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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七批）

序
号

1

2

受理
编号

D3NM
202506
030006

D3NM
202506
030007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群众投诉反映：“乌海
市海勃湾区滨铁佳苑南侧
30米处，堆存600余吨建
筑垃圾，要求相关部门清
走”。

乌海市海勃湾区骆驼
山九丰村乌海市海勃湾夭
斯图煤矿开采作业时扬尘
严重，震动造成该村房屋
墙体开裂，地下水被污染。

行政
区域

乌海市
海勃湾
区

乌海市
海勃湾
区

问题
类型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群 众 身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建筑垃圾所在位置为宜化街与世纪大道交汇处北约200米处，鸿亿商务酒店北、滨铁佳苑南
侧，与滨铁佳苑房屋距离约50米，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收储土地，共有建筑垃圾约70—80吨。

经核查，举报人所反映的“乌海市海勃湾区骆驼山九丰村”应为“新华街道办事处幸福社区卡布其十
八公里三丰煤业大院”。乌海市海勃湾夭斯图煤矿位于三丰煤业大院东侧约600米处，为露天开采煤矿，
于2008年12月开始生产，因安全生产问题于2023年2月24日停产至今。

“乌海市海勃湾区骆驼山九丰村乌海市海勃湾夭斯图煤矿开采作业时扬尘严重，震动造成该村房屋
墙体开裂”问题部分属实。通过调阅2018年至2023年对该企业的监管资料，未发现该煤矿存在开采作
业扬尘污染问题，但曾因露天堆煤、移动机械产生的扬尘污染受到过5次行政处罚。三丰煤业大院一公
里内除海勃湾夭斯图煤矿外，还有2家企业，分别是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夭斯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
和内蒙古广纳煤业集团久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均为露天开采煤矿，已分别于2016年、2022年停产
至今。海勃湾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每半月对上述停产企业开展生态保护检查，自2025年6月4日起，连
续3天对夭斯图煤矿及其渣山、广纳煤矿、久丰煤矿进行现场检查，均未发现开采、生产作业迹象，也未发
现扬尘污染问题。三丰煤业大院现存房屋62户，分别于1998年、2003年、2006年建设，产权情况复杂。
目前常住居民房屋8户、22人，其余54户长期无人居住。8户常住户房屋屋顶形式为预制混凝土屋面板，
屋顶开裂处均为屋顶面板拼接处，无法确定开裂原因。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6月4日，海勃
湾区组织人员入户走访8户居民，并委托机构对房屋开展了房屋结构安全鉴定。

“地下水被污染”问题不属实。根据《2024年内蒙古乌海市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中地下水环境质
量状况显示，与上年相比，乌海市地下水环境质量两个考核点位的水质类别均保持稳定，未发现地下水被
污染情况。通过入户走访调查得知，三丰煤业大院内无饮用水源井，8户常住居民的饮用水主要通过购
买桶装水解决，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水罐拉运并储存在地下储水窖解决。居民反映的“地下水被污染”问题
实为地下储水窖损坏，因雨水冲淋造成水窖内储水污染。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清 理 建 筑 垃
圾 ，平 整 场
地。强化日常
监管，严防此
类问题再次发
生。

做好政策解释
和沟通工作。
采取措施保障
居民用水需求
和群众住房安
全。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5年6月6日，该地块建
筑垃圾已全部清理完毕，并平整
场地。下一步，将对该地块加装
围栏，对该地块实行封闭管理，
并安装摄像头，接入海勃湾区城
市管理系统。

1.对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完
成后，向居民及时反馈鉴定结
果，根据鉴定结果采取措施，保
障群众住房安全。

2.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定
期为三丰煤业大院居民拉运饮
用水及生活用水，对居民地下储
水窖破损情况开展排查，根据实
际破损情况并结合居民诉求，采
取修复完善破损水窖或其他措
施保证居民用水需求。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八批）

序
号

1

2

受理
编号

D3NM
202506
040030

X3NM
202506
04001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25 年 1 月有人在
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
渡口村四道泉五队西1公
里处防护林内，私自砍伐
88棵杨树进行售卖。

内蒙古乌海市天裕工
贸有限公司在煤矿技术改
造项目中，神华蒙西华宜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其拆
迁协议规定范围内。后来
天裕工贸违反拆迁协议，
不再对华宜煤业进行拆
迁。华宜煤业认为天裕工
贸涉嫌随意篡改拆迁协
议，骗取环评批复。

