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6日至 4月 28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区举报案件33批共 2825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目前，全区已对第30批 111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43件、未办
结16件，责令整改38家，立案处罚7件，罚款金额7.5087万元，问责1人。

截至5月2日，全区已对第1-30批 2641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174件、阶段性办结879件、未办结588件，责令整改937家，立案处罚151家，罚款金额1063.2327万元，立案侦查46宗，刑事拘留13人，约谈80人，问责73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十批111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30批 202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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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呼和浩特市经济开发区
沙尔沁工业园区的巨力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在和林县大
红城乡、赛罕区东把栅乡、清
水河县等多地偷盗砂石。该
公司在院内露天堆放沙石
料，扬尘污染严重，在厂区院
内私自打井洗砂，洗砂污泥
在夜间随意倾倒，污水偷排
至市政管网。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
合旗白彦花金锐矿业违法生
产稀土萤石，尾砂露天堆放
在草原，污染了草原及地下
水。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吉
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炸药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粉尘
直排；冲洗设备和清理卫生
的污水，通过车间地面的排
水沟排放到室外的渗井中，
无任何措施，含有多种化工
原料和废矿物油的污水全部
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群众投诉反映“锡林郭
勒盟正蓝旗赛呼都嘎苏木宝
日呼吉尔嘎查的华北石油，
非法开采，污染草场一万多
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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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巨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多地偷盗砂石问题不属实。巨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砂石由天皓水泥（机制砂）、大华建筑（开槽沙）等购入，有台账记录。巨力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3日取得环评批复（呼环政批字〔2020〕17号），2021年7月24日通过环保验收。2016年6月，原呼和浩特市环保局对该公司
未批先建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罚款金额10万元，企业于2017年3月缴纳了罚款。该公司2017年12月15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号蒙
〔2020〕土默特左旗不动产权第0004830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7年12月15日起2067年12月15日止。

2.现场存在露天堆放沙石料，扬尘污染严重问题部分属实。厂区西侧和北侧有部分沙石料堆放，共计2万方左右已进行苫盖，但存在苫盖绿网被大风吹起
未及时压实，产生扬尘情况。

3.在厂区院内私自打井洗砂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院内存在1眼自备井（东经111.741°，北纬40.528°），是2017年该公司正式开始建设厂房时，用于厂
房建设私自打的井，未用该自备井进行过洗砂活动。2018年6月后该公司用水均通过园区供水管网由丰华如意供热供水公司提供。2019年10月市水务局
下达处罚决定书（呼水罚字〔2019〕7号），对该公司罚款2万元并责令其封闭自备井，该公司立即按市水务局要求对自备井封停，至今未启用。2021年7月，该
公司建成砂浆生产线后进行过洗砂活动，洗砂用水为园区管网供水和回用水，未用自备井进行过洗砂。砂石为外购天皓水泥的机制砂、大华建筑的开槽砂。

4.洗砂污泥在夜间随意倾倒不属实。该公司洗砂污泥主要为泥浆，烘干后全部回用，不存在随意倾倒情况。
5.污水偷排至市政管网不属实。根据环评批复和验收意见，该公司生活污水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处理，生产废水全部回用。经查，该公司无排污管道

与沙尔沁工业区市政污水管网连接，生活污水排入厂区旱厕定期由周围村民清掏还田，经对厂区周边排查，未发现排污暗管。

1.反映的“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白彦花金锐矿业违法生产稀土萤石”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内蒙古金瑞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位于达茂旗巴音花镇，2010年8月3日取得《包头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内蒙古金瑞矿业有限公司年

