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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呼伦贝尔市阿荣
旗 林 草 局 下 属 林 场 ，
破 坏 生 态 现 象 严 重 。
林场内开荒种地达几
百 亩 ，养 殖 上 万 头 牲
畜，导致草原、河水变
黑。林场内人工林被
破 坏 几 万 亩 ，天 然 林
被破坏很多。

赤峰市林西县下
场乡哈玛吐村镍多金
属 矿 勘 探 权 ，无 采 矿
证和安全许可证非法
采矿，毁坏林地，留下
巨 大 黑 色 矿 坑 ，破 坏
生态环境做出。

1. 乌兰察布市兴
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
有限公司年产 10 吨淀
粉 项 目 ，在 乌 兰 察 布
市尚未实施肥水还田
技 术 的 情 况 下 ，也 未
达 到《马 铃 薯 淀 粉 加
工有机肥水还田技术
指南》中“拥有自己土
地”、“配套喷灌系统”
以 及“ 建 造 集 水 沉 淀
池 和 田 间 农 田 分 水
池 ”均 匀 喷 洒 并 作 为
基肥使用等关键性条
件 ，违 规 取 得 环 评 。
此 外 ，该 项 目 承 包 土
地仅 400 亩，达不到环
评 要 求 的 2100 亩 消
纳 土 地 面 积 ，虚 构 消
纳肥水土地面积骗取
环评。

2. 该厂将污水排
放 到 土 地 ，造 成 土 地
无法耕种。该厂将淀
粉生产过程中的废薯
渣、烂马铃薯、马铃薯
清洗过程产生的泥沙
直接倾倒，污染土地，
臭味扰民。且排污许
可 证 已 过 期 ，一 直 违
法排污。

3. 该厂违规打井，
导 致 地 下 水 水 位 下
降。

4. 该厂日夜生产
时，噪音扰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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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5.“在复兴镇天台岭有 2 处取料点，破坏林地 20 亩，盗取砂石料二十万立方”问题部分属实。经对复兴镇天台岭村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天台岭村存在两处取料点，
分别位于天台岭村一组老村部房后和天台岭村三组屯西，均为历史遗留取料坑，存在新增开采迹象。经走访问询周边村干部、村民及施工单位负责人了解到，阿荣旗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取料施工单位在以上两处取料点进行了取料，用于侵蚀沟治理和修建田间道路。经实地测量并与 2011 年、2019 年阿荣旗森
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库、2009-2018 年阿荣旗土地利用现状图数据库比对，天台岭村一组老村部房后取料点新开采面积为 2566 平方米，地类为非林地；天台岭
村三组屯西取料点新开采面积为 2366.67 平方米，地类为宜林地 1382 平方米，非林地 984.67 平方米。经调阅林草征占用使用手续显示，无林草使用审批手续。阿荣
旗人民政府责成阿荣旗林草局对破坏林地问题依法依规查处。阿荣旗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已于 4 月 21 日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对取料面积及数量进行进一步
核实，依据测绘结果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6.“在复兴镇地房子村，破坏林地十多亩，盗取砂石料十多万立方”问题部分属实。经对复兴镇地房子村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地房子村共和组北侧存在一处施工现场
（蓄水池），正在按照项目设计进行平整降方施工。经实地测量并与 2011年、2019年阿荣旗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库、2009-2018年阿荣旗土地利用现状图数据库
比对，现场面积为 22400平方米，其中乔木林地 1236平方米，非林地 21164平方米。经走访问询周边村干部、村民及施工单位负责人了解到，施工产生的未利用砂石料均
用于高标准农田项目田间道路、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非盗采砂石料行为。经调阅林草征占用使用手续显示，无林草使用审批手续。阿荣旗人民政府责成阿荣旗林草局对
破坏林地问题依法依规查处。阿荣旗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已于 4月 21日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对取料面积及数量进行进一步核实，依据测绘结果依法依规进行查
处。地房子村共和组后山取料点核查现场部分位置存在新增开采迹象。经走访问询周边村干部、村民及施工单位负责人了解到，阿荣旗 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
施过程中，取料施工单位在此处取料点进行了取料，用于侵蚀沟治理和修建田间道路。经实地测量并与 2011 年、2019 年阿荣旗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库、2009-
2018年阿荣旗土地利用现状图数据库比对，该取料点新开采面积为1380平方米，地类为非林地。经调阅林草征占用使用手续显示，无林草使用审批手续。阿荣旗自然资
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已于4月21日聘请第三方测绘公司对取料面积及数量进行进一步核实，依据测绘结果对破坏非林地取料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7.“在音河乡音河村有 2 处取料点，破坏林地 15 亩，盗取砂石料三十万立方”问题部分属实。经查，发现音河村存在一处取料点，位于音河乡音河村六组东山，为历
史遗留取料坑，未发现信访人所反映的第二处取料点。该位置属阿荣旗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蓄水池建设地点，现场正在按照项目设计进行平整降方施工。经
实地测量并与 2011 年、2019 年阿荣旗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库、2009-2018 年阿荣旗土地利用现状图数据库比对，现场面积为 13920 平方米，地类为非林地。
经走访问询周边村干部、村民及施工单位负责人了解到，施工产生的未利用砂石料均用于高标准农田项目田间道路、侵蚀沟治理等工程，非盗采砂石料行为。经调阅
林草征占用使用手续显示，无林草使用审批手续。阿荣旗人民政府责成阿荣旗林草局对破坏林地问题依法依规查处。