行政
区域

乌海市
海南区

乌海市
海南区

问题
类型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涉及利
益纠纷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该问题属实。举报人反映的被砍伐林木区域在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中为乔木林
地，林地权属为国有，树种包括速生杨、椿树、榆树。经问询四道泉五社村委会书记，该区域林木为
1978年大集体种植，2000年村集体分给个人用于农田防护林。被砍伐林木共计88株，其中21株为渡
口村村民方某某砍伐，据方某某供述，2025年1月份砍伐其农田周边病虫害枯死树木21株，以每株
100元的价格转卖宁夏；其余67株林木，经全面走访周边村民，尚未找到采伐主体、被采伐林木去向等
信息。

1.关于“内蒙古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在煤矿技术改造项目中，神华蒙西华宜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在其拆迁协议规定范围内”问题属实。

经核查，内蒙古乌海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裕工贸”）煤矿为井工煤矿，群众反映的煤
矿技术改造项目为该矿0.6Mt/a技术改造项目。神华蒙西华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宜煤
业”）厂区大部分区域位于天裕工贸煤矿技术改造项目井田面积范围内。根据天裕工贸《内蒙古乌海
市天裕工贸有限公司煤矿（0.6Mt/a）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华宜洗煤厂的环保举措为“对
该企业采取搬迁措施”，对洗煤厂家属区110户居民的环保举措为“对家属区采取搬迁措施，保证居民
不受影响”。2011年12月12日，华宜煤业与天裕工贸签订了《鄂托克旗华宜煤业有限公司洗煤厂及
职工宿舍建筑物搬迁协议》（以下简称《搬迁协议》）。

2.关于“后来天裕工贸违反拆迁协议，不再对华宜煤业进行拆迁”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华宜煤业与天裕工贸双方《搬迁协议》约定，“随着天裕煤矿开采区的延伸，洗煤厂及职工

宿舍区需要逐步搬迁，具体分步拆迁范围及时间由双方依据天裕煤矿开采需要安排实施”，并未明确
具体拆迁时间。经查，天裕工贸煤矿0.6Mt/a技术改造项目实际开采区域边界距离华宜煤业厂界最
近距离约50米，为该矿120902采煤工作面，已于2021年1月使用充填法开采完毕并进行了回填，未
对华宜煤业地下形成扰动。同时，煤矿井田范围与洗煤厂重叠区域为西来峰逆断层地质结构，不具备
煤炭资源开采条件，天裕工贸计划暂不对该井田重叠范围进行煤炭开采。因此，暂未对华宜煤业进行
拆迁，因《搬迁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拆迁时间，故不违反《搬迁协议》。

3.关于“华宜煤业认为天裕工贸涉嫌随意篡改拆迁协议，骗取环评批复”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天裕工贸有限公司《环评报告书》于2012年12月31日经原自治区环保厅审批通过（内环

审〔2012〕273号），批复文件指出“天裕煤矿技术改造将原生产能力为0.3Mt/a的炮采回采工艺提高到
0.6Mt/a的综合机械化采煤法，技改后矿区面积为2.4016km2”，同时要求“在项目开采前，对矿区内鄂
托克旗华宜煤业有限公司洗煤厂及选厂附近居住的110户、415人进行搬迁安置”。《搬迁协议》作为
《环评报告书》审批要件之一，与双方签订协议原件一致，未出现篡改。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对滥伐林木
行为依法依
规处罚到位，
区域被砍伐
林木补植到
位。

扎实做好群
众解释工作。

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方某某砍伐的21株林木，
市自然资源局海南分局已出具核查报
告，正在依法依规立案查处，并责令其
在适宜季节补植林木。

2.针对其余67株林木，由公安、
自然资源部门继续开展追查工作，如
找到违法主体，将依法给予惩处；如无
法找到责任主体，由海南区巴音陶亥
镇在适宜季节补植林木。

加大天裕工贸采掘推进情况关注
力度，做好日常监管监测，如对地上建
筑物产生影响时，确保及时协调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履行拆迁补偿协议。

是否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李教授，我家葡萄叶子又出现黄
斑了！”“老郭，你上次教的剪枝方法真
管用！”近日，在海勃湾区中河源社区，
市科协的“科技助农直通车”刚停稳，内
蒙古农业大学教授李正男和“田秀才”
郭永胜就被农户们团团围住。车身上

