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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省长春市某环评机构因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时“隐瞒项目已实际开工建设”等相关问题受到生态环境

部门处罚，不仅被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更被要求“禁止从

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工作”。

笔者发现，生态环境部门的处罚是 5 月底做出的，而该环

评机构已于 5 月初申请办理了工商注销。这意味着，生态环境

部门做出处罚时，该环评机构事实上已丧失了被处罚的主体

资格，后续禁止性行为处罚已然落空。

诚然，公司的设立和注销是国家法律赋予企业的基本权

利。特别是在国家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的设

立、变更、注销等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客观上也成为不少企业

规避法律责任风险的一种手段。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当前第三

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禁而不绝的重要原因。一旦公

司发生违法行为，换个马甲继续经营，丝毫不影响相关人员在

市场上继续圈钱。

此类行为绝不可以坐视不管。当前，在持续保持对第三方

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高压打击态势的同时，务必要采

取有效措施，遏制企业的“金蝉脱壳”行为，确保环境处罚落到

实处。

完善环境监管法律制度，推动第三方环保服务单位与主

要责任人员的同步监管。现有《环境影响评价法》尽管明确了

建设单位以及环评编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规定了第三方

环保服务机构的禁止性行为，但没有明确对于第三方环保服

务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这也

为该类人员推动环保服务公司“金蝉脱壳”提供了便利。在后

续立法中，有必要修订和完善相关责任规定，杜绝此类漏洞。

笔者注意到，部分地区已在地方立法中进行了尝试。《江

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规定了“对（第三方机构）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理要求，客观上将

监管范围从“环评编制主持和编制人员”拓展至企业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等，为各地完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监管制度提供了

借鉴。

严格处罚决定执行，推动环境监管处罚落地见效。环境行

政处罚是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和惩戒，行政处罚能否

落到实处关系着环境监管的成效。生态环境部门要从处罚前、

处罚后两个阶段抓好处罚决定的执行。生态环境部门一方面

要强化与行政审批部门的联动，涉及公司等非自然人主体的

处罚案件，在案件立案调查过程中主动向审批部门推送信息，

避免企业在处罚过程中提前注销，造成“罚无此人”的尴尬。另

一方面，要强化处罚后与法院、检察等司法部门的联动。针对

部分公司通过注销逃避处罚的行为，要主动向法院等部门申

请强制执行，通过司法部门的查封扣押、罚款追逃等手段，坚

决避免相关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人走债销”的遁逃行为。

推进环保第三方服务的信用监管，完善相关人员的信用

评价。生态环境部已于 2019 年公布施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试行）》等

配套性文件。要把环境信用监管作为环保第三方服务监管的

有效手段。要持续完善信用管理内容，结合国家规定，推动环

保第三方服务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全链条管理，避免

形成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管理的真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结

合环评审批、执法监管、行政处罚等工作，抓好第三方环保服

务信息的归集，确保第三环保服务机构和重点人员“应评尽

评”。

环保信用评价的成效关键在于信用结果的运用。要推动

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结果与企业市场经营行为相挂

钩，强化对环保第三方服务机构重点人员的终身信用管理，定

期在本区域范围内公开发布第三方机构及重点人员信用评价

结果，不断挤压弄虚作假第三方机构以及相关责任人员的生

存空间，引导社会企业选择信用行为佳、信用评价结果好的第

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开展服务，持续提升第三方服务质量。

“金蝉脱壳”不过是现有企业在监管制度尚不够健全的当

下玩的一出小把戏。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以此案为鉴，逐步完

善监管制度，抓好制度落实，不断构建健康有序的第三方服务

市场。

“超长待机”的高温天气，为何如此“凶猛”？
不久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让

谢玲至今仍心有余悸。

“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瞬间就狂风大

作，暴雨倾盆。”来自互联网企业的谢玲当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刚洽谈完业务。她说，