（一）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二）信访问题处理情况。
1.“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林草局下属林场，破坏生态现象严重。林场内开荒种地达几百亩”问题部分属实。阿荣旗林草局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通过对阿荣

旗各地方林场所辖区域进行实地排查和调取阿荣旗 2021 年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档案时发现，在处置专项行动整治期间阿荣旗公安局依法查处了一
起得力其尔林场辖区内的毁林开垦案件。经核实，阿荣旗公安局已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对该案件现场违法地块进行测量，初步核实涉及破坏天然林地块 11 处，总面
积 339.92 亩，并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进行了立案查处。针对该案件的相关违法事项，阿荣旗林草局聘请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所对案发地
进行司法鉴定。目前，因关键证人孙某和徐某分别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吉林省白山市居住，受疫情影响，无法对关键证人进行取证，待当事人现场指认后，出具相关
鉴定报告，开展下一步工作。其他林场范围内未发现毁林情况。

2.“养殖上万头牲畜，导致草原、河水变黑”问题部分属实。经查，2022 年以前，阿荣旗国有林场范围内存在个体养殖户 332 户、规模型养殖企业 1 家（北京洛娃集
团三号店牧场），合计畜禽约 49719 头只。所涉个体养殖户、企业均与林业局、林场签订了招商引资协议发展畜牧业。阿荣旗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巩固生态保护成果，加
强林草资源监督管理，确保林草资源安全，于 2021 年 10 月责成阿荣旗林草局在全旗范围内对个体养殖户进行了封山禁牧政策宣传解读，并于 2022 年初，清退北京洛
娃集团三号店牧场奶牛 167 头，拆除个体养殖户临时养殖棚舍 15 处。阿荣旗制定了《阿荣旗人民政府关于国有林区和自然保护地封山禁牧工作的通告》，待阿荣旗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对 332 户个体养殖户按照《通告》要求进行整治。同时，按照《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开展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呼政办发〔2016〕11 号）中关于“国有林区（林场）要全面实施封山禁牧，禁止外来牲畜进入国有林区（林场）。对历史形成已经存在的牧业点，进行认
真清理，从现在开始各牧业点牲畜只出不进，严格控制养畜规模，制定退牧计划，逐步从林区退出”和《关于上报打击毁林毁草专项行动整改实施方案的通知》（呼专林
发〔2017〕1 号）中关于“对于旗市区政府招商引资引入的养殖企业，限期整改，禁止散养，鼓励舍饲养殖。对于国营农牧场职工和当地农牧民养殖户，限期实施舍饲养
殖”的要求，划定禁养区，现有个体养殖户实行舍饲圈养。针对北京洛娃集团三号店牧场在经营活动中长期将牲畜粪便及废渣堆放至场区周边的问题（共 4 处），要求
企业将牲畜粪便堆积发酵无害化后回田利用，废渣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2022 年 4 月 15 日，内蒙古图博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已聘请专业检测机构对相关区域的水
质、土壤质量进行检测，待出具正式检测报告后，开展下一步工作。此外，自 3 月 15 日防火期开始之日起，阿荣旗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森林草原高火险期实行防火戒
严的通告》，已全面禁止牲畜进入禁牧区。

