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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六苏木镇拉贵
沟大队北面黄花
山 非 法 开 采 砂
石，持续十年左
右，破坏生态，开
采时噪声污染。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
旗东八号乡五营子
村，2012年举报人
承包村周围村集体
荒山荒坡和耕地进
行新农村建设及生
态环境流域改造治
理和荒山荒坡治理
等 项 目 ，建 设 了
18000亩林地、治理
了 13 道 沟 梁 。
1.2010开始举报人
每年向村民发放禁
牧补贴，但2012年
至2015年被村民放
牧破坏3000亩林地
上的30万株树木。
2.2015年四子王旗
水务局通过伪造假
手续将举报人项目
补贴资金领取。3.
旗政府通过挖鱼鳞
坑（水平沟）和种植
树木套取国家专项
补贴资金 20 亿左
右，种植树木无人管
理全部死亡。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
蛮汉镇小红进沟村
菜园大队，自 2018
年起有村民破坏该
村西侧、东侧、北侧
共计 1000 亩林地
并对外承包耕种。
举 报 人 称 共 计
1000 亩 林 地 被 破
坏，要求核实破坏
情况，对破坏林地
进行恢复。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
右翼前旗察哈尔工
业园区内蒙古方宝
华地产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建筑相关材
料，环评批复锅炉
燃料使用生物质颗
粒，但在实际生产
中使用燃煤，用生
物质颗粒规避检
查，生产过程中有
刺鼻性异味，在厂
区内非法储存沥
青。

1.蒙古风情园垃圾
设施均为摆设，该风
情园持续六、七年将
生活垃圾倾倒至十
股地村北侧的草原
上，在风情园南侧安
装了一个管道，将
大量的生活污水排
放于十股地村北侧
的草原上。2.蒙古
风情园存在违建无
建设用地手续，举
报人认为只有13.54
亩是有手续的。

行政
区域

乌
兰
察
布
市
凉
城
县

乌
兰
察
布
市
四
子
王
旗

乌
兰
察
布
市
凉
城
县

乌
兰
察
布
市
察
哈
尔
右
翼
前
旗

乌
兰
察
布
市
卓
资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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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拉贵沟大队北面黄花山非法开采砂石，持续十年左右”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2012年以前该区域存在民采现象，2012年乌兰察布市原国土资源局为规范矿山开采，对该区域依法拍卖，设置了凉

城县黄花山普通建筑用玄武岩东矿，凉城县万顺石料经销有限公司以12万元竞得，矿区面积0.1027平方公里（154.05亩）。2012年至
2019年，矿业权人持续办理采矿许可证需要的要件材料（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环评报告、安评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与土地复垦方案等），期间未进行开采。2020年5月18日，要件齐全后凉城县万顺石料经销有限公司首次办理了采矿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号C1509002020057150149869，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建设规模3万立方米/年（小型矿山），保有资源量62650立方米。2022年5月
18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共经过2次延续，有效期至2026年5月18日。凉城县万顺石料经销有限公司分别于2021年、2022年、2023年
进行过间断性开采，年度储量核实报告显示：2021年开采4376立方米、2022年开采19478立方米、2023年开采2453立方米，实际生产
能力均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该矿山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但存在破坏林草地行为，2024年8月停产至今。

2.关于“破坏生态”问题属实。
经核查，矿区内涉及破坏林草地11.79亩，其中：林地9.81亩、草地1.98亩。
3.关于“开采时噪声污染”问题部分属实。
矿山开采期间，一直未接到群众关于该企业“噪声污染”相关投诉问题，未发现开采时噪声污染。2025年6月16日，随机对

附近村庄庙卜村、小西滩村11名村民开展噪声污染调查了解，村民反映“开采期间白天有机械声音，但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
2025年6月16日，凉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对万顺经销有限公司厂界及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现场监测，共设置8个监测点位。一是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4个，分别位于万顺经销有限公司的西北（距离庙卜村329m，距离小西滩村456m）、东北（距离庙卜村502m，距
离小西滩村486m）、西南（距离庙卜村439m，距离小西滩村580m）、西北厂界外1m处（距离庙卜村996m，距离小西滩村1163m）。
二是由于附近200m范围内无居民点等敏感区，在离厂最近的两个村庄设4个监测点位，分别位于离万顺经销有限公司近厂点位
庙卜子村村东和远厂点位庙卜子村村西，离万顺经销有限公司近厂点位小西滩村西南和远厂点位小西滩村东北。

