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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八版）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兴安盟第十批7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本报讯  3 月 26 日至 4 月 12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

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盟举报案件十八批共 102 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
作要求，目前，我盟已对第十批 7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 2

件、阶段性办结 1 件、未办结 4 件，责令整改 2 家。
截至 4 月 12 日，我盟已对第一至十批 52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

中，已办结 16 件、阶段性办结 6 件、未办结 30 件，责令整改 5 家，立案处罚 2

家，罚款金额 3.2 万元，立案侦查 1 宗，约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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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批   2022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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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2NM

20220403
0021

兴 安 盟 科
尔 沁右 翼 中 旗
旧 赛马 场 旁 边
白 音纳 花 苑 小
区 内堆 有 大 量
建 筑 垃 圾， 存
在扬尘污染

兴安盟
大气、
土壤

白音纳花苑小区开发企业为兴安盟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为兴安盟鑫安建筑公司。项目规划建设面积
9.1 万平方米，设计建造商业楼 2 栋、住宅楼 7 栋，配合建设停车位等附属设施。截至 2021 年底，已经交付使用 5 万平方米，
建设完成 3 栋住宅楼、1 栋商业楼、入住居民 276 户。因项目尚未完成整体建设，因此施工单位兴安盟鑫安建筑公司在小区内
存放大量建筑工程材料（脚手板、工字钢、木方、模板），由于缺乏规范管理，散落堆放在小区边缘，大风天气存在一定扬
尘污染。

属实

1.2022 年 4 月 5 日，科右中旗
政府责成施工单位兴安盟鑫安建筑
公司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严格
落实建筑工地“六个百分百”措施，
制定《白音纳花苑小区防尘预案》，
垃圾日清日运、洒水降尘。

2.2022 年 4 月 5 日，兴安盟鑫
安建筑公司调派 2 台铲车、1 台翻
斗车及 15 名施工人员将 50 立方米
建筑（装修）垃圾全部清理完毕，
并采取洒水措施降尘。2022 年 4 月
6 日，兴安盟鑫安建筑公司对存放
的建筑工程材料进行规范管理，建
设工程不需要的材料已全部清运。
建筑需要的工程材料已码放整齐、
统一堆放并进行苫盖。

已办结 无

2
D2NM

20220403
0005

兴 安 盟 乌
兰 浩特 市 乌 兰
哈 达镇 西 白 音
嘎查有 3000 亩
地 被非 法 挖 采
砂 石。 采 砂 大
坑 里 有 水， 有
恶臭味。

兴安盟
生态、

水

1. 反映“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西白音嘎查有 3000 亩地被非法挖采砂石”基本属实。2016 年，西白音嘎查由乌兰
哈达镇划入新城办事处辖区，信访人反映区域现位于新城办事处。经市自然资源局、新城办事处现场核查，并与 2021 年影像
图套核后，该区域属于城市开发边界范围以内。2010 年，按照《乌兰浩特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乌兰浩特市对该
片区土地进行收储，计划实施居住、教育、商业、公园等用地项目。2013 年，土地基本收储完毕，并陆续启动乌兰浩特市第
二中学等项目建设。2017 年，乌兰浩特市作为自治区 70 周年大庆迎庆分会场城市，按照盟委、盟行署安排，实施了一大批重
点项目，建设任务重、施工工期紧。为保障重点迎庆绿化项目顺利实施，经时任市政府研究决定（乌政字〔2017〕48 号），
同意园林管理部门及施工企业在已征收土地内取绿化种植土，包括信访人反映区域。后期，市委市政府也在招商引资，自然
资源局等相关部门也在监查管理，但监管还有不到位，存在取用不规范、个人非法盗采情况，形成了采砂坑，经现场测量、
套图对比，破坏面积约 1100 亩。