3.“林场内人工林被破坏几万亩，天然林被破坏很多”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未在国有林场区域内发现被大肆破坏的人工林及天然林地。经调取 2017 年以来森
林公安案件卷宗，发现存在 12 起擅自盗砍天然林树木的行政案件（盗砍材积量合计为 4.4687m3、处罚 12543 元、处理 12 人），均已依法依规处罚完毕，收缴罚款，并已
全部恢复森林植被。经实地核查，未发现“林场内人工林被破坏几万亩、天然林被破坏很多”的问题。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块位于林西县新城子镇哈玛吐村小杏树洼，现场有采矿遗留的采坑 1 个。经实地勘测并与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林权数据比对，该采坑

总面积 13.21 亩，其中林地 12.36 亩，天然牧草地 0.85 亩。经与矿业权管理信息比对，该采坑位于“内蒙古林西县哈玛吐镍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范围内，探矿权人为林
西县金久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卢某某，该探矿权首次设立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16 日，探矿权面积 7.27 平方公里，有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7 月
28 日，该公司向赤峰市自然资源局提交了探矿权延续申请，因该探矿权内存在以采代探行为，赤峰市自然资源局未向该公司核发探矿证。

2018 年 6 月，林西县自然资源局在动态巡查中发现，林西县金久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内蒙古林西县哈玛吐镍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范围内有一处采坑，在多
次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某联系无果的情况下，2018 年 6 月 19 日，对卢某某的儿子卢某进行了询问。经查，该公司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4 月进行了两次开采，属于无证开采行为。林西县自然资源局于询问当日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由卢某某的儿子卢某代收），责令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消除违法状态。但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期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卢某某因其他事项被判入狱服刑，不能配合查清违法事实，林西县自然资源局未能立
案。对此，林西县自然资源局持续对该探矿区域进行巡查监管，之后未发现新的开采行为。2019 年 4 月，卢某某服刑期满后，林西县自然资源局联系卢某某，要求其
接受调查，因卢某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冠心病，服刑期间也曾多次保外就医，现长期住院治疗，也未能对其进行询问。

2021 年 4 月，林西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非法开采破坏情况进行调查评估。2022 年 3 月，该机构出具了《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新城子镇下场
村小杏树洼蛇纹岩矿非法采掘造成矿产资源破坏量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该公司开采矿种为蛇纹岩矿，开采量约 3.71 万立方米。2021 年 5 月 7 日，卢某某到林西县
自然资源局接受调查，经询问，该公司无证开采的违法事实清楚。2021 年 5 月 10 日，林西县自然资源局对林西县金久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无证开采、破坏林草地的违法
行为予以立案。

2022 年 4 月 14 日，林西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林西县价格认证中心协助认证采出矿产品价值，目前尚未出具认证结论。待价格认证结论出具后，林西县自然资源局、
林草局、公安局、乡镇综合执法局将按照职责依据破坏价值对金久矿业的非法采矿以及破坏林地 12.36 亩、天然牧草地 0.85 亩的行为依法处置。

2022 年 4 月 22 日，林西县自然资源局对林西县金久矿业下达了《限期恢复地质环境通知书》，责令其在 10 日内恢复因违法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逾期不整改或整
改不合格将由林西县政府代为履行，所产生的费用由该公司承担，预计 5 月底前完成植被恢复。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投诉反映的“乌兰察布市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淀粉项目，在乌兰察布市尚未实施肥水还田技术的情况下，也未达到《马铃薯淀粉加工有

机肥水还田技术指南》中‘拥有自己土地’、‘配套喷灌系统’以及‘建造集水沉淀池和田间农田分水池’均匀喷洒并作为基肥使用等关键性条件，违规取得环评”问题。
经查，投诉人反映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淀粉项目位于兴和县大库联乡幸福村委会万昌元村。该项目于 2018 年 6 月取得环评批复（兴环表

〔2018〕5 号），2018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10 月建成试生产，设马铃薯加工生产线 1 条，主要产品为马铃薯淀粉，设计加工能力 10 万吨/年（实际产能约 2.8 万吨/
年），目前处于季节性停产状态（2021 年 10 月至今）。