该厂4个厂界点位现场噪声测量值昼间处于40-46dB之间，夜间30-40dB之间，根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二类功能区昼间和夜间环境噪声排放限值为60dB和50dB，4个厂界点位均不超二类功能区限值。4个居民监测点
位昼间噪声测量值处于40-45dB之间，夜间处于29-45dB之间，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一类功能区昼间和夜间环境
噪声排放限值为55dB和45dB，4个居民点位均不超一类功能区限值。目前8个监测点位昼间、夜间噪声均达标，无超标现象。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不属实。
1.关于“2010开始举报人每年向村民发放禁牧补贴，但2012年至2015年被村民放牧破坏3000亩林地上的30万株树木”问

题不属实。
经核实，2012年东八号乡栽生沟村委会五营子、三营子自然村（甲方）与内蒙古中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乙方）签订承包协

议，举报人杨某某时任内蒙古中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乙方协定承包甲方村内荒山、荒坡总面积2.1万亩。承包期限为叁
拾年，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42年1月1日止（在国家二轮土地承包结束时，随着国家土地承包政策的变更而调整）。协议书
中议定乙方在其所开发利用的范围内进行植树造林，并实行全面禁牧。同时，乙方为村民分类发放生活补助费、土地承包费，
2012年至2020年乙方按照承包协议给甲方村民共发放了生活补助费、土地承包费、工资，2021年乙方因资金短缺中断发放。
双方承包协议中未签订乙方为甲方村民发放禁牧补贴的相关内容，经与甲方村委会、村民核实，乙方也未发放过禁牧补贴。因
此投诉人反映的“2010开始举报人每年向村民发放禁牧补贴”问题不属实。

2012年开始，乙方在所承包荒山、荒坡植树造林约1.2万亩松树，同时进行围封管护。2012年到2015年期间乙方委派专人
对围封的种树项目区实行严格禁牧管护；同时东八号乡禁牧工作队与旗森林公安局对项目区进行常态化巡查，对违规偷牧人
员进行依法处罚。项目区禁牧管护工作扎实，不存在2012年至2015年被村民放牧破坏3000亩林地上的30万株树木情况。

2.关于“2015年四子王旗水务局通过伪造假手续将举报人项目补贴资金领取”问题不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2015年实施项目实际是2013年、2014年四子王旗水利局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水土保持治理项目。项目计

划投资250万元，中标单位为内蒙古兴禹水利工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完成工程建设资金166.98万元。其中，在五营子村
建设小流域水保治理面积6000亩（鱼鳞坑整地造林3622亩），工程建设资金85.18万元，工程于2015年8月12日通过自治区水
利厅验收，建设资金已足额拨付给中标单位内蒙古兴禹水利工程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度京津风沙源水土保持治理项目计划投资880万元，中标公司为内蒙古禹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实际完成工程建设
资金602.07万元。其中，三营子小流域水保治理面积11310亩（鱼鳞坑、水平沟整地造林6210亩），工程建设资金241.38万元，工程于
2016年9月22日通过自治区水利厅验收，建设资金已拨付给中标单位内蒙古禹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上述两个年度京津风沙源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小流域治理项目中，五营子小流域和三营子小流域工程建设资金326.56万元。
京津风沙源水土保持治理工程为一次性投资项目，没有项目补贴资金，旗水利局不存在领取投诉人项目补贴资金的问题。
3.关于“旗政府通过挖鱼鳞坑（水平沟）和种植树木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20亿左右，种植树木无人管理全部死亡”问题不属实。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挖鱼鳞坑（水平沟）和种植树木属上述2013年、2014年京津风沙源水土保持治理项目的建设内容，

不存在套取国家专项补贴资金问题。经核查，两个项目建成验收后树木成活率达到了验收标准，验收合格。后因承包方管护
抚育不到位，再加上干旱少雨，导致部分树木的成活率下降，不存在全部死亡问题。

2025年6月15日，凉城县蛮汉镇政府及时与投诉人沟通，经菜园村“两委”成员、小红进沟村护林员、部分村民等实地指认，
对投诉人指认的小红进沟村东侧、西侧、北侧，及北滩（中澜公司承包）和村北（村民孙四墙东）12块涉嫌毁林开垦土地情况进行
核实。

