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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赤峰市宁城县汐子
镇四家村内有一个云峰
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长
期往厂区东北角排放废
硫 酸 水 和 废 渣 ，没 有 防
渗，地下水被污染。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巴音污水处理厂设计时
工艺欠缺，运行不稳定，
靠大量投药处理污水仍
不能达标。

近十几年来一些企
业和个人，在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前旗沙德盖苏木
附近的乌拉山国家森林
自然保护区内，私挖盗采
矿 产 资 源 ，盗 伐 名 贵 柏
树，大面积毁林。

2015 年至 2017 年，
巴彦淖尔市在临河区双
河镇黄河滩区内，占耕地
挖人工湖，并建别墅、滑
雪场、修水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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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水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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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经专项调查组实地核查，投诉人反映的“云峰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为内蒙古云峰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原宁城云峰化工有限公

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6 月，位于赤峰市宁城县汐子镇四家村，主要经营范围为膨润土、活性白土、蒙脱石的加工、销售。该公司
3000t/年活性白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0 年 4 月获得批复，2016 年 3 月完成环保竣工验收，2021 年 8 月进行了排污许可备案登
记。企业主要产品为活性白土，生产工艺为膨润土原土破碎后，与水、浓硫酸按配比混合进入活化釜活化，活化后经水洗、压滤、烘干、磨
细、直至成品包装。企业建有一座处理量 300m3/d 的污水处理站，采用“石灰中和+平流沉淀+压滤”工艺，水洗废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经查，投诉人反映的“废硫酸水”应为清洗活化后的膨润土产生的废水，废水为酸性，经处理后达到中性，全
部回用于水洗工艺。投诉人反映的“废渣”应为酸性废水与石灰中和反应产生的中和渣。经查阅环评、验收文件和企业提供的中和渣检测
报告，中和渣为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实地调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废水及中和处理后的回用水均存于厂区东北角的污水处理站水池中，污水处理站各水池均采用耐
酸水泥混凝土和呋喃树脂胶泥在池底和池内壁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调查组用无人机对厂区周边进行了排查，未发现污水外排口，也未发
现污水排放痕迹。厂区有约 2000 吨中和渣暂时贮存在厂区东北角的固废储坑内（计划出售给附近砖场和水泥厂综合利用），储坑长约 50
米，宽约 40 米，深约 5 米，坑底天然基础层为粘土层，坑底面进行了 15 厘米厚的耐酸水泥混凝土防渗处理，但储坑四壁未进行防渗处理，该
储坑也未按环评要求进行全封闭建设及设置引水沟。针对发现问题，4 月 29 日，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
令其完善储坑防渗，清理储坑内中和渣。

4月23日，宁城县生态环境监控分中心对企业厂区地下水，企业上、下游3户居民家自备水井进行取样，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各指标符合《地
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4月26日，宁城县生态环境分局针对该公司擅自在厂区内堆放中和渣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
立案查处，责令立即清除厂区内存放的废渣并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规范建设中和渣临时贮存场所。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属实。
经查，2010 年，园区开工建设巴音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1.5 万吨污水），2012 年 12 月主体完工，当时因园区废水量少（约 1000 吨/日），

巴音污水处理厂一直未能正常启用。2018 年，在对部分设施进行改造的基础上，新建了加药间、臭氧车间、深度处理车间等辅助工程设施
和一座日处理 2000 吨的工业污水处理站。由于当时园区企业外排废水中制药废水（1000-2000 吨/日）占比 90%以上，生活污水较少，该
污水处理厂原设计工艺未考虑除盐，又缺少强氧化环节，可生化性差，只能靠大量投药维持运行，但处理制药废水的效果仍然不佳，不能保
证出水稳定达标，且外排废水无去处，加之水处理药剂、活性炭、臭氧、锅炉燃料、电费、人工费等运行成本非常高，中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
鉴于上述原因，经集宁区政府主管部门同意，2020 年 1 月中旬起，该污水处理站系统进行停机保护，期间，园区企业产生的污水在达到集宁
区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接纳要求的情况下，输送至碧水蓝天污水处理厂处理。