经核实，目前国家和自治区层面未要求地市级必须出台实施肥水还田技术的相关法律、政策和文件，也不是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经进一步核查，该公
司于 2018 年 4 月先后在大库联乡万昌元村、康卜诺村、黑沟沿村三地租赁土地 2022.43 亩（万昌元村 372.43 亩、康卜诺村 1230 亩、黑沟沿村 420 亩），喷灌采用绞盘式
喷灌机，建设了 1 座集水沉淀池和 5 座田间农田分水池。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报告、《技术规范》中列出的“承包土地、喷灌、沉淀池、分水池”等要求相符。投诉人反映
的《马铃薯淀粉加工有机肥水还田技术指南》中“拥有自己土地”、“配套喷灌系统”以及“建造集水沉淀池和田间农田分水池”等关键性条件均具备。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本项目属于二、农副食品加工 8.淀粉（不含发酵工艺），环评类别为报告表。按照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非辐射类）分级审批及验收意见》的通知（乌政办字〔2015〕87号），报告表分级审批权限为旗县市区环保局。该项目于2018年5月
3日在兴和县人民政府网址受理公示，2018年5月16日原兴和县环保局局务会同意项目审批，2018年6月4日作出审批决定，核查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审批问题。

2.关于投诉反映的“该项目承包土地仅 400 亩，达不到环评要求的 2100 亩消纳土地面积，虚构消纳肥水土地面积骗取环评”问题。
根据《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马铃薯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还田水量约为 492m3/d，结合年运行约 80 天的实际情况，年还田汁水量约为

39360 m3/a，按照《马铃薯淀粉加工有机肥水还田技术指南》还田限量要求“项目所在地以种植玉米、马铃薯为主，根据规范取最大汁水用量（20m3/亩）确定企业最大
还田面积”核算，该项目需 1968 亩土地用于消纳肥水。经查阅历年土地租赁合同，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共租赁土地 2022.43 亩，满足土地消纳要求。

3.关于投诉反映的“该厂将污水排放到土地，造成土地无法耕种”问题。
经现场核查，该企业马铃薯清洗废水通过循环水池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淀粉工艺产生的有机肥水经蛋白车间汁水池中转，并通过热提装置提取蛋白后,临时储

存在汁水暂存池内，然后按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喷灌方式进入流转自种土地进行还田利用，还田利用方式与环评及批复（兴环表〔2018〕5 号）内容一致，符合《淀粉行业
有机肥水还田利用技术规范》相关要求。举报反映的“污水排放”问题实属有机肥水还田利用。经大库联乡幸福村委会及村“两委”班子证实，没有发现兴和县明兴农
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生产淀粉期间将产生的汁水外排到周边河道、沟洼或其它地方的现象。

经现场核实，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承包土地未出现板结现象，种植的玉米、大豆、莜麦、马铃薯等农作物长势良好。历年种植产量方面，以草玉米为例，2019
年种植的草玉米亩产 2.4 吨；2020 年种植的草玉米亩产 2.5 吨；2021 年种植的草玉米亩产 2.55 吨。结合该公司 2019 年和 2021 年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土壤检测结果
显示，砷、镉、铬、铜、铅、汞、镍、锌等 8 项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必测项目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表 1 标准要求，
未发生土地无法耕种现象。

4.关于投诉反映的“该厂将淀粉生产过程中的废薯渣、烂马铃薯、马铃薯清洗过程产生的泥沙直接倾倒，污染土地，臭味扰民”问题。
经查，2020 年 10 月 9 日兴和县生态环境分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淀粉厂在万昌元村承包土地中堆存薯渣（约 2000 方）。针对该

企业随意堆存薯渣的违法行为，兴和县生态环境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七款规定，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该企业
10 万元的罚款，并责令该企业按环评要求对临时储存薯渣进行处置。2020 年 10 月 15 日，薯渣按要求全部清理完毕。之后对该企业日常检查巡查中，未再次发现薯
渣、烂马铃薯直接倾倒的现象。现场核查时，未发现薯渣堆存。

经查阅《马铃薯淀粉加工有机肥水还田技术指南》，马铃薯清洗过程产生的泥沙还田符合技术要求，结合上述该公司的历年租赁土地种植产量和 2019 年和 2021
年三方土壤检测结果，未发现土地污染现象。