2. 反映“采砂大坑里有水，有恶臭味”属实。经现场核查，该区域存在一定坑连坑现象。同时，该区域丰水期地下水位高，
容易渗出形成水面，有一定异味。            

3. 责任追究情况：
（1）2017 年 4 月至 12 月、2018 年至 8 月，刘某某、张某某在该区域非法盗采砂石。市公安局对该非法盗采砂石情形依

法进行打击，同时对刘某某数罪并罚（非法采矿罪、妨碍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70 万元；对张某某数罪并罚（非法采矿罪、非法拘禁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同时，市公安局正在对其他非法盗采砂石行为收集线索，进行侦办。

（2）由市纪委监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基本
属实

由新城办事处负责，对现有采
砂坑随坡就坡进行回填、整形，与
周边地形地貌过渡衔接，7 月份达
到恢复种植条件。2022 年 4 月 6 日
已进场施工。

未办结 无

3
D2NM

20220403
0041

兴 安 盟 乌
兰 浩特 市 新 城
区 东 白 音 3 队
吴某某等 12 人，
从 2000 年开始
建 砂 厂， 开 山
采 石破 坏 草 原
约 30 亩地；开
荒 将三 四 千 亩
草原变为耕地。

兴安盟 生态

1. 经市自然资源局、新城办事处现场核实，信访人反映开山采石地点位于东白音嘎查，现场疑似非法盗采石料，破坏面
积约 2.2 万平方米（33 亩），初步估计盗采石料约 3.8 万立方米。结合 2021 年影像图，与二调图套核后，现场破坏范围中：
草原 8.5 亩（人工牧草地），未利用地 24.5 亩（其他草原）。与三调图套核后，现场破坏范围中：草原 8 亩（人工牧草地），
未利用地 25 亩（其他草原）。初步认定上述情形可能涉嫌犯罪，市自然资源局已向市公安局报案，并移交相关资料，吴某某
等 12 人违法建设砂场行为正在收集线索，进一步查证中。

2. 关于举报人反映“开荒将三四千亩草原变为耕地”情况，2022 年 4 月 4 日接到转办件后，乌兰浩特市立即组织林草局、
新城办事处、东白音嘎查村委工作人员，于当天下午到信访件所称地块现地核查，经林草部门测量，该地块总面积为 1500.46
亩，其中二调显示为草原的面积 536.99 亩。经当年分地小组成员、村内知情老党员、老干部证明，该地块于 1994 和 1995 两
年由胜利林场为造林开展全面整地工作，后因土地纠纷，该地块被当地村民争回形成耕地，1996 年至今均为耕种状态。1996
年 536.99 亩草地由东白音嘎查村民耕种，1998 年后由原畜牧局种植人工牧草，于 2010 年被二调确定为牧草地。之后该地块又
被村民要回耕种，并于 2018 年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关问题的处理建议》“农户自行开垦的土
地已经作为家庭承包土地的，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否进行确权登记”，《乌兰浩特市新城
办事处东白音嘎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研究，村民代表表决通过，
全部确权为耕地。经与自然资源部门国土三调数据比对，该地块现状已全部为耕地。

基本
属实

立行立改，由市自然资源局负
责组织编制该矿山修复方案，由新
城办事处具体组织实施，先行对该
取料点进行生态修复。公安局查实
犯罪嫌疑人及犯罪行为后，通过法
律相关程序，补交生态修复治理相
关费用。

未办结 无

4
D2NM

20220403
0035

1.2013 年
开 始， 有 人 在
兴 安盟 乌 兰 浩
特 市新 城 区 东
白 音 嘎 查 4 队
后 山 上 采 石，
无 任 何 手 续，
破 碎粉 尘 污 染
大。

2. 扩 渠 道
项 目工 程 毁 坏
兴 安盟 乌 兰 浩
特 市新 城 区 东
白 音 嘎 查 8 亩
水 田， 倾 倒 大
量 生活 垃 圾 和
建 筑 垃 圾， 农
田 受到 严 重 污
染。

兴安盟 生态

1. 信访问题核实情况：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一是反映“2013 年开始，有人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新城
区东白音嘎查 4 队后山上采石，无任何手续，破碎粉尘污染大”属实。二是反映“扩渠道项目工程毁坏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新
城区东白音嘎查 8 亩水田，倾倒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农田受到严重污染”部分属实。