乌拉山自然保护区面积 121.75 万亩，2003 年 3 月 31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乌拉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为侧柏林及天然次生林。

1.关于“近十几年来一些企业和个人，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沙德盖苏木附近的乌拉山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内，私挖盗采矿产资源”
问题，部分属实。

2018 年之前，乌拉山自然保护区共设置采矿权 7 个、探矿权 12 个。按照 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及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
问题整改要求，乌拉特前旗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退出方案》《巴彦淖尔市自然保护区工矿企业退出方案》精神，全面
推进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工作，截至 2018 年 5 月 4 日，乌拉山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已经全部退出。7 个采矿权中，3 个公告注销（乌拉
特前旗英捷公司甲浪沟石墨矿（西矿段），2018 年 5 月 4 日公告注销；乌拉特前旗英捷公司甲浪沟石墨矿（东矿段），2018 年 5 月 4 日公告注
销；乌拉特前旗沙德格哈拉哈达透闪石矿，2018 年 5 月 4 日公告注销），1 个到期灭失（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沙德格金云母矿，2016 年 3 月 18
日到期），3 个将进入保护区范围内的矿区范围剔除（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哈拉乌素沟白云岩矿，2017 年 5 月 2 日办理变更登记；乌拉特
前旗阴山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沙德格花岗岩矿，2017 年 10 月 30 日办理变更登记；乌拉特前旗沙德盖哈布气铁矿，2017 年 8 月 25 日办理变
更登记）。12 个探矿权中，5 个公告注销（乌拉特前旗小庙沟铁矿详查，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告注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白彦花地区金铁多金
属矿详查，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告注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三老虎沟铁矿普查，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告注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
旗乌落托沟矿区铁多金属矿普查（政府委托），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告注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忽奔铁矿普查，2017 年 11 月 8 日公告注销）；
4 个通过办理勘查许可证变更手续，将进入保护区的勘查范围剔除（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尼日图西铁矿地质详查，2016 年 12 月办理变
更登记；乌拉特前旗阿力奔哈业胡同一带铁矿普查，2016 年 7 月办理变更登记；乌拉特前旗哈达门沟石墨矿详查，2018 年 3 月办理变更登
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黄土窑铁矿详查，2016 年 6 月办理变更登记）；3 个申请办理了注销勘查许可证登记手续（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柏树沟
一带铁矿详查，2018 年 3 月已注销；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贾格其庙矿区铁矿详查，2018 年 2 月已注销；乌拉特前旗阿力奔苏木点勒斯
太沟铁矿普查，2011 年 8 月已注销）。以上矿权退出后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通过了市旗两级相关部门验收。之后未发现
私挖盗采行为。

2.关于“盗伐名贵柏树，大面积毁林”的问题，部分属实。
乌拉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柏树主要分布在乌拉山南麓的白彦花镇境内；沙德格苏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位于乌拉山北麓，主要是山榆、灌木为

主，该区域名贵柏树（侧柏）相对较少。在2015年至2021年，结合“昆仑行动”，市旗两级森林公安机关共查获乌拉山自然保护区内非法采伐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和盗窃柏树根案件7起，查获犯罪嫌疑人81人，其中：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2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18人，网上追逃11人，正在调查涉案人员10人，有力打击了盗伐、买卖等违法行为，维护了自然保护区治安秩序稳定。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2015 年至 2017 年，巴彦淖尔市在临河区双河镇黄河滩区内，占耕地挖人工湖，并建别墅、滑雪场、修水泥路”的

问题部分属实。2015 年至 2017 年，巴彦淖尔市防洪工程建管处在临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实施《黄河堤防南侧水源及湿地保护工程》项
目，对原黄河故道按照退化湿地进行修复保护。