经实地核查，该企业处于季节性停产状态，厂界无异味，生产期间产生的薯渣已在生产期清运，并作为饲料综合利用。2019 年、2021 年，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显示，
厂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限值要求。进一步排查发现，在收集沉淀池周边和承包土地能够闻到轻微恶臭异味，2022 年 4 月
19 日，兴和县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上述位置进行了恶臭气体监测，结果显示沉淀池卫生防护距离（100 米）范围和承包的耕地恶臭浓度均能够达标。

5.关于投诉反映的“排污许可证已过期，一直违法排污”问题。
经核查，该企业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2021 年 12 月 28 日许可证到期），该企业在排污许可证到期前已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重新填报，申请延续排污许可证。因该企业为季节性生产（每年生产期约 80 天），2021 年 10 月底停工后至今未生产，投诉反映的“一直违法排污”问题与实际生
产情况存在出入。

6.关于投诉反映的“该厂违规打井，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问题。
经查，2019年 11月 19日，水利部门向该企业发放了取水许可证，批复年取水量为 3.55万立方米（有效期限为 2019年 11月 19日至 2024年 11月 18日）。《兴和县明兴

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年加工 10万吨马铃薯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结论显示，企业取水“占兴和县区域地下水资源量的 0.05%，占可开采量的 0.10%，占项目论证区内地
下水资源量的10.41%，占可采量的16.09%，总取水所占比例较小，取水不会对水源地地下水资源量产生较大影响，取水不会形成地下水超采区”；“该企业每天生产污水产
生量为522.44立方米，沉淀池损耗26.12立方米，剩余496.32立方米，生产污水年退水量为5.96万立方米，项目退水不会对水功能区、水生态环境、第三者产生影响”。

经实地核查，附近村庄 2019 年已实施安全饮水工程，村民饮用自来水，水源距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场区的两眼自备井直线距离分别为 842 米和 448 米。经
走访大库联乡幸福村委会及万昌元村民（常住户 29 户，走访 23 户，走访率 79%）证实，饮水水量充足，水井未干涸。因该村无水位监测井，水位与水量无直观数据，通
过比对自治区水文局与项目地距离较近的大库联乡哈少营村委会东马家村、团结乡台基庙村委会特拉忽洞村两个水位监测点两年监测数据（距与万昌元村 14.4 公里
处的大库联乡哈少营村委会东马家村监测井数据为：2020 年 1 月 1353.32 米、2021 年 1 月 1357.20 米、2021 年 12 月 1359.64 米；距与万昌元村 18.2 公里处的团结乡台
基庙村委会特拉忽洞村监测井数据为：2020 年 1 月 1294.12 米、2021 年 1 月 1294.58 米、2021 年 12 月 1294.52 米），反映该区域水位总体未下降，略有上升。实地核查
时，未发现企业违规打井行为。

7.关于投诉反映的“该厂日夜生产时，噪音扰民严重”问题。
经查阅 2019 年、2021 年兴和县明兴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淀粉厂进行的厂界噪声检测报告，显示厂界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2 类）要求。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 是 认 真 开 展 排
查，依法打击处理。对
林区范围内的破坏森
林资源违法行为开展
排查核实工作，对发现
的破坏森林资源问题
绝不姑息，一查到底。

二 是 加 强 森 林 资
源监管，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进一步强化林
场、管护站责任，以林
长制为抓手，加大巡护
巡查力度，杜绝森林资
源违法案件的发生。

上 述 问 题 于 4 月
25 日阶段性办结。针
对林西县金久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破坏地质环境
问题，4月22日，林西县
自然资源局对其下达了

《限期恢复地质环境通
知书》，责令恢复被破坏
的地质环境。

林 西 县 委 政 府 将
责成司法机关加快案
件办理进度，并督促金
久 矿 业尽快完成被破
坏的 13.21 亩林草地植
被恢复。同时，责成自
然资源局、林草局和各
乡镇街道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和属地责任，加大
日常巡查力度，严肃查
处各类违法用地行为。

责 成 企 业 在 今 后
的生产过程中严格按
照《马铃薯淀粉工业有
机肥水农田利用技术
规范》要求开展马铃薯
淀粉加工产生的“有机
肥水”还田利用工作，
产生的薯渣及时进行
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产生恶臭部位采取添
加除臭剂等措施，进一
步降低恶臭污染物排
放浓度，确保不对周边
居民造成影响。同时，
督导企业于 5 月 10 日
前取得排污许可证，督
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
规范操作各类机械设
备，采取有效的降噪措
施，进一步降低噪声影
响。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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