经实地勘测，12块土地实际面积共计1038.1亩，结合投诉人反馈的问题及地块经营年份，套合林保图显示（1-10号地块套
合2015年林保图，11-12号地块套合2007年林业二类调查）涉及毁坏林地60.13亩。其中6号地块涉及毁林5.34亩；11号地块
涉及毁林11.73亩；12号地块不涉及毁林开垦；其余9块土地共涉及毁林43.06亩（部分地块涉及多人开垦）。

1038.1亩耕地已确权48.46亩，未确权989.64亩。未确权的989.64亩耕地中，110.49亩为零散耕地（涉及毁林的60.13亩），
其余的879.15亩承包到户的耕地，2014年由小红进沟村委会统一将该地块流转给河南中澜公司承包耕种。2018年土地确权
时，因中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将耕地整合为大块地进行规模耕种，村民原承包地之间地界无法辨认，经村民集体研究决定该地
块暂不确权，待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进行确权。

通过套合2022年三区三线中纳入耕地保护目标范围图显示，涉及毁林60.13亩土地中纳入耕地保护目标范围的有24亩。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
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3〕32号）文件精神，“三调为耕地，实际属于国发明电〔1998〕8号印发以
后将林地（湿地、草地）开垦为耕地的，已划入耕地保护红线的，按照耕地管理”之规定，上述已纳入耕地保护红线的24亩按耕
地管理，由村委会收回统一管理。

综上，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林地被破坏属实，涉及毁坏林地60.13亩，但是1000亩林地被破坏不属实。

1.关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工业园区内蒙古方宝华地产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建筑相关材料”的问题不属实。
经实地核查，“内蒙古方宝华地产有限公司”实际为内蒙古方宝华地毯有限公司，位于察哈尔右翼前旗京蒙合作产业园区

东片区，主要产品为机织地毯，并非举报人反映的“生产建筑相关材料”。
2.关于“环评批复锅炉燃料使用生物质颗粒但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燃煤，用生物质颗粒规避检查”的问题部分属实。
该公司《年产200万平方米机织地毯及3万平方米手工枪刺地毯项目》环评报告表，批复为1台1蒸吨燃煤锅炉，燃料为煤炭。

该公司2010年5月取得环评批复（乌环表〔2010〕6号）后，于2012年开始建设，陆续建成车间框架及1台1蒸吨燃煤锅炉，建设期间
使用煤炭燃料用于办公区供热。项目2018年建成后，因市场原因，未正式投产运行，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文件对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提出要求：“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
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该企业将环评批复的1台1蒸吨燃煤锅炉改建为1台1蒸吨
生物质锅炉，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由燃煤锅炉变更为生物质锅炉不属于重大变更，不需要重新报批环评
手续。2024年6月，企业启动生产，2025年1月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验收内容包括改建的生物质锅炉）。2025年6月
14日，接到举报后，经调查组现场核查，该企业的燃料锅炉为生物质锅炉，未发现燃煤问题，同时，查阅了该公司生物质颗粒进货
凭证，2024年5月至2025年6月12日，该公司共采购生物质燃料180.51吨，全部自用。根据现场核查和历史进货凭证，结合问询企
业负责人及锅炉操作工，均证实改建生物质锅炉后未烧过煤炭，仅在2018年锅炉变更前烧过煤炭。

3.关于投诉人反映的“生产过程中有刺鼻性异味，在厂区内非法储存沥青”的问题属实。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问题，2025年6月9日，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察右前旗分局在日常排查中也发现了该问题，该企业在原有的

三条生产线基础上（针织簇绒生产线2条，生产过程不产生异味，地毯乳胶覆底生产线1条，建有一套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由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无异味产生），于2024年12月在原有封闭式厂房内擅自建设1条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及
配套2座17吨封闭式沥青储存罐，建成后开始调试设备，未正式开始生产（该企业由于新建设备性能不佳，计划拆除此设备，重新报
审，重建此生产线）。上述生产线用于地毯沥青覆底生产，但该生产线未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接到举报后，6月14日现场核查，该企业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及配套的2座沥青
存储罐建有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现场未生产运行，现场发现因下料口上方集气罩未全部覆盖沥青下料
口，会导致调试运行期间部分废气收集不彻底，热熔后的沥青下料时会产生异味；经核查，封闭式厂房内的2座沥青存储罐内存放4吨
10#建筑石油沥青原料，原料不属于危险废物及危险化学品，但由于该企业新建1条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及配套2座17吨封闭式沥青
储存罐项目属于未批先建，研判认定信访人反映的“生产过程中有刺鼻性异味，在厂区内非法储存沥青”内容属实。