1.“占耕地挖人工湖”的问题不属实。该项目位于黄河行洪区内，土地性质属国有河滩地。2017 年 1 月 23 日，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印发的《关于尽快对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黄河滩区进行退耕还河的通知》（内汛〔2017〕1 号）要求，市、区两级启动收回国有河滩地
退耕还河、退耕还湿工作。同年，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关于切实做好内蒙古临河区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管理工作的函》（内野保发〔2017〕4 号）要求，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临河区黄河滩区退耕还河、还湿整改工作的通
知》（巴政办发〔2017〕17 号），双河镇按照通知向临河区人民政府提请了《关于依规有序收回国有土地权的请示》（临双政发〔2017〕52 号）。
2017 年 3 月 31 日，临河区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对依规有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临政字〔2017〕85 号），参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对陕
西省土地管理局《关于河滩地确权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国土批〔1995〕62 号），同意双河镇人民政府收回湿地公园管理范围内的土地。故
占耕地问题不属实。在黄河行洪区湿地公园内按照《内蒙古临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对原黄河故道退化性湿地进行修复保护及
涵养水源是湿地公园必须建设的项目，故挖人工湖的问题不属实。

2.“建别墅”的问题不属实。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查批准的《内蒙古临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该项目在临河黄
河国家湿地公园内合理利用区内建设的木质结构功能用房三处（湿地公园水质、气象监测用房 256.2m2、湿地公园宣教中心用房 447.4m2、
防汛监测用房 256.2m2），作为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办公、水文水质监测、气象监测、防凌防汛监测、生物调查监测、科研档案管理、科研监测数
据分析、科普宣教展示等功能性用房，并非是别墅。

3.“建滑雪场”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的“滑雪场”实际用途为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瞭望台，是实施退耕还河及退化湿地修复工程弃
土堆建形成的。按照《内蒙古临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瞭望台的功能主要用于湿地公园鸟类迁徙观测、黄河凌汛观测塔及湿地
公园防火监测。同时瞭望台作为黄河防凌防汛应急土源储备场。在保证黄河湿地公园瞭望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立足临河实际，本着合
理利用资源的原则，在黄河封冻期间配备了临时的冰雪运动设施，满足广大群众对冬季冰雪运动的需求。

4.“修水泥路”的问题属实。投诉人所反映的“水泥路”，按照《内蒙古临河黄河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中道路交通规划和黄河二期防
洪工程道路规划，实际用途为防凌防汛应急抢险通道和湿地公园日常监测和巡护道路。由于黄河湿地公园段落地处临河城区正南，黄河
河道高于临河城区 2.5m，属典型的地上河。2015 年临河区实施了黄河防洪二期马场地六八组险工治理工程，有力地保障了临河城区安
全。为确保防凌防汛物资运输通畅，在工程实施时同步规划了应急抢险道路。同时，在黄河湿地公园规划建设过程中将湿地公园巡护道
路与防凌防汛应急抢险道路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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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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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上述问题于 4 月 28 日阶段性办结。针对内蒙古云峰膨润土科技
有限公司固废储坑防渗措施不完善问题，4 月 29 日，宁城县生态环境
分局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其完善储坑防渗。下一
步，宁城县将责成相关部门履行各自职能职责，加强对上述企业的监
管，督促企业落实好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善环保措施，发现违法问
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预计 5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

鉴于巴音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2022 年初，为从根本上解决
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问题，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考虑长远
实际情况，开发区邀请相关专家、部门、企业进行分析研判会商，重新核
算了开发区现状排污量（目前企业外排水 2000 多吨，2023 年外排水
7100 多吨）及远期需水量和排水量（到 2025 年大约外排 1.9 万吨），同
时，对现有的管网铺设情况进行梳理摸底，基本理清了开发区目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的管网现状和输水能力。根据专家论证结论，结合开发区
实际及未来发展需求，拟投资 2.4亿元对原有的 2000吨/日巴音污水处
理厂进行改造，建设一座日处理工业废水 2万吨的工业污水处理厂，目
前开发区正在重新编制可研，项目计划于 2022 年 5 月完成招标，2022
年6月开工，2023年6月完工。

