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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消息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
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是一项重大改
革举措。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作
出全面规范，进一步夯实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制度基础，更好发挥督察利剑
作用。

“《条例》系统总结新时代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
步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体制机
制，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
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深入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局局长徐必
久表示。

推动督察制度建设更加完善
形成治理闭环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安排，
2015 年 12 月以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已完成两轮全覆盖，第三轮完成 3
个批次督察任务。督察累计受理转办
的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 34 万多件，
绝大多数已办结或阶段性办结，坚决
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
件、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创造性建立起系统完整的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推动压实各
级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副院长万军表示，在系统总结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基
础上，制定出台《条例》，将推动督察制
度建设更加深化完善，为督察工作深
入开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包括督察
准备、督察进驻、督察报告、督察反馈
等程序环节，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

实践举措，有效推动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有关单位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
落实。

《条例》从组织领导和机构职责、
督察对象和内容、工作程序和方式、督
察整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形成从

“问题发现”“压力传导”“督察整改”
“成果运用”到“主动履责”的治理闭
环。

《条例》明确提出，实行中央和省
级两级督察制度，设立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
调、指导督促督察工作，组建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开展督察。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既
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对象，
也是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督察工作的
主体，对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党委和政
府、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省级政府
有关部门、有关省属企业等组织开展督
察。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容上
更加聚焦区域、地域特征，是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的延伸和补充。

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
明确精准、科学、依法督察的原则和要求

督察始终奔着问题去，奔着责任
去，持续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推
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督察有力推
动下，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生态破坏、陕西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
建别墅、青海木里矿区非法开采、云南
昆明滇池长腰山违规违建等问题基本
解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局副
局长、一级巡视员温英民介绍，《条例》
将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这一基本方针
贯穿全文。比如，在《条例》第一章总
则中，把“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利剑作用，坚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写入总体要求，将“坚持问题导向和严
的基调，敢于动真碰硬”列入督察基本
原则。

督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
群众身边看似不起眼却事关切身利益
的“小问题”，作为督察关注的“大事
情”。

《条例》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作为
督察主要内容。督察进驻期间，受理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访举
报，并将整改情况抽查回访作为督察
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举报受理、转办、核查、督办、回访
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公开，回应社会
关切，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为确保督察结果经得起历史和实
践检验，督察从制度设立之初就立足
于精准、科学、依法这一基本要求，注
重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法治引领。

《条例》进一步细化明确精准、科
学、依法督察的原则和要求，确保督察
利剑精准发力，推动标本兼治。比如，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坚持依规依法，做
到精准科学、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
在第四章“工作程序和方式”中，不断
优化完善工作要求，从多个方面保障
督察结果客观公正准确。

牵住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督察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思考、谋划和推进工作，促进经济社会
发 展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助 推 高 质 量 发
展。督察先后公开曝光 323 个典型案
例，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督察成效
不断显现，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得到解决。截至 2024 年底，第一轮督
察及“回头看”整改方案明确的 3294 项
任务，已完成 3250 项，完成率超 98%；
第二轮督察整改方案明确的 2164 项任
务，已完成 1822 项，完成率超 84%。第
三轮前三批督察整改正在扎实推进。
先后 6 年拍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
示片、3 年拍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
片，披露 1262 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已

完成整改 1170 个，完成率超 92%，带动
地方自查发现并解决一大批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

《条例》第三章“督察对象和内容”
中，明确要求把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
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情况作为督察首
要任务。

《条例》同时明确了例行督察和
“回头看”、专项督察、生态环境警示片
等形式，针对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生
态环境保护要求落实情况，结合例行
督 察 ，统 筹 推 进 流 域 督 察 和 省 域 督
察。对督察发现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形成典型案例并公开发布。

督察整改和成果运用作为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的重要环节，是检验督察
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督察始终以鲜
明的态度、坚决的措施紧盯问题整改。

温英民介绍，《条例》设立督察整
改专章，规范整改责任主体、推进落
实、整改情况报告、调度督促等方面内
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有关工作机构对督察整
改任务实施清单化管理，定期组织调
度和盯办抽查，推动真正把问题整改
到位。

为切实深化督察成果运用，《条
例》设立专章规范督察成果运用。《条
例》明确，将督察结果和督察整改工作
有关情况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
导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
督、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

“学习贯彻《条例》是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徐必久表
示，要牢牢牵住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督察相关法
规制度体系，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中国。

（据《人民日报》）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印发

夯实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基础

权威发布

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意见印发
指导重型货车落实合规达标排放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
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机动车环境监
管的意见》，通过改进和优化机动车环境监
管长效机制，推动解决机动车领域环境污
染和弄虚作假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助力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意见按照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方针，围绕机动车排放领域突出问题，重
点加强重型货车和机动车排放检验维修机
构监管，严厉打击超标排放和弄虚作假问
题。围绕货车排放责任链条，落实生产者、
所有者、使用者和服务者责任，通过推动生
产厂家、运输公司、用车大户、检验维修机
构等单位依法履行环保要求，共同营造机
动车守法良好氛围。

意见共包括五方面具体举措：一是指

导重型货车落实合规达标排放要求。通过
路检路查、入户抽查、遥感监测等方式，加
强重型货车污染排放监管。二是强化机动
车排放与检验维护治理。严格检验机构准
入、日常运行和退出管理，规范维修机构维
护治理行为，加强检验与维护闭环管理。
三是推进机动车排放源头管理。指导新车
生产企业完善数据防篡改功能设计。对因
设计生产缺陷造成污染排放车辆及时召
回。利用补贴手段推动老旧车辆报废更
新。四是强化数据共享和协同联动。推进
各部门各层级数据互通和信息共享，建立
健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五是提升数智化
监管能力水平。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科技手
段，精准识别违法线索。配强监管队伍和
科技设备。

（据《人民日报》）

新政一览

5 月 12 日，教育部基础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指南（2025年版）》和《中小学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2025年版）》，旨在科学规范
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进一步落实培养具有人工智
能素养的创新人才的重要举
措，为全球教育领域应对技
术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
教育指南（2025 年版）》旨在
构建一套科学完备的人工
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该体系
以素养培育为核心，通过螺
旋式课程设计实现从认知

启蒙到创新实践的素养发
展：小学阶段注重兴趣培养
与基础认知，初中阶段强化
技术原理与基础应用，高中
阶段注重系统思维与创新
实践。

《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
能使用指南（2025 年版）》紧
密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中小学教育中的应用场景，
明确各学段使用规范，确保
技术安全、合理、有效地辅
助教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学
习、推动教育管理智能化，
同时严守数据安全、伦理道
德底线。

（据新华社报道）

教育部发布两项指南
助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