2. 信访问题处理情况：
（1）“2013 年开始，有人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新城区东白音嘎查 4 队后山上采石，无任何手续，破碎粉尘污染大”属实。

经市自然资源局、新城办事处核实，2013 年 7 月，为实施自治区重点项目乌新高速公路工程，经盟交通局、市国土资源局（现
自然资源局）、林业局等部门认真勘查，在此处确定取料点。为保障该工程顺利实施，经时任市政府同意（乌政字〔2013〕
134 号），在经相关镇村同意并与承包人签订征用补偿协议基础上，乌新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在该取料点临时开采山皮石，
并明确要求工程竣工后按规定平整并恢复自然生态。施工单位在开采石料过程中，存在粉尘污染，以及未按照相关规定平整
并恢复自然生态问题。

（2）“扩渠道项目工程毁坏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新城区东白音嘎查 8 亩水田，倾倒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农田受到严
重污染”部分属实。经核实，一是信访人反映项目为阿木古郎河治理工程。2011 年 9 月，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批复《关于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阿木古郎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内水建〔2011〕320 号）。该工程于 2012 年组织实施，
2014 年建成投入使用。该工程在河流两岸砌石护坡（用地性质为河流水面），左右岸与岸上农田间均有乡间路相隔。信访人
反映 8 亩水田位于河流右岸乡间路的右侧，现场核实没有毁坏水田情况。二是信访人反映倾倒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地点
位于东白音嘎查厉祥食品公司北侧。2020 年，为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经市政府同意，选取该地点作为建筑垃圾消纳场，并
设立了场区围挡、标识牌。该消纳场占地 2 万平方米，可消纳建筑垃圾 4 万立方米，没有生活垃圾。但存在封场处理不到位，
白色垃圾漂浮到农田的问题。

基本
属实

1. 一是履行法定程序，要求乌
新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或其上
级单位负责人，缴纳恢复治理保证
金，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编
制《地质环境治理方案》，3 个月
内完成恢复治理。4 月 6 日，该单
位已开始进场清理。二是向福建华
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发协查函，要
求该公司全程督办涉事单位履行恢
复治理工作。

2. 对该建筑垃圾消纳场全面封
场，2022 年 7 月前完成覆盖黑土、
补种绿植，并进一步加强监管，严
禁乱倒乱卸等污染环境行为。

未办结 无

5
X2NM

20220403
0029

1.2004年，
兴 安盟 扎 赉 特
旗 罕达 罕 乡 东
风 村徐 某 某 等
人 借复 垦 项 目
开 垦破 坏 乌 尔
根 河草 原 湿 地
5000 亩。2005
年， 该 村 于 某
某 同样 借 复 垦
项 目， 继 续 开
垦 乌尔 根 河 草
原 湿 地 3000
亩。 至 今， 共
破 坏 1.5 万 余
亩。

2.1999 年
-2000 年，村民
王 某某 将 松 树
绿 化地 开 垦 成
耕 地并 承 包 他
人种植农作物。
2008 年， 村 民
于 某将 东 风 村
庄 稼屯 后 山 的
近 500 亩 荒 山
草 原开 垦 为 耕
地向外承包

兴安盟 生态

1. 反映的“2004 年，兴安盟扎赉特旗罕达罕乡东风村徐某某等人借复垦项目开垦破坏乌尔根河草原湿地 5000 亩。2005 年，
该村于某某同样借复垦项目，继续开垦乌尔根河草原湿地 3000 亩。至今，共破坏 1.5 万余亩。”内容部分属实。经扎赉特旗
林草局联合自然资源局、农科局开展专项核查，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及《扎赉特旗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林保图）显示，
新林镇东风村（原罕达罕乡东风村）乌尔其根河（群众所反映的乌尔根河）区域总面积 11880 亩。其中耕地面积 8704 亩、林
地面积 1990 亩、天然牧草地面积 340 亩、河流水面面积 268 亩、农村道路等其他未利用地面积 578 亩，上述表明，该区域总
面积为 11880 亩，反映问题中的“共破坏 1.5 万余亩”超出总区域面积。

