验收结果为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二级标准。厂区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级标准。

②金兴矿业位于塔本毛都嘎查五七屯南 1.8 公里处，2005 年 10 月 28 日，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授予探矿权。2015 年 8 月，原扎赉特旗土
地监察大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处涉嫌开采并销售石灰岩矿石，当即责令其停止了违法行为，该矿在此处建设勘查竖井平台，剥离土方
时将其中约 3000 立方米石灰岩矿石对外销售，属无证开采违法行为，2015 年 11 月 3 日原扎赉特旗土地监察大队向金兴矿业下达了“处
以人民币贰万元整罚款”的处罚决定，2016 年 8 月 23 日该矿履行了处罚决定。

调查组采用无人机航拍图套合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显示，金兴矿业实际占地 92.6855 亩，其中草地 57.1197 亩、林地 35.5658 亩，
实际占地均无审批手续。草地方面，2012 年 10 月 1 日该企业与塔本毛都嘎查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以租用方式占用草地。林地方面，
2018 年 1 月已依法查处违法使用林地 23.3 亩，经扎赉特旗人民法院判处金兴矿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30000 元；判处企
业法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拘役 6 个月，缓刑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

经调查核实，该矿未办理环评报批手续，2016 年 11 月 10 日，原扎赉特旗环境保护局因该矿存在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投入
建设违法行为，对其处以罚款 5 万元，并责令停止建设。2018 年 12 月，经原扎赉特旗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巡查中发现，该矿仍有建设迹
象，将金兴矿业法人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后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经核查，目前该矿无勘查等相关经营行为。

3. 反映的“有人在该嘎查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垦、放牧，违法建设房屋、棚圈，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关于违法开垦情
况。经调查核实，2020 年 7 月，扎赉特旗开展全旗清理整治乱开滥垦专项行动，巴达尔胡镇塔本毛都嘎查清理整治乱开滥垦草原地块
151 个、3808 亩，巴达尔胡镇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8 月已将所有违法地块全部整改完成，并恢复植被。经与内蒙古神山国家森林公园管护
范围图进行套合比对，151 个违法地块均不在内蒙古神山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

关于“放牧，违法建设房屋、棚圈情况，破坏保护区生态环境”情况。巴达尔胡镇塔本毛都嘎查为草畜平衡区，扎赉特旗林草局和属地
执法局负责禁牧工作监管，对休牧期偷牧和草畜平衡期超载放牧行为进行了及时处理。经调查核实，塔本毛都嘎查境内共有牧业点 3 处，
均形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总占地面积 6.976 亩，其中棚圈占地 6.24 亩、管护用房占地 0.428 亩、其他占地 0.308 亩。三个牧点分别于 2000
年、2001 年取得扎赉特旗人民政府核发的《草牧场使用证》，在 2010 年落实“双权一制”政策时，已将三个牧点内的草场通过“双权一制”，
确权给了村民，属村民共同所有。经与内蒙古神山国家森林公园管护中心的管护范围图进行套合比对，三处牧点均不在森林公园管控区
内。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1.群众反映的“2018 年，外村人员张某某承包 49 亩林地（有林权证），把林木砍伐后建设混凝土搅拌站”问题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地块原为开发区滨河街道杜家一村集体坟地。2004 年，坟墓全部迁走后，村两委口头允许骆某等 3 名村民自行

平整使用。2005 年骆某等 3 名村民种植了果树。2006 年，杜家一村与侯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将此地块 40 亩（实测面积为 36.2 亩）
承包给侯某作为工业用地使用（合同中没约定该地块为林地），并与 3 名村民达成补偿协议。经比对自然资源年度执法卫片图斑，并走访
询问周边村民（刘某、骆某、殷某），确认该地块于 2014 年 9 月开始投入建设，2015 年投产运营，到 2020 年 6 月份停产。经核查，该砂浆站
项目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现地块上建有库房及配套设施 744 平方米、硬化 8000 平方米、混凝土搅拌站 1 个，其余 15256 平方米为空地。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通辽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的批复》，该地块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
经自然资源部门核实，该地块在全国第一次土地调查 1998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特殊用地（集体坟地）；在全国第二次土地

调查 2009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果园用地（园地）；在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 2020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工业用地。经查
阅通辽市林业草原局科尔沁区分局林草档案，对照 2010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库（与 2013 年林保规划数据一致），该地块共占用林地
两块，分别是西侧地块 7 亩、东侧地块 13 亩，合计 20 亩，均为乔木林。关于群众反映“有林权证”问题，经查，该地块未核发过林权证，骆某
等 3 名村民也表示未办理过林权证。综上，该问题属实。