看到天昏地暗，她顿感不妙，在跑步躲避

过程中，“一棵大树在不远处直接被连根

拔起”。

这一天，据北京市气象台观测，门头

沟、朝阳、石景山等地均出现 10 级最大阵

风（27米/秒），北京国家基本气象站南郊

观象台最大阵风也达 9 级。

进入 6 月以来，北京市已出现 7 次强

对流天气过程，主要包括雷暴、大风，局地

伴有冰雹和短时强降水。

“强对流天气频发，与近期的高温天

气有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蕾

介绍，由于近期北京白天出现高温天气，

能量明显累积，大气层结在午后至傍晚受

到太阳辐射增温影响，出现极不稳定的状

况。同时，北京处于天气系统冷涡底部，高

空不断有冷空气向下，冷暖空气剧烈交

汇，出现“上冷下暖”，在一定动力触发的

条件下，配合足够的水汽，极易出现强对

流天气。

温高雨少启动抗旱应急响应
“收完麦子那天，我看到地里旱得开

裂，有的裂缝宽三至五厘米。”

“河里的水都抽干了，地还没浇透。”

目前，我国正处于三夏（夏收、夏种、

夏管）大忙时节。高温下的黄淮海地区，各

地抗旱抢种“护苗战”打得轰轰烈烈。

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势汹汹。6 月 9 日

以来，我国北方多地遭遇了今年影响范围

最广、强度最大的高温天气，河北南部、河

南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北部等地局地

气温达 40益至 42益。

截至 6 月 14 日，河北、河南、山东等

省份共有 169 个国家气象站达到极端高

温阈值，12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

历史极值，228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

超过40益。高温天气影响京津冀鲁豫皖苏

晋陕九省市面积约 85 万平方公里，影响

人口约 3.8 亿人，其中单站最高气温出现

在河南温县（6 月 13 日，43.4益）。

“在盛夏时期，高温、干旱、暴雨洪涝、

台风、强对流等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

较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安红说，

华北、黄淮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降水偏

少，温高雨少将导致土壤缺墒加重、旱象

露头或发展，不利于适时夏种及夏播作物

苗期生长。

虽然科技水平已非常发达，但农业依

然是靠天吃饭。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

兵研究分析，极端干旱灾害对农业生产影

响范围最广，发生频率也最高，在各种气

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中，旱灾造成的损失高

达62%。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已连续 9 年保

持在1.3 万亿斤以上。2023 年，我国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 493 公斤，继续高于国际公

认的400 公斤的粮食安全线。

不过，2024 年 4 月发布的《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
年）》提出，到 2030 年，我国实现新增粮食

产能千亿斤以上。

粮食产量很大程度受气候条件影响，

粮食是对温度和气候最敏感的作物之一。

不少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气温升高，会伴

随着粮食作物的减产，这背后既有极端干

旱的影响，也有暴雨洪涝灾害。

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中国气象局、

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

布通知，要求适时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切实做好黄淮海地区抗高温抗干

旱、保夏播保全苗工作，确保夏播作物种

足种满，奠定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华北、黄淮、江

淮地区气象干旱迅速发展，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已针对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