其中，8704 亩耕地来源为：①农户原有合同本耕地 495 亩；②经 1997 年招商引资开发，2000 年由原兴安盟土地管理局发
放耕种许可证 1034 亩；③根据《兴安盟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对扎赉特旗 1998 年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的批复》
（兴农开字〔1998〕第 16 号）》，1998 年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2000 亩；④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04 年第一批国家投资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的通知》（财建〔2004〕424 号）、《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国家与自治区投资土地整理项目通
过竣工验收的通知》（内国土资〔2008〕997 号），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5175 亩。经与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比对，林
地、天然牧草地及耕地现状无变化。利用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与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成果套合比对，该区域内有湿
地 214.4 亩，其中内陆滩涂 151.3 亩（16 个小斑）、其他草地 3.4 亩（4 个小斑）、河流水面 17.5 亩（7 个小斑）、旱地 9.5 亩（4
个小斑）、水浇地 7.3 亩（3 个小斑）、其他林地 23.7 亩（4 个小斑）、乔木林地 2 亩（3 个小斑），旱地、水浇地包含在农
户原有合同本耕地 495 亩中，其他林地、乔木林地均为 2004 年 3 月实施的速生丰产林建设项目，依据《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印发扎赉特旗 2004 年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扎政办发〔2004〕37 号 )。耕地与林地的形成均在全国
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数据公布之前，实施过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不占用湿地，未发现非法开垦湿地问题。

2. 反映的“1999 年 -2000 年，村民王某某将松树绿化地开垦成耕地并承包他人种植农作物。2008 年，村民于某将东风村
庄稼屯后山的近 500 亩荒山草原开垦为耕地向外承包”内容部分属实。经调查组走访调查了解，①反映问题中“王某某”，
为吉林省吉林市人，常住地音德尔镇。反映问题中涉及王某某在该村承包的林地共 2 块，均位于新林镇东风村石灰窑后山，
总面积 274 亩。2004 年，王某某从村委会承包荒山进行造林（承包期 70 年），2009 年开始，王某某将该林地的林间空地对外
承包至今，经调查组实地踏查，该地块承包人在林地内进行林粮间作（树种为果树），符合《内蒙古党委、政府关于深化改
革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内党发〔2003〕25 号）和《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扶持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意见》（兴署发〔2009〕
17 号）中允许林粮间作的规定，属于荒山造林，并非开垦林地，但确实存在林粮间作的情况。②“于某”为新林镇东风村人，
常住地阿尔本格勒镇。反映问题中涉及“于某”地块位于新林镇东风村庄稼屯东北，面积 452 亩，原属村集体所有。2008 年
3 月 18 日，依据《中共扎赉特旗委员会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生猪产业的决定》（扎党发〔2006〕17 号）中关于生
猪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经东风村村民代表大会研究通过，该村村委会将 452 亩荒山优先发包给村民杨某（养猪大户）实施荒
山造林，承包期限为 50 年，2012 年 3 月 23 日，杨某将林地转包王某某经营，双方签订转包合同。经调查组实地踏查，承包
人在林地内进行林粮间作（树种为果树），符合《兴安盟行政公署关于扶持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意见》（兴署发〔2009〕17 号）
中允许林粮间作的规定，属于荒山造林，并非开垦林地。这一地块也列入了 2022 年全盟深化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行动以案促改的疑似图斑，并已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完成核查工作，通过使用 GPS 仪器实测，不存在非法开垦问题，且
此地块与于某某无关，但确实存在林粮间作的情况。

部分
属实

责成新林镇东风村委员会上述
两块林地加强监管，对成活率、保
存率不达标的，在今年 5 月 10 日
前完成补植补造，不达到要求，禁
止林粮间作。

阶段性
办结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