2.群众反映的“2014 年，村民姚某某将 12.5 亩林地流转外村人，以建设养兔场为名义将树木砍伐建设别墅”问题属实。
经核查，群众反映的地块原为杜家一村东侧大坑。2000 年，村两委口头允许村民姚某自行回填使用，之后，姚某种植了果树。2006

年，姚某将该地块转包给兰某，兰某与杜家一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土地 13.3 亩，承包期限 40 年。2010 年，兰某在该地块上补植
樱桃树 400 余株，因疏于管理导致樱桃树生长状态不佳，累计死亡樱桃树达 200 余株。2016 年，兰某将存活的 200 余棵樱桃树卖掉，同年
兰某以承包地块中的 4.2 亩（实测面积为 5.1 亩）入股，胡某、张某 2 人以现金入股，计划合伙在该地块上建设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经比
对自然资源年度执法卫片图斑，并与兰某本人核实，确认该地块于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7 年建成，建设内容包括 26 间房屋、建筑面
积 1100 平方米，硬化面积 1280 平方米，阳光房面积 178 平方米，其余 850 平方米为空地。经核查，该地块上的建筑物未取得任何审批手
续。因学校审批手续未得到批复，2018 年 2 月，3 人签订散伙协议书，由胡某分别支付兰某、张某 2 人相应钱款后，取得了该 4.2 亩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房屋设施所有权。同时，经走访询问周边村民（刘某、骆某、殷某），该地块一直没有经营使用，并非群众反映的“以建设养兔
场为名义建设别墅”。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通辽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的批复》，该地块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
经自然资源部门核实，该地块在全国第一次土地调查 1998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未成林造林地；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

2009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果园用地（园地）；在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 2020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农村宅基地。经查阅通
辽市林业草原局科尔沁区分局林草档案，对照 2010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库（与 2013 年林保规划数据一致），该地块占用林地 4 亩，为
乔木林。综上，该问题属实。

3.群众反映的“辽河工业园区占杜家一村红线内耕地 1100 亩左右”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开发区辽河工业园区，位于通辽市城市规划区内，建国北路两侧，园区面积 1100 亩，其中占用杜家一村土地 600 亩。根据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通辽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的批复》，所征收的 1100 亩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范围内，
经套核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 2009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库中地类为建设用地，不存在群众反映的占用红线内耕地问题。综上，该问题部分
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 关于“喀喇沁旗景山镇河北街道桥头湾子村头道沟一组有一个塑料加工厂（海森作业加工厂）”问题现场核查情况。经查，投诉人

反映的该项问题属实。经查，“海森作业加工厂”其实为喀喇沁旗海森塑业加工厂，位于喀喇沁旗河北街道桥头湾子村一组头道沟内，两
侧为高山，距离沟口居民最近距离约 1.1 公里。该厂是一家使用成品塑料颗粒加工盛装西红柿筐的企业，主要设备有注塑机 2 台、粉碎机
1 台、烘干机 2 台，设计最大生产规模约为年产 45 万个塑料筐。

2. 关于“异味严重，有污水排放问题”现场核查情况。经查，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不属实。喀喇沁旗生态环境分局通过现场检查、
调阅档案资料、询问企业负责人、走访周边群众等方式进行全面核查。2022 年 4 月 18 日，喀喇沁旗生态环境分局联合河北街道管理办公
室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已按照设计要求配套建设安装了封闭厂房、集气罩、活性炭吸附+UV 光氧净化器、15 米排气筒和 2 台冷却塔，
但未发现该企业生产迹象，未闻到异味。通过现场排查，厂区周围没有发现污水排放痕迹，也未发现污水排放口。通过查阅同类型塑料
筐生产项目“环评”设计及类比相同项目，此类项目为季节性生产企业，主要污染物为冷却水、生活污水和废气，冷却水由塑料筐脱模工序
产生，经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入厂区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沤肥；废气集中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UV 光氧净化
器处理后排放。现场核查发现，目前该企业未建设办公、居住、食堂等用房，厂区长期无人，没有生活污水产生。通过询问企业负责人王
某某，其答复该企业建成后未投产使用，没有废气产生，也没有污水排放。调查人员走访周边群众 4 人次，均表示该厂没有生产，没闻到过
异味，也没有看到过污水排放。

