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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议事厅’作为
一项机制创新，具有理念新、流
程优、效果好三大特点。”奉化
区改革办副主任李龙潮评价。

尤其是从原来“群众投诉、
政府处理、企业受罚”，简单粗
暴“伸拳头”转变为如今“群众
建议、部门提议、社会审议、政
府决议”，兼顾各方“弹钢琴”，
收效显著。

在李龙潮看来，这一转变
的根本动力来自基层环保部门
对自身职能的重新审视和对高
质量发展理念的落实。

“生态环境议事厅”作为一
个成功的改革项目，具有推广
价值，尤其是为“破解执法领域
的难点、痛点提供借鉴作用，使
得执法更有力、更有效、更有信
服力。”李龙潮说。

也正因此，该项目成功入
选“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
题实践活动十佳公众参与案
例，这也是浙江省唯一入选的
案例。

目前，该项目已经在全市
环保部门推广。

“在‘生态环境议事厅’的
基础上，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六
个一’服务，有效实现监管和服

务并重。”邬仕军说。
所谓“六个一”包括“一厅”

（生态环境议事厅）、“一日”（确
定每周四为企业服务日）、“一
课”（每月举行一期环保知识大
课堂）、“一信”（为企业发送“一
企一信”）、“一市”（搭建环评集
市）以及“一组”（“1+X”环境监
管模式，“1”指奉化生态环境分
局，“X”指全区 15 个协会自查
自纠服务小组）。

其中“一日”举措，已经全
面完成首轮43家拟上市企业
的入企服务，形成专家意见43
份，提出建议和方案210多条，
得到有效整改178条。

每月一期的“环保知识大
课堂”已经开展近20期，累计
培训人数超过3000人。

已经举行了4期的“环评
集市”更是吸引了近300家企
业参与，其中有近60家企业现
场签订初步合作协议，个别“抱
团”行业企业环评费用下降近6
成。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
入挖掘、探索，争取在2020年
出台标准化、制度化的基层环
境质量管理的方案”邬仕军说。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吴小玲

有效实现监管与服务并重，吸引1400余家企业参与议事

奉化“生态环境议事厅”破解执法痛点
“我们希望大家的争论能够更激烈一些，这样才能暴露问题、

解决问题，倒逼我们执法能力、服务能力的提升。”上月 18日下
午，第15期“生态环境议事厅”结束后，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
局（以下简称“奉化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邬仕军说。

从最初的“一厅”搭建政府、企业、群众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
理的平台，到如今“六个一”服务，有效实现监管与服务并重。在
过去的两年多里，奉化“生态环境议事厅”一直走在机制创新的道
路上。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生态环境部、中国文明办“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十佳公众参与案例，“生态环境议事厅”为
长期以来存在的执法领域“伸拳头”的痛点提供了破解之道。

带着“地气”的建议出炉

第15期“生态环境议事厅”的主
题是“优化秸秆利用，享我蓝天白
云”。

每年秋冬季是奉化秸秆焚烧高
发期，也是群众投诉最集中的时间
段。这期“生态环境议事厅”的举行，
不仅“接地气”，而且很及时。

从种植户到收购企业，从志愿者
到环保、城管、农林等相关部门，还有
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做得比较好的
街道、村民代表……前来参与议事的
人数之多，出人意料。

从所处行业出发，各方代表分别
就“秸秆如何处理以及综合利用”“秸
秆焚烧劝导中存在的难点”等备受关
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需要专业打捆队伍。”“购买打

捆机能否有补贴？”“升级收割机，增
加粉碎功能。”“寻找堆放场地。”议事
过程持续两个小时，一条条建议冒着

“热气”、带着“地气”出炉。
按照“生态环境议事厅”流程，形

成的结果将备案建档，其中切实可行
的举措将在今后推广落实。

记者在现场留意到，整个议事过
程在“掌上奉化”APP同步直播。这
也是“生态环境议事厅”创立以来的
又一创新举措，拓宽了议事厅的受众
面，方便更多群体参与。

“生态环境议事厅设置的议题
都很接地气，和民生密切相关，我们
作为普通老百姓看了获得感满满。”
参与这次活动的村民代表竺先生
说。

15期议事厅背后的“规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环保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
像是“猫和老鼠”。一提起环保
部门，很多企业就会不由自主
想到执法、整治。

许多小微企业尽管接受了
处罚，却不知接下来该如何提
升环保设备；一些企业有意识
办环评手续，却不知该如何办
理……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一
直以来困扰着基层环保部门。

“‘生态环境议事厅’的举
办，就是想让大家畅所欲言，为
探索解决‘民之所想，民之所
急’提供一个平台。”邬仕军说。

2017 年至今，“生态环境
议事厅”已开展了15期，吸引
超过 1400 家企业参与议事。
据不完全统计，有近千家企业

进行了自查自纠，395家企业投
入设施进行整改提升。

15期“生态环境议事厅”顺
利举行的背后，离不开那句老话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推进，体制机制建设
往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作
用。

“生态环境议事厅”推出伊
始，奉化生态环境分局就细化制
定了《可行性议题主题列表》，将
六大类22个议事主题纳入可行
性议事范畴，就“议什么”作出明
确规定。

每一期议事厅结束后，都
会形成一整套议事档案。“强化
了议事结果的有效应用，为今
后解决同类型问题提供参考依
据。”邬仕军说。

第15期生态环境议事厅现场。

争取出台基层环境质量管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