1.建立完善日常管护机制，责成乌拉山林业管护中心加强日常巡
查，严格限制自然保护区内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2. 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政策法律
法规，增强群众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3.坚决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责成乌拉特前旗
公安机关重点依法查处盗采柏树、采石挖沙、毁林开矿等违法行为，
坚决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要求。

1. 责成临河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认真落实河湖长责任制，切实加大黄河
滩区监管力度，确保黄河安澜。

2.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法》《内蒙古自治区湿地管理条
例》《内蒙古临河黄河湿地公园办理办法》，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做好
退耕还湿、退耕还河、退化湿地恢复保护工作。同时，在滑雪场运营
未取得全部许可手续前不得经营。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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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耿辉凰 杨欣 姚友明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路在脚下，心是火炬，建
功立业大志不移⋯⋯”当主题歌《到西部
去》的激昂节奏响起，总会让西部计划志
愿者们心潮澎湃。

眼下，2022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正在全国各地火热招募中。过去
20 年间，一批批西部计划志愿者，走出
校门，奔向西部，深入基层，逐梦前行。
他们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
样精彩的人生，成为当代青年投身到基
层和人民中建功立业的生动写照。

立大志，转道西进献青春
春日暖阳当空，棉田一望无际。在

新疆双河市，22岁的呙钱林正在田间查看
苗情。在重庆长大、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
机学院毕业的呙钱林，到新疆后才第一次
看到成片的棉花地。过去10个月来，呙钱
林经历 40 摄氏度高温下采摘棉花、零下
20摄氏度时查看棉花备种，逐渐成为当地
棉农眼中的“半个棉花专家”。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
团中央、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实施的一项青
年人才工程。据共青团中央公布数据，自
2003 年启动以来，西部计划累计已招募
41万名高校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投入全
国2100多个县（市区旗）基层服务。今年
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实施规模继续保持2万
人，地方项目预计实施规模超过3万人。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这是一批批大学生选择参加西
部计划的简朴初心。两年前，华南理工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队员李莎，在返回广西龙
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东升村支教学校途
中，因交通事故罹难。如今，东升村孩子们

还心心念念这位支教老师，还记得她说的
话：“我理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看似渺小却足够坚定的力量。”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奉献的青春最
动人。从下定决心，到适应基层，西部计
划志愿者走出校门后，需要经历自然环
境、饮食习惯等众多考验。

去年 8 月初，云南农业大学毕业生
王彪来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第二民族中学支教。青藏高原的气候让
在河北唐山出生长大的王彪有些“扛不
住”。“这里特别干，特别冷，气温经常到
零下 20 摄氏度；海拔超过 4000 米，高原
反应让人彻夜难眠。”如今王彪逐渐学会
在地上泼水，尽可能湿润空气，习惯羽绒
服外面再披上厚厚大衣，“看着满眼求知
欲的孩子，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截至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累计6000
多名志愿者参加西部计划，服务青海。共青
团青海省委副书记蔺琳介绍，他们克服重重
困难，为青藏高原公共服务队伍注入“青春
血液”，为农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青春动
力”，为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架起“青春桥
梁”，让青春之光闪耀在青藏高原。

做实事，建功育人共发展
贵州省从江县丙妹镇大歹村 34岁的

苗族妇女潘爱松，在志愿者主持的夜校里，
学会了提笔写出自己的名字。尽管字迹歪
斜，但令她格外自豪。从5年前开始，共青
团贵州省委号召在深度贫困村和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建起数百所“青年志愿者脱贫攻
坚夜校”。从教写名字，到读常用汉字，再到

简单计算，“90后”王健强参加西部计划，曾
在大歹村夜校教课近3年，“‘扫盲’能改变
村民传统观念，再辛苦也值得。”

基础教育成为西部计划志愿服务的主
阵地。“老师，我怎么样才能考上复旦大学？”
这是青海省玉树市第三民族中学初二学生
代青白玛，在一次课间向复旦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队员曾承琪提出的问题。

负责学校 5 个班级生物课的曾承琪
回答：“脚踏实地、打好基础、坚定目标、
保持信心，这是我的秘诀。”他还结合实
际调整教学方法，比如课堂举例时，更多
用高原上孩子们熟悉的青稞、鼠兔，“希
望能给孩子多埋下些希望的种子”。