3. 关于“没有手续问题”现场核查情况。经查，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部分属实。通过调阅档案资料、询问企业负责人，该企业 2019
年 6 月 3 日注册营业执照，2020 年 6 月 4 日河北街道管理办公室出具了《关于喀喇沁旗海森塑业加工厂生产项目选址意见书》，2020 年 8
月 13 日喀喇沁旗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地类核实证明》。企业已聘请三方公司编制完成了《喀喇沁旗海森塑业加工厂塑料周转箱生产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但该企业塑料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2019 年 8 月 12 日喀旗生态环境
分局已对该企业“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罚，并责令停止建设。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1.关于投诉人反映的两家公司占地情况。经排查走访，两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赤峰国富玄武岩矿位于松山区大庙镇和平营子村大营子组北梁，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取得采矿权，已取得采矿许可证，批复矿区面
积 150 亩。采矿证到期后，经多次续期，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5 月 21 日。生产规模为 6 万吨。

2018 年 12 月，该矿在矿区外开始安装第一条碎石加工生产线，2021 年 8 月建成并投产。经测量，总占地 21.77 亩，均未办理用地手
续，其中碎石加工设备占地 2.49 亩、碎石堆放面积 18.56 亩、临时活动板房占地 0.72 亩。经核实，21.77 亩非法占地中，林地 1.06 亩、未利
用地 20.71 亩。针对此条生产线非法占用 20.71 亩未利用地的行为，松山区大庙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立案查处；针对其
非法占用 1.06 亩林地的行为，区林草分局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将线索移交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已受案，正聘请司法鉴定机构对占用林
地地块毁坏程度进行鉴定，待鉴定意见出具后，依法进行查处。

2020 年 11 月，该矿在矿区外开始安装第二条碎石加工生产线，2021 年 11 月建成，至今未生产。经测量，总占地 42.26 亩，均未办理
用地手续。其中碎石加工设备占地 2.54 亩、碎石堆放占地 39.72 亩。经核实，42.26 亩非法占地中，采矿用地 34.23 亩、未利用地 6.78 亩、
林地 1.25 亩。针对此条生产线非法占用 34.23 亩采矿用地、6.78 亩未利用地的行为，松山区大庙镇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立
案查处；针对其非法占用 1.25 亩林地的行为，区林草分局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将线索移交区公安分局，区公安分局已受案，正聘请司法鉴
定机构对占用林地地块毁坏程度进行鉴定，待鉴定意见出具后，依法进行查处。

是否
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对问题
整改工作全程督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牵头
负责跟进后续整改工作。

1. 针对群众反映的“2018 年，外村人员
张某某承包 49 亩林地（有林权证），把林木
砍伐后建设混凝土搅拌站”问题。

依据 2010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
库，该宗地块占用林地 20 亩，为乔木林。该
问题线索已移交至通辽市森林公安局，已启
动调查程序。下一步，由开发区农牧林业水
务局负责，协调通辽市森林公安局 6 月 30
日前完成案件查处，11 月 15 日前恢复林地
生产条件。同时，对于地块上的未批先建问
题，由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开发区建
设管理局、市城市综合执法大队、滨河街道
办事处组成工作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 针对群众反映的“2014 年，村民姚某
某将 12.5 亩林地流转外村人，以建设养兔场
为名义将树木砍伐建设别墅”问题。

依据 2010 年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
库，该宗地块占用林地 4 亩，为乔木林。该
问题线索已移交通辽市森林公安局，已启动
调查程序。下一步，由开发区农牧林业水务
局负责，协调通辽市森林公安局 6 月 30 日
前完成案件查处，11 月 15 日前恢复林地生
产条件。同时，对于地块上的未批先建问
题，由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开发区建
设管理局、市城市综合执法大队、滨河街道
办事处组成工作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3. 对于调查核实工作过程中发现干部
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按规定转开发区
纪检监察工委处理。

上述问题于 4 月 20 日办结。目前，喀
喇沁旗委政府已安排生态环境分局、河北街
道管理办公室对周边居民开展了走访、沟通
工作。下一步喀喇沁旗委政府将责成生态
环境分局、河北街道管理办公室加大监管力
度，一旦发现该企业存在违法行为，将依法
严肃处理。

上述问题于 4 月 23 日阶段性办结。下
一步，松山区委政府将做好以下工作：一是
责成大庙镇政府、林草分局、公安分局加快
案件鉴定和侦办工作，依法处理；二是责成
生态环境分局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对
两家企业履行行政处罚程序，并督促企业尽
快安装粉尘污染防治设施和办理环评手续，
粉尘污染防治设施未全部落实前禁止恢复
生产。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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