“科技为民 服务三农”的红色标语，在
晨光中格外醒目。

这一生动场景，正是市科协创新打
造的“名专家+田秀才”农技服务模式
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针对农业科技推
广“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市科协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引进高端专家与
培育本土人才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科技

助农的新路子。
“科协就像一座四通八达的桥梁，

一头连着高校的高端人才，一头接着田
间地头的村民朋友。”市科协副主席赵
涛介绍说。

市科协通过“三向发力”构建立体
化服务体系：向上对接自治区科协和农
业高校，引进知名专家建立智库；横向
联动科技小院，形成“专家带骨干、骨干
带农户”的传帮带链条；向下培育本土
人才，打造“科技小院+专家+乡土人
才+示范户”的服务网络。目前，依托
三区科技小院，全市已实现农区、涉农
社区技术指导全覆盖，累计开展“点单
式”服务近百次。

6月7日，在乌海市龙腾西北生态
农场设施桃棚中，一场“理论+实操”的
沉浸式培训正热火朝天进行中。“除了
品种特性之外，冬季修剪过重，大水漫

灌，单一用肥使树体生长过旺等都是
坐果率不高的原因。”“田秀才”种桃能
手高春手持修枝钳边示范边讲解，从
花期调控到水肥配比，将十余年经验
倾囊相授。

果农们紧跟他的脚步，不时问出
实际问题：“高师傅，春季抹芽具体怎
么操作？”“大棚里的桃树控制在多高
比较合适？”

记者注意到，这种“田间课堂”的教
学方式，让农户们看得明白、学得透彻，
效果立竿见影。

“多亏了市科协的牵线搭桥，通
过跟随山东寿光‘桃王’刘成德师傅
和内蒙古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学习，让
我系统学习了温室油桃种植技术。”
高春说。今年，他引进的麻点黄心红
油桃成为乌达区爆款单品，通过温室
调控技术提前两个月上市，价格一路

飙升。
数字见证服务成效：2024年，市科

协通过“线上课堂+田间学校”模式开
展培训110场，推广新品种新技术21
项，培养出像高春这样的本土技术骨干
12人。更可喜的是，在“名专家”和“田
秀才”共同努力下，推广的葡萄促早丰
产的栽培方法，让葡萄挂果周期缩短
30%；推广的草莓微生物菌肥利用技
术，让草莓移栽成活率同比提高15%，
售价提高10%。

“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科
技。有市科协牵线搭桥，有专家指导帮
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培训现
场，种植户马建军的话引起共鸣。

“科技服务永远在路上。”赵涛充满
信心地说，“我们要让科技创新的红利
惠及更多农户，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劲
的动力。”

“名专家”牵手“田秀才”
——市科协探索农技服务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超

记 者走基层

本报讯 （记者崔建敏）6月10日，
由海勃湾区中医医院牵头实施的紧密
型城市医疗集团“共享智慧药房”正式
投入运营。这是海勃湾区中医医院紧
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在专家下沉、检验
检查结果互认、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
上的又一项创新实践举措，标志着海
勃湾区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切实解决
群众“看病难、用药难”问题上又迈出
了坚实一步。

海勃湾区中医医院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以海勃湾区中医医院为核心，
整合海勃湾区人民医院、千里山镇中
心卫生院以及6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等成员单位，构建起了完善的三级医
疗服务网络。此次共享智慧药房的建
设，是以海勃湾区中医医院药房为核
心枢纽，依托慢性病、常见病药品下沉
机制及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打通集
团内药品流通壁垒，首次实现1700余

种全药品目录跨医疗机构的开放共享
与高效调配。这意味着，在政策框架
范围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的用
药需求。

此次首批接入“共享智慧药房”的
新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凤凰岭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海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滨河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千里山镇
中心卫生院已完成全流程调试，即日
起正式投入使用。患者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可直接开具慢性病、常见病等
多品类药品，或可通过线上服务直接
配送到家，药品从出库到送达患者，全
程信息可追溯，保障用药安全。这一
模式不仅将优质药事服务延伸至“最
后一公里”，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医疗服
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更通过标准化
管理提升基层用药同质化水平，真正
实现了集团内医疗资源的共享发展。

海勃湾区中医医院
“共享智慧药房”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