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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关注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正
在公开征求意见。法典草案有何亮点？
未来法典颁布后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有何影响？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
长赵柯5月27日对此进行了回应。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赵柯介绍，生态环境领域的立
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国现行有效的
生态环境法律30多部、行政法规100多
件、地方性法规1000多件。这一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体系，以环境保护法为统
领，涵盖了水、气、声等各类污染要素以
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类自然生态
系统。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生态环境部积极
配合立法机关推进法典编纂工作。在赵
柯看来，法典草案有五方面亮点：

一是延续性，保留了经过实践检
验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党的十八大
以来，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为
法典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法典草
案中，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大气污染防
治、水污染防治等章节保留了现行法
律的核心内容，保持了法律的相对稳
定性。

二是现实性，解决管理实践中的痛
点难点问题。如第三方监测机构等环境

服务机构的监管存在着薄弱环节，影响
监测数据质量，法典草案强化了第三方
监测机构的监管；法典草案根据“过罚
相当”原则，优化了法律责任等。

三是体系性，删除了现行法律中一
些重复、矛盾条款，增强了法律制度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四是创新性，将部分改革举措上
升成为法律制度。改革中摸索出的经
验措施，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环
境 损 害 赔 偿 等 制 度 措 施 纳 入 法 典
草案。

五是前瞻性，对新兴领域作出引领
性的规定。如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目前还

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法典草案考虑立
法需求，作出一些原则性、引领性的规
定，为今后相关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确
定了原则，奠定了基础，为将来新兴领
域的单行立法预留了空间。

赵柯表示，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
将取代环境保护法，统领生态环境法律
法规体系。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环境影
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
治法等10部法律将不再保留。

“法典颁布后，生态环境部将推动
配套制度的全面清理和升级改造，进
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他
说。要对标法典的新规定、新要求，对

生态环境部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
逐一进行“体检”，全面清理。与法典规
定不一致的，将适情修改或者废止，并
配合立法机关做好法律法规的清理工
作。同时，生态环境部将落实法典的授
权性立法要求，加快配套制度的制修
订工作。

赵柯说，此外，要进行补充性立法，
推动新兴领域立法。比如应对气候变
化、绿色低碳发展等新兴领域尚未制定
专门法律。生态环境部将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配合立法机关推动应对气
候变化等专门立法工作进程。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在湖南湘潭市，永久基本农
田被垃圾掩埋，不仅是乡村，市
区一些角落也隐藏着被无序堆
存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在江
西萍乡市，有座由建筑垃圾、工
业固废堆起来的“渣山”，仅湘东
区岩下里地块，就违规占地 52.6
亩。日前，央视发布了题为《永久
基本农田沦为垃圾堆场！整改为
何成“纸面工程”？》的调查报道，
曝光湖南、江西个别地方在工业
固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处理
方 面 存 在 的 问 题 ，引 发 广 泛
关注。

舆论反应最大的点是“永久
基本农田沦为垃圾场”，这不难
理解：今天的耕地就是明天的饭
碗，而永久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
精华，是世世代代粮食安全命脉
所系，结果部分永久基本农田长
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垃圾山”，
面临撂荒境地，怎能不让人惋
惜、气愤？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把
垃圾堆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是

“加重情节”，将其肆意倒到废旧
厂区、角落等，也会产生“（降雨
后）废水就在没有任何疏导和净
化处理的情况下肆意横流”等问
题。故而，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何
要随意甚至违法违规倾倒垃圾？
换句话说，“垃圾山”出现在永久
基本农田等不该出现的地方是
表 ，其 背 后 的 垃 圾 处 理 难 题
是里。

湖南湘潭、江西萍乡在诸多
问题的处理上，较为相似，值得
深思。比如，2024年11月，就有媒
体报道永久基本农田被侵占问
题，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政府公
开表态，会立即落实整改措施，
然而，乡政府所谓的整改，只是
简单的覆土，建筑垃圾清运工作
并未开展；萍乡的“渣山”还是
2024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集中通报的典型案例之一，也是
以在“渣山”上盖层土为整改。专
家解释，盖土是为了“让卫星拍
不出来”，可即便此举能骗过卫
星，能骗过当地群众、相关部门
吗？所谓整改不过是遮盖，虚假
整改问题又该如何整改？群众向
媒体报料、新闻引发关注后再说
整改，是真的下定决心解决问题
还是会历史重演？

去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上海、江西、湖北等7省市
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建筑垃圾处
置工作存在明显短板，乱堆乱倒
问题时有发生，有的违法侵占基
本农田，有的长出“垃圾山”。通
报显示，多个省市建筑垃圾产量
极大，但年处理能力无法满足实
际需要，甚至有部分省市至今未
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
作规划，建筑垃圾管控不力。此
外，督察组指出，一些地方监管
责任落实不到位，有关部门管理
粗放，日常监管不力，致使建筑
垃圾违法倾倒问题多发，长期得
不到有效处置；一些地方对生态
文明建设认识不到位，建筑垃圾
等固体废物消纳处置存在明显
短板，环境风险隐患突出，萍乡

“渣山”典型案例中，主要问题里
的第一条便指出“消纳场所严重
不足”。

找准“垃圾山”顽疾的病灶，方
能从根本上祛除沉疴积弊。如今，
湘潭、萍乡都又一次表示会开展专
项整治，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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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生态环境部回应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高敬

“垃圾山”
整改怎么这么难

□维辰

6 月 5 日是世
界环境日。据介绍，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
将重点关注塑料污
染带来的影响，推
动全球形成“拒绝、
减少、再利用、回
收、反思”的塑料治
理共识。

来源：新华社

6月4日，在江苏省兴化市施耐庵小学，学生在展示环保主题绘画作品。
□新华社发（周社根摄）

6月4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苑幼儿园“环保时装秀”主题活动中，孩
子们身穿用树叶等材料制成的环保服装进行展示。 □新华社发（刘智峰摄）

6月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浮山路街道旭东社区，宣讲员为居民讲
解垃圾分类知识。 □新华社发（张鹰摄）

6月4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柏林庄学校开展的“美丽中国我先行”保护环
境主题活动中，学生们利用废弃物料制作“环保树”。 □新华社发（陈其保摄）

6月4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在云南省腾冲市西源街道盈水村湿地公园清理垃圾（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龚祖金摄）

6月4日，在山东潍坊高密市朝阳街道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利用废旧瓶子做
净水实验。 □新华社发（李海涛摄）

6月4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岔河小学，学生们操作用废品制作的科技
小作品。 □新华社发（李秀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