1.关于“蒙古风情园垃圾设施均为摆设，该风情园持续六、七年将生活垃圾倾倒至十股地村北侧的草原上，在风情园南侧
安装了一个管道，将大量的生活污水排放于十股地村北侧的草原上”的问题部分属实。

蒙古风情园始建于1999年，原所有权人为铁骑游牧部落。2016年转让给蒙古风情园法定代表人赵某经营以来，该旅游景点一
直有垃圾收纳箱和化粪池。目前配备大型生活垃圾收纳箱8个，便携小型生活垃圾收纳箱20个，均可正常使用。2019年前，蒙古风
情园生活垃圾由察右中旗辉腾锡勒园区管委会拉运处理；2020年至2022年间，因疫情原因处于停业状态；2023年至2024年由内蒙古
鑫胜建筑劳务公司拉运至卓资县洁美垃圾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置，营业季平均3天拉运一次；2025年由察右中旗城乡市政公共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处理，结合旅游淡旺季和游客数量调整清运频次，目前平均5天拉运一次，并建立了清运台账，后续根据垃圾量随时清
运。经实地察看、排查，在十股地村北侧草原上，未发现堆放垃圾情况；举一反三排查，景区周边也不存在垃圾堆放问题。经现场排
查，发现蒙古风情园景区南侧确有白色塑料管道，主要用于雨季旅游点内大型蒙古包（圈包）雨水引流，管道出口处并未发现排污痕
迹。蒙古风情园蒙古包、厨房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3条地埋污水管道输送到南端化粪池，不存在污水直排情况。

2.关于“蒙古风情园存在违建无建设用地手续，举报人认为只有13.54亩是有手续的”的内容不属实。
经现场核查及调阅相关资料，卓资县辉腾锡勒蒙古风情园旅游中心位于巴音锡勒镇十股地行政村，占地总面积46.068亩，

包括2017年6月获批的10.629亩租赁集体建设用地，2020年通过招拍挂取得13.53亩国有建设用地。取得合法手续土地面积
共24.159亩，未批先建用地21.909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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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着力加强对
生态保护法
律法规的宣
传 ，切 实 提
升群众生态
环境保护意
识 。 同 时 ，
加强矿业权
管 理 ，加 大
生态管护力
度 ，严 厉 打
击毁林毁草
破坏生态环
境行为。企
业在以后运
行 过 程 中 ，
责成企业严
格落实消声
减 震 等 措
施 ，加 大 对
村 庄 的 监
测 ，确 保 噪
声达标。

持续做好群
众沟通解释
工 作 ，争 取
得到群众理
解。

加 强 耕 地 、
林草地巡查
监 管 ，严 厉
打击破坏林
地 违 法 行
为。

针对核查属
实 的 问 题 ，
察右前旗将
持续督促企
业 完 成 整
改 ，对 企 业
存在的未批
先建违法行
为加快处理
进 度 ，指 导
企业限期完
善 手 续 ，依
法依规生产
经营。

为持续巩固和
加强旅游景区
管理，将进一步
完善旅游景区
垃圾收运处置
管理制度，对景
区内垃圾进行
规范化收运处
置。同时组建
旅游景区环境
秩序联合执法
组，强化日常巡
查检查。

处理和整改情况

1.修复治理情况
矿区内：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凉城县万顺

石料经销有限公司于2020年编制了《内蒙古自治区凉城
县六苏木镇黄花山普通建筑用玄武岩东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除预留的生产单元（采场18.86
亩）之外，矿山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要求进行了治理，治
理面积3.9亩，其中：2022年完成治理并验收1.8亩；2023-
2024年完成治理并验收2.1亩。矿区外：对2012年之前
民采形成的历史遗留无主矿山，2019年乌兰察布市自然
资源局设置了无主矿山治理项目（凉城县12号治理区）
进行了治理，治理面积165亩，2021年2月4日通过了验
收（验收文号为乌自然资字〔2021〕18号）。