产30万吨铁精粉选厂项目备案的通知》（包发改工字〔2010〕471号），年产铁精粉30万吨，进口蒙古国矿石就地加工转化铁精粉；2019年12月5日取得包头市
生态环境局达茂分局《关于内蒙古金瑞矿业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铁精粉选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达环审〔2019〕8号）；2020年11月22日取得内蒙
古自治区林草局《征用使用草原审核同意书》（内草审改〔2020〕815号）。2012年期间加工进口蒙古国铁矿石生产铁精粉4个多月，因蒙古国铁矿石进口不稳
定以及矿石含硫高等原因一直停产至2021年6月。2019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切实帮助中小民营企业解决问题，该选矿厂被
列入达茂旗盘活停产企业名单。2020年列入达茂旗“散乱”工业企业综合整治清单（升级改造类）。2020年4月20日取得达茂旗工信和科技局内蒙古金瑞矿
业有限公司尾矿萤石回收技改项目备案告知书（项目代码：2020-150223-77-03-011110），“利用现有30万吨铁矿石/年浮选设备，加工回收选铁尾矿中的
萤石资源，年产萤石精粉2万吨”。该公司于2021年7月-9月萤石回收试生产3个月，后停产至今。通过现场尾矿库2组取样化验结果尾矿稀土含量为0.73
和0.82，不符合稀土选矿生产遗留标准，违法生产稀土问题不属实。2组取样化验结果氟化钙含量为5.93和6.06，基本符合萤石精粉生产标准，萤石精粉生产
问题属实。

2.反映的“尾砂露天堆放在草原，污染了草原及地下水”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该项目位于达茂旗巴音花镇境内，所有权属达茂旗巴音花镇吉忽龙图嘎查，全部为基本草原，占用草原面积100.2213亩，已承包到户，涉及1户牧

民，补偿已到位，不存在权属争议。2020年11月22日取得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征用使用草原审核同意书》（内草审改〔2020〕第815号），审核通过使
用面积100.2213亩。2022年4月25日经达茂旗林业和草原局现场核实未发现超占用使用草原的行为。该项目原料为蒙古国进口铁矿石，矿物成分主要包括
磁铁矿、赤铁矿和软锰矿等，采用三级破碎、两级磁选和一级浮选的选矿工艺，尾矿排尾方式为干排，选矿工艺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排入循环水池，循环使用不
外排。2022年4月23日,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信访件线索，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达茂联合旗分局进行现场核查，企业从2022年1月开始处于
停产状态，厂区内北侧堆存尾砂（二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约600吨。达茂分局要求该企业对尾砂进行清理入库。同时，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选矿厂周边
牧民水井采样检测，检测结果表明三户牧民家的水井除氟化物超标外，其他检测因子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三类地下水标准限值，
氟化物超标原因为区域本地值较高。所以，反映“尾砂露天堆放在草原”的问题属实，但林草部门已进行处罚，并办理了草原征占用手续，同时，从地下水水质
报告来看，水质未受企业生产影响，故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炸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粉尘直排”的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群众反映的“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吉安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呼伦贝尔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化工）。该企业前身为扎兰屯蓝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68年，2007年7月转制
成立呼伦贝尔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民用爆破器材定点生产企业。经查，企业环保手续齐全，目前正常生产。该企业现有一台6吨沸腾炉（不在淘汰
范围内），经过陶瓷多管、布袋除尘和钠碱法脱硫后通过40米烟囱排放。经查阅相关资料，2021年6月28日，吉安化工委托博思百睿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对锅炉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不存在锅炉烟气直排情况；吉安化工现有一条年产1.2万吨粉状乳化
炸药生产线，主要原料为硝酸铵90%、水5%、油相材料5%，三种物质在乳化器内充分混合后形成油包水形态的乳胶基质，通过乳胶泵喷入制粉塔，生产出产品
即粉状乳化炸药，粉状乳化炸药生产过程为物理过程，不存在化学反应。制粉塔通过配套旋风分离器（旋风除尘器）及水浴除尘器(喷淋塔）进行除尘，并且该企
业生产车间全封闭，不存在粉尘直排问题。但是经现场查看，生产线上确实存在少量粉尘（粉尘浓度较小，符合每年监测的职业健康粉尘要求）。