作为西部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研究
生支教团项目已先后从全国 200 余所高
校公开招募 2 万多名志愿者，前往中西
部约 700 所县乡中小学校支教。

把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把实践作
为最好的老师。胸怀理想、默默奉献的
西部计划青年志愿者，服务于当地脱贫
攻坚、疫情防控、生态保护等领域，奋斗
锤炼本领，磨砺增长才干。

来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李亚玲，眼下
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皮
山农场服务。一次，李亚玲接待一位单亲妈
妈前来咨询求助：她的孩子在读高中，患有
先天性心脏病，想给孩子治病但家里没钱。

掌握情况后，李亚玲和同事随即翻
阅大病救助等文件，寻找政策依据，帮助
这位母亲争取到治疗费用，“在基层遇到
的问题林林总总，把群众问题摸清，把惠

民政策落实，就是在做实事、做好事”。
熟悉基层，读懂中国。在贵州省玉屏

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茅坡村两年驻村服
务期间，西部计划志愿者黄鹏举成功调解
村民纠纷30余次。“村民诉求多元，纠纷牵
扯面广，刚开始就像团乱麻，无处下手。”黄
鹏举跟着村支书学，慢慢积累，到最后他也
能单独上阵，村民有问题都主动找他，“参
与基层实践，就像在阅读一本‘无字之书’，
在村里才能学得深、悟得透”。

深扎根，无私奉献显担当
陕西省合阳县坊镇中心小学位于渭

北黄土高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计划
志愿者唐信来学校支教后，他的宿舍成为
孩子们最喜欢的“课外教室”。“孩子们课余
时间总喜欢来我宿舍，问我从哪儿来，大学
是什么样。”

细心的唐信了解到，这些孩子父母多
在外地打工，缺乏陪伴，渴望沟通。为此他
专门把宿舍重新布置：漫画书、作文书摆满

了书架，显微镜等实验器材摆上书桌，墙角
小黑板每日更新“思考题”，“平均每天都有
30多个孩子过来读书，畅聊未来”。

用 奉 献 成 就 自 我 ，用 奉 献 影 响 社
会。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耕基层，与群
众结下深厚感情，将个人奋斗的“小目
标”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大蓝图”。

2011年大学毕业参加西部计划，汲长
祥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总医院图
木舒克院区，成为当时院区唯一的男护士。
服务期满后，他选择留下，一待就是10年，
现在平均每年协助做手术四五百台，“留在
新疆，就要用心热爱、用情坚守”。

据统计，近5年西部计划招募的志愿者
中，共有7700多人选择留在新疆（含兵团）、
西藏扎根，约占两地服务期满志愿者数量的
35%。这些深耕基层的青年志愿者，成为新
时代中国青年风貌和担当的典型代表。

向下扎根、向阳生长。自 2003 年以
来，华中科技大学累计有680余名西部计划
志愿者奔赴新疆、西藏、云南等西部一线。
学校党委副书记马建辉介绍，通过组建西部
计划青年讲师团，用志愿者服务的真实故
事，吸引一大批毕业生厚植理想情怀，将青
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中，“近年来，报名
西部计划的学生数量持续增长”。

在贵州南部的望谟县天马山下，“支
教林”郁郁葱葱。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
支教志愿者，每一届服务期满时都会种
下一棵树。20 年间，20 棵树，见证着跨
越千里的支教情谊。

每次看到从江西师大过来支教的志
愿者，望谟县团委书记王浩总会想起 15
年前支教老师给自己耐心答疑的场景，

“一批批志愿者更换，一批批山里娃成
长，这就是西部计划志愿精神给山区基
层扎下的根，传承的果”。

（参与记者 欧甸丘 李劲峰 陈晨）
（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逐 梦 西 部 天 地 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扫描

5 月 1 日，西部计划志愿者车佳桃（左）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
丙溪村活动室接待村民咨询产业发展问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