2.违法查处情况
对于矿区内涉及破坏林草地11.79亩，其中：林地

9.81亩、草地1.98亩。（1）2022年5月，凉城县林草局对
矿区范围内破坏林草地8.25亩（其中林地6.27亩，草地
1.98亩）的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责令恢复植被并处罚
款47980元。涉嫌犯罪情况于2022年7月19日移交县
公安局后，按照司法鉴定结果，县公安局于2022年7月
22日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该案件已于2022年7
月22日结案，植被已恢复。（2）剩余已破坏林地3.54亩
的问题，凉城县林草局已于2025年6月17日移送县公
安机关调查处理（凉林草函字〔2025〕37号）。

1.2025年6月15日，东八号乡党委书记积极与信
访人沟通，对其反映的问题表示重视，耐心倾听杨某
某的陈述，针对杨某某投诉问题逐一进行解释。

2.持续加强林草保护工作力度。2025年，旗委、
旗政府制定《四子王旗全面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实施方
案》，从责任、制度、监管、疏导、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强
化工作机制，建立草原保护补助奖励资金扣发台账，
认真开展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巡查和行政执法。全
旗共设置生态护林员1280名，草原网格员183名，全
面压实苏木乡镇属地主体责任和林草部门监管责任，
纵深推进自治区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依法打击违规放牧和毁林毁草行为，不断加
大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力度。

3.重点以小流域为单元推进生态治理。以小流
域为核心抓手，系统性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全旗累计
完成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127.5平方公里，水土保持
率达到28.13%；通过封禁治理、植被恢复等措施，项目
区水土流失治理度提升至60%，林草覆盖度增加12%，
全旗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
环。

投诉人反映的12块土地中，行政立案9块，刑事立案1
块，正在司法鉴定1块，不涉及毁林开垦1块。

针对6号地块涉嫌毁林5.34亩问题，凉城县公安局已于
2025年5月23日对违法责任人刘某毛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立案调查；针对11号地块涉嫌毁林11.73亩问题，凉城县公安
局正在聘请第三方做司法鉴定，待结果出具后依法进行查
处；针对其余9块地共涉嫌毁林43.06亩问题，凉城县公安局
已于2025年6月9日行政立案。上述案件于2025年6月30
日前办结。

涉及毁林的60.13亩土地中，对已纳入耕地保护红线的
24亩按耕地管理，于2025年6月30日前由村委会收回统一管
理。对未纳入耕地保护红线的36.13亩土地，2025年11月30
日前完成植被恢复。

针对投诉人多次反映菜园行政村小红进沟自然村毁林
开垦问题，蛮汉镇于2025年6月17日对毁林开垦监管不力的
责任人菜园子行政村副主任白某某给予诫勉谈话处理，凉城
县纪委监委按干部管理权限对相关责任人正在调查处理
中。同时，蛮汉镇正在聘请第三方对小红进沟全村毁林情况
进行现地勘察套图，于2025年6月25日完成。

1.2025年6月9日，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察右前
旗分局对该企业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及配套2座17吨
封闭式沥青储存罐未批先建的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乌环立〔2025〕3号），同步启动行政处罚程序，6月9日察
右前旗生态环境分局对该企业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环
境违法行为决定书》（乌环违改字02〔2025〕3号），要求该
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预计2025年6月25日前下达
处罚决定书，7月30日前完成扩建项目环评报批手续。

2.责令该企业对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调试运行过
程中产生异味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在地毯沥青覆底生
产线下料口集气罩安装密闭帘，有效收集热熔沥青下料
口挥发性气体，此问题已于6月14日完成整改。

3.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局察右前旗分局已于6月
14日委托监测公司对厂界废气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

4.目前该企业地毯沥青覆底生产线及配套2座17
吨封闭式沥青储存罐，因未批先建的违法问题，察右前
旗生态环境分局已于6月9日责令该企业新建的地毯沥
青覆底生产线停止调试生产，待完成项目环评手续，经
监测达标并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后，方可投
入生产。

2025年6月6日，卓资县自然资源局已对蒙古风
情园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卓自然资责停
字〔2025〕巴镇2号），并对其“未批先建”违法占地行
为进行立案调查（卓自然资立案字〔2025〕巴镇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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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蛮汉镇
于2025
年6月
17日对
毁林开
垦监管
不力的
责任人
菜园子
行政村
副主任
白某某
给予诫

勉。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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