省份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两

周，上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少、气温偏高、

气象干旱仍将持续。

候鸟迁移已是“步步惊心”
2022 年的一场干旱事件，同样让江艇

至今难以忘怀。

江艇在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气象局

从事候鸟迁徙观测已达十余年。2022 年夏

秋两季，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的高温少雨

天气让鄱阳湖水位“一天退得比一天快”。

8 月6 日，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

位更是退至 11.99 米，为有记录以来同期

最低水位。

鄱阳湖，地势低平、气候温润，每年 10
月中下旬大约有 70 多万只候鸟飞抵越

冬。持续的高温干旱，容易导致湖区草洲

滩涂大面积减少，造成湖区候鸟食物链供

给不足。

如今，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上

升、湿地消失等都可能对候鸟迁徙产生不

利影响，让候鸟迁徙“步步惊心”。

研究表明，候鸟在迁徙过程中，会在

沿途湿地栖息觅食，而湿地减少会导致

候鸟不能在这些中途地区补充能量、停

歇休整，进而影响其安然飞往栖息地。此

外，高温天气会使局部水温上升，特别是

海洋生态系统会被扰乱，以小鱼小虾为

食的海鸟也受到影响，不少海鸟因食物

匮乏而死。

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鸟类生存环境

和迁徙习性都发生了改变。一些原本应该

迁徙的夏候鸟选择留在原地，成为“留

鸟”。比如斑嘴鸭，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在

我国渤海湾地区属于夏候鸟，近年来由于

渤海湾近海结冰期缩短，它们已经在渤海

湾地区“安家”了。

从 2022 年“最热夏天”开始，2023 年

对我国和全球来说，又成为有气象记录以

来的最暖年份，甚至打破了 2016 年的最

暖纪录。

“最热”的纪录还在被刷新。在 6 月 5
日召开的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今年春

季（3月~5 月），全国平均气温 12.3益，较常

年同期（10.9益）偏高 1.4益，为 1961 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高气温。

在周兵看来，全球气候变暖增加生

态系统风险，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荒漠

化、石漠化、盐渍化，高温、热浪、干旱、洪

涝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伴随的火灾、

病虫害等，严重制约我国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

“海平面上升加剧了海岸侵蚀、海水

（咸潮）入侵的影响和土壤盐渍化，台风—

风暴增水叠加，高海平面容易造成严重洪

涝灾害。”周兵说。

我们将遭遇更严重的高温？
去年以来的全球气温升高和极端天

气事件，与厄尔尼诺现象有一定联系。不

过，极端高温的底层逻辑还在于全球气候

变暖。

进入 5 月，包括印度、墨西哥等全球

多地出现超 50益的高温天气。印度首都新

德里遭遇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气温飙升

至52.3益。

“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从成

因来看，主要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

下，影响当地的高压环流系统，造成了强

高温天气。”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

志海说，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和大气环

流的异常，是造成高温天气的直接影响因

素，对我国来说亦是如此。

近年来，我国高温天气已呈现出“首

发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

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增强”等特

点。

数据显示，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

次发生时间以每 10 年 2.5 天的速率在提

前。1981 年至 1990 年，每年高温天气过程

平均最早发生在 6 月 24 日，2023 年则提

前到了 5 月 28 日，比常年偏早 16 天。同

时，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数呈显著增

多趋势，平均每 10 年增加 4.8 天，高温的

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就今年夏季来说，我国的高温天气

出现相对较早，高温天气过程对全国来说

也较多。”郑志海表示，今年高温天气有明

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6 月主要是华北、黄

淮等地高温日数多、强度强，盛夏（7 月至

8 月）则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

日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

2023年至 2024 年的厄尔尼诺事件已显示

出结束迹象。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结果显

示，2024 年以来，厄尔尼诺事件已于 5 月

结束，但其滞后性影响仍在持续，预计夏

末秋初可能进入拉尼娜状态。

气象专家分析，拉尼娜发展年的夏

季，热带季风槽偏西偏北，菲律宾容易产

生反气旋，台风生成偏少，盛夏北方降水

易偏多。

郑志海表示，拉尼娜对全球和我国的

气温影响有非常大的区域差异和季节差

异。从目前的预测来看，进入拉尼娜状态

要到夏季后期，因此其对今年夏季气温的

影响相对较小，今年夏季，全国大部分地

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其中，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新疆等地可

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部分地区可能出

现极端高温。

6 月 16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以来

的高温排行榜，其中前 10 名地区的气温

都超过了 42益。

持续的高温天气会引发中暑、脱水、

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其中，

老年人、婴幼儿、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

中暑的风险也相对较高。

高温甚至还能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

影响，导致情绪“中暑”，使人的精神、情绪

产生波动，出现记忆力下降等症状。

气象专家表示，高温天气加剧脆弱人

群和户外劳动者健康风险，各地中暑和热

射病事件增多，需做好户外出行、生产施

工等保障措施，尤其是独居老人、长期慢

性病患者、降温设施不足的低收入家庭和

户外作业人员。

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不仅

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是经济可持续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温干旱、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频