2.“冲洗设备和清理卫生的污水，通过车间地面的排水沟排放到室外的渗井中，无任何措施，含有多种化工原料和废矿物油的污水全部渗入地下，污染地下
水”的问题不属实。经现场调查，该企业每日23时停产后对设备（包括乳化器、乳胶泵，体积总计0.04立方米）和16平方米不锈钢地面进行冲洗。日用水量为
20千克，全部排入20立方米全封闭玻璃钢化粪池。冲洗水中含有少量硝酸铵，按环评要求用于厂区绿化，冲洗水不存在直接渗入地下情况。经现场检查企业
生产原料和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废矿物油，不存在含有多种化工原料的污水排入地下情况。综上所述，“冲洗设备和清理卫生的污水，通过车间地面的
排水沟排放到室外的渗井中，无任何措施，含有多种化工原料和废矿物油的污水全部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的问题不属实。

群众投诉反映：“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赛呼都嘎苏木宝日呼吉尔嘎查的华北石油，非法开采，污染草场一万多亩。”的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举报案件反映的油气勘查开发项目为位于正蓝旗赛音胡都嘎苏木宝日呼吉尔嘎查境内的内蒙古二连盆地腾格尔凹陷4区块油气勘查区块，探矿

权人为陕西延长石油有限责任公司（非举报人反映的华北石油）。该探矿权行政区域涉及正蓝旗、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和克什克腾旗，构造属于二连盆地腾
格尔坳陷，包含何日斯太、扎格斯台和好莱库3个二级构造单元，目前主要在何日斯太凹陷进行勘探作业（该凹陷位于正蓝旗境内，主要工作区位于赛音胡都
嘎苏木宝日呼吉尔嘎查）。

一是关于“非法开采问题”。原延长油矿管理局于2001年10月24日经原国土资源部批准首立登记内蒙古二连盆地腾格尔凹陷4区块油气勘查区块探矿
权。探矿权人在2008年前开展了二维地震等勘查作业，2009年开始钻井勘探，2010年勘探突破工业油流。

探矿试采方面。2012年陕西延长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与正蓝旗太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勘查开发该勘查探矿区域中的245平方公里（正蓝旗境内146.2
平方公里），2012年至2015年开始进行规模勘探，探明石油地质储量437.84万吨，技术可采储量73.16万吨，历经7次探矿权延续，至2019年4月7日。2019
年4月，探矿权人向自然资源部提出延续申请，2019年4月10日，自然资源部收取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及相关材料，并出具《材料接收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
延续。鉴于该公司已办理申请延续，则视为“准予延续”。2021年3月30日，该公司取得《勘查许可证》（探矿证号T1000002021041018000485），有效期自
2021年3月30日至2026年3月30日。2016年1月14日至2020年2月14日，该公司相继获得3个批次《试采批准书》（2016年1月14日取得了国土资源部
颁发的（2016）02号《试采批准书》，试采期限2016年1月14日至2017年1月13日；2018年2月5日取得了国土资源部颁发的勘特采字（2018）0021号《试采
批准书》，试采期限2018年2月5日至2019年2月5日；2019年2月14日取得了自然资源部颁发的勘特采字（2019）0020号《试采批准书》，试采期限2019年2
月14日至2020年2月14日），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规〔2019〕7号）第六条规定“针对多年存在的问
题，油气矿业权实行探采合一制度。油气探矿权人发现可供开采的油气资源的，在报告有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后即可进行开采。进行开采的油气矿
产资源探矿权人应当在5年内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采矿权登记”。探矿权人已于2022年1月19日获得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自然资
储备字〔2022〕41号），拟申请办理探转采手续。经核查，矿区范围内现有钻探井60口,其中:油井间抽井7口、捞油井11口、注水井5口、停产井37口（2018年
停产7口、2019年停产4口、2020年停产7口、2021年停产19口），探矿试采方面未发现违法行为。

林草手续方面。2009年该探矿权实施钻井勘探，当年钻探石油参数井1口，此后根据勘探结果，陆续实施钻探作业。经调查，用地均为征用牧户承包经营
草原，每口钻探井草原补偿费均已按永久用地标准给牧户补偿到位（共84处，其中安装井60口，其余24口无油气显示已回填并恢复植被）。2011年9月，企业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养护费征收管理办法》，办理了《临时作业许可证》，钻探井占地155.72亩，碾压道路25.3公里，缴纳草原养护费2.83万元，有效期为
2011年9月至2013年9月。2013年，依据企业申请，经旗人民政府研究，同意油气资源勘查作业占用草场100亩作为临时占用地，并下达批复，但企业未到草
原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临时占用手续。2015年9月，正蓝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太庆能源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前办理
勘查钻探临时占用草原手续，并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26万元，2015年12月3日企业缴费，并办理了《临时作业许可证》。2019年，根据企业申请，正蓝旗草原
草原行政管理部门先后2次予以办理《草原临时作业许可证》，总面积113.38亩，有效期至2021年。2020年，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办理草原永久征占
用面积19.89亩，用于办公区和生活区建设。

