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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史上最严、“长了牙齿”的新环保法自 2015
年1月1日开始实施，即将满十周年。在生态环境部24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赵群英
以一系列数据，详细介绍了以生态环境执法推动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相关情况。

下降66%和79%：
生态环境处罚案件呈下降趋势

赵群英说，十年来，生态环境部门充分利用新环保
法的五个配套办法，查办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
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和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等五类案
件共计 19万多件，查办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129.5万件，
罚款金额总计860.2亿元。

2018年以来，随着新环保法的深入实施，全社会环
境守法意识显著提升，企业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生
态环境处罚案件呈现下降趋势，2023 年共办理处罚案
件 8 万余件，上述五类案件 8300 件，较最高峰时期的
2017年分别下降66%和79%。

他说：“通过执法坚决遏制生态环境违法高发态
势。”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创新优化生态环境
执法新模式。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智慧监管、数智
执法，提高发现问题能力，精准打击违法行为。科学配
置执法资源，强化分类差异化监管执法。另一方面，不
断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持续规范裁量权行使，提升执法
质量，维护执法权威和公信力。加强守法服务，强化正
向引导，提高企业自觉守法的内生动力。

48万个问题：
精准科学开展大气监督帮扶

赵群英说，今年以来，全国空气质量总体呈改善态
势，但受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出现反弹。
生态环境部精准科学开展大气监督帮扶，组织开展 11
轮次现场监督帮扶和 14轮次远程指导帮扶，经技术单
位测算，可推动污染减排20.4万吨。

他介绍，当前大气监督帮扶组织实施更科学，科学
确定重点时段和区位，科学调配力量；工作内容更聚
焦，重点抓住重污染天气应对和严控移动源污染排放；
帮扶对象更精准，筛选确定重点行业企业和产业集群，
精准识别问题线索；问题处置更加突出差异化，对于空
气质量反弹明显、环境问题突出的城市，对于重污染期
间顶风作案的违法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于一
般性问题，鼓励地方运用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措施，
指导企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2017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门共组织投入 11.5 万人
次，累计检查点位 229万个，帮助地方发现并推动整改
问题 48万个，成为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
一招。

查处1968家：
对监测数据造假“零容忍”

赵群英介绍，在污染源监测方面，排污单位委托第
三方监测机构开展的监测活动中，弄虚作假现象较为
突出。生态环境部对监测数据造假保持“零容忍”的态
度，坚决予以打击。

自 2022年 10月以来，生态环境部联合几部门开展
专项整治，共查处 1968家弄虚作假第三方环境监测机
构，移送刑事案件 167 起，公开曝光 62 个典型案例，起
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为从根源上解决监测数据造假问题，生态环境部
将加强部门联动，并通过应用视频监控、北斗定位、数
据和参数直联直采等技术，强化技术防控，实现“现场
可视、设备可溯、监测可控、样品轨迹可追”。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配合相关部门加快推进《生态
环境监测条例》制定工作，推动赋予生态环境部门打假
处罚权限，进一步压实排污单位数据质量主体责任，确
保数据真实准确，同时提高违法成本。

减排50万吨：
专项整治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

机动车特别是重型货车尾气治理，已经成为大气
污染治理的重要方面。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
构，主要包括机动车检验机构和维修机构，是重型货车
环保达标监管的重要环节。

赵群英介绍，今年 9月起，生态环境部等部门针对
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目前，有650家机构被采取断网等惩戒措施，580家
被取消资质资格，110家性质恶劣的机构相关责任人被
追究刑事责任。

他介绍，这次专项整治有效遏制了弄虚作假、超标
排放等问题频发势头：不合格车辆维修量上升，根据交
通部门的调度数据，11月机动车环保维修增长，15.1万
辆次不合格重型货车通过环保维修实现尾气治理达
标。重型货车问题比例下降，抽查显示，重点地区重型
货车问题比例明显下降，比今年上半年问题率下降超
过 30个百分点。污染物实现有效减排，经过技术单位
评估，专项整治实现氮氧化物减排量约50万吨。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新环保法实施十年生态环境执法成效如何？
新华社记者高敬

顺德大桥横跨容桂水道，连接顺德容桂与大良两个街道（12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当日，由中交路建承建
的顺德大桥顺利合龙。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顺德大桥是主跨626米的超大跨径钢混组合索塔斜拉桥，索塔
采用变截面H型塔柱，塔高分别为204米、151米。大桥建成后将有效打通顺德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
的内部区域道路瓶颈。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赵文君）市场监
管总局24日组织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罚
没物资全国统一销毁活动，全国共销毁“特供酒”13.2
万瓶，包材9.2万件（套），销毁采取绿色环保、无害化
方式进行。

一瓶售价高达上千元的“战友纪念酒”，竟用散
装白酒灌装而成；带“军”字号的“特供酒”竟是酒精、
香精加色素勾兑而成，成本仅 3元……近年来，一些
不法生产经营者制售所谓“特供”“专供”“内供”党政
机关和军队的酒品，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破坏市场公
平竞争秩序，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形象。

据介绍，从今年 3 月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
期一年的“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对酒类生产销售环节，以包材库房、成品库房、销售
场所等为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餐饮服务环
节，以酒水单、仓库、结算单等为重点，开展深入排
查；以网络交易平台、拍卖平台、广告发布媒介等为
重点，对网络商品交易及互联网广告信息开展全
面监测排查。

截至目前，专项行动线下检查发现涉嫌违法线
索1715条，网络交易监测发现涉嫌违法线索795条，
广告监测发现涉嫌违法线索477条，督促平台删除违
规商品信息1796条，督促平台删除违法广告、宣传信
息855条，关停店铺84家，关闭账号175个。

针对非法制售“特供酒”，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
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切实提升白酒生产、
销售、印刷、包装及电商等行业从业人员守法意
识。同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跨部门联合打击，形
成整治合力。

13.2万瓶！
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统一销毁“特供酒”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戴小河）23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提高审评审批质效，
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批上市等深化药品和器
械审评审批的系列改革举措。

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全过程改革，打造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
国迈进。加大对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创新的支持，发挥
标准引领作用，积极推广使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提
高审评审批质效，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批上
市，对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减免临
床试验……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深化药品和器械的审评
审批部署了系列改革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全过程改
革旨在营造出一个有助于创新的良好政策环境。这里
强调的“全过程”，意味着从研发、生产、流通到使用等

各个环节都将涉及相应改革，力求构建起完整且利于
创新发展的链条，最终助力我国在制药领域从规模上
的“大国”状态向具备核心竞争力、高水平工艺的“强
国”状态转变，提升在全球制药产业格局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举措中提到“提高审评审批质
效”，这主要聚焦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前的关键
环节，减少不必要的流程冗余、优化审评审批流程，给
予审评资源倾斜，有助于缩短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时
间周期，让那些有临床价值的成果能更快地推向市场
造福患者。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系列改革举措从多个维度入
手，对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进行优化完善，总体上
是为了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提高医疗产品供给质量和效
率，保障人民群众能及时用上先进、有效的药品和医疗
器械。同时增强我国医药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推动
整个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向着制药强国稳步迈进。

提高审评审批质效

加快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上市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任沁沁）记者 24
日从公安部获悉，今年 11 月以来，全国已发生 1200
余起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 110余人死亡，
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大事故12起。公安交管部门将
持续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岁末年初，年会聚会增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更
加突出。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为了生命
安全、家庭幸福，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切莫心存侥幸。

岁末酒驾醉驾风险突出
公安部将持续严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