发、强发已渐成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

人类必须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周兵说。

牛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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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是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当

日发布信息显示，全国耕地总量“三连增”，耕

地总量持续快速减少势头初步遏制，南方地

区努力恢复优质耕地，齐心协力遏制“北粮南

运”加剧势头。

全国耕地总量“止减回增”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耕地进一步

实现净增加，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全国

耕地总量“三连增”，牢牢守住了 18 亿亩耕地

红线。

据介绍，通过聚焦“稳住总量、优化布局、

压实责任”三项任务、紧盯“严控新增、盘活存

量、严格执法”三个环节，自然资源部会同有

关方面推进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地。落

实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坚持耕地保护优先，统筹划定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

条控制线，18.65 亿亩耕地保有量和 15.46 亿

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带位置分解下达至

各省区市。

截至 6 月中旬，在北京、上海城市总体规

划已于 2017 年批准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实施

江苏、广东、重庆等 27 个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空间规划。市县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均已编制完成，80%的市级

规划和近一半县级规划批准实施。

有关部门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用地依据，

严控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发布建设用地节约集

约利用评价、石油天然气工程项目用地等行业

标准，推广节地技术、模式；坚持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带位置下达造林绿化任务，防止占

用耕地。稳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通过

“增存挂钩”新机制，全国累计处置批而未供土

地 2850 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876万亩。

全力遏制“北粮南运”加剧势头
南方水土光热丰沛，“湖广熟，天下足”

“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这些俗

语记录了千百年来“南粮北调”历史。最近 40
多年来，“两湖两广”“江南鱼米之乡”“天府之

国”粮食贡献率持续下降，出现“北粮南运”逆

转。

国土三调显示，我国 64%的耕地分布在

秦岭—淮河以北。耕地分布重心北移、质量下

降，“耕地资源—粮食供给—生态安全”长期
处于弱平衡状态。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表示，要按照党
中央决策部署，综合考量经济安全、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双管
齐下遏制“北粮南运”加剧趋势。

在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首
次建立与耕地保护直接挂钩的考核经济奖惩
机制，推动南方省份有序恢复一部分流失优
质耕地，让多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亏，粮食主
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饭碗一起端、责任
一起扛，遏制“北粮南运”加剧势头。

在地方层面，努力通过综合整治等措施，
因地制宜把山上的耕地逐步调整到山下，山
下的果树林木尽量调整上山上坡，用“山上”
换“山下”，使农业生产空间布局更加符合自
然地理格局和农业生产规律。同时强调尊重
农民意愿，给予合理补偿，坚决杜绝“简单化”

“一刀切”强制复耕。

耕地保护措施“长牙齿”
作为地方党政同责签立的“军令状”，

2023 年度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首考”正有
序进行。

按中央决策，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
考核“合二为一”，对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实

行一年一考核，对突破耕地红线等重大问题

实行“一票否决”，考核结果还将作为领导干

部综合评价、政绩考核、审计问责重要参考。

耕地和生态保护“长牙齿”硬措施机制已

经建立，对违法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挖湖

造景等“零容忍”。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连

续 6 年开展耕地保护督察，向各省级政府发

出督察意见书督促整改，约谈违法违规问题

严重的市县政府负责人，公开通报典型案例。

2023 年，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 148 个违法违

规重大典型问题，集中约谈 22 个问题突出地

市政府负责人。指导督促各地冻结补充耕地

指标 21.14 万亩。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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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4 年宣

传活动 6 月 23 日在山东济南启动。今年宣传

活动的主题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

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

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本次宣传活动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聚焦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通过实地采访

和调查研究，反映山东省在推进黄河保护法实

施、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取得的新成效。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

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山东省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

的有关情况。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

1993 年开始举办，已经走过 30 多个年头，是

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

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组织，全国人大环资

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

主要新闻媒体和部分都市类媒体参与采访报

道。 魏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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