2021年，全区启动破坏林地草原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对历年征占用草原林地项目进行核查，发现该项目超占草原28.39亩、擅自改变林地用途
3.99亩，按照《自治区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处置相关指引》的相关要求，2021年10月21日赛音胡都嘎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企业做出行
政处罚，罚款7.79万元，并责令恢复植被。2021年12月，该项目办理临时占用草原手续80.86亩，有效期至2023年；2022年1月办理临时占用林地手续10.77
亩，有效期至2024年。目前，该探矿权占用林草地面积111.52亩（包括2020年办理的永久征占用面积19.89亩）。

二是关于“污染草场一万多亩”问题。经核查，该公司实施勘探作业的60口勘探井，均按照建设项目分类管理目录的有关要求，以“一井一表”的方式，取
得了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2014年原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批复19口井；2018年原正蓝旗环境保护局批复31口井；2019年原正蓝
旗环境保护局批复10口井）。2020年8月，60口探井工程通过集中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专家组出具了验收通过意见。

经调查，正蓝旗太庆能源有限公司自生产以来，未建设输油管线，勘探油井过程中泥浆不落地，压滤后固体废物和水分离，分离后的水回注油井，固体废物
和水泥拌合后用于井场硬化；试采过程中油水分离，分离的水回注油井，无废水外排，落地油一部分运至原油采购单位（沧州金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厂处
置，一部分运至东乌珠穆沁旗高科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置。2020年8月，企业对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时，委托内蒙古航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展针对地下水、土壤、无组织废气的环境检测工作；2021年5月，企业委托北京京畿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对探矿区范围内地下水及土壤进行了检测。两次
环境检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各项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三类标准限值，土壤各项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筛选值第二类用地因子限值，无组织废气各项监测因子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浓度限值。

2022年4月24日，正蓝旗政府委托内蒙古奥博森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对该探矿区范围内地下水及土壤进行采样并检测，预计5月6日出具检测报告。
4月26日，盟、旗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对60口探井逐井进行了踏查，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均按环评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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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要求企业加
强扬尘管控，对厂区内所有沙石料进行密
网苫盖，同时按照每周一检查的要求，对密
网进行检查。增加已配备洒水车和雾炮车
使用频次，进一步降低扬尘污染。

查处情况：2020年 7月 6日经达茂旗
草原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现场勘验，确认
该项目于2010年 08月开工建设，破坏草
原面积100.2213亩，已构成未批先建的违
法行为，针对该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五条之
规定对金瑞矿业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金
额99560元，已结案。2019年11月26日，
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达茂联合旗分局对蒙古
金瑞矿业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铁精粉选
矿厂项目涉嫌未批先建行为进行立案处
罚，处罚金额为35000元。2021年2月14
日，该企业涉嫌未执行“三同时”制度违法
行为，包头市生态环境局达茂联合旗分局
对该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处罚金额为
200000元。

整改情况：要求该企业对尾砂进行清
理入库，已于2022年4月26日完成清理。

下一步，扎兰屯市将继续加大对企业
的环境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强生产线技
术改造，进一步减少粉尘产生。

下一步，为全面掌握吉安化工周边区
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扎兰屯市已联系
第三方机构对该区域地下水状况开展监
测，待监测结果出具后，如地下水受到污
染，将立即组织专业机构编制治理修复方
案，并依方案积极推进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一是待第三方公司出具探矿
区范围内地下水、土壤检测结果后，及时予
以公开，做好涉及污染草原问题的研判处
置工作。二是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的监督管
理，监督企业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定期走访
群众工作机制，维护良好的牧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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