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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7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三十批生态环境信访问题共5件，现将办理结果公示如下：

（第30批 2021年5月11日）

序
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针对属实的问题，整改措施如下：
一是已对养殖场场区及周边环境彻底进行大清

扫、大消毒治理。
二是喷洒除臭剂，消除异味，进一步消除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
三是督促临颍县对散养户进行排查，进一步加大

环保等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日常监管，指导养
殖户采取消毒及防臭措施，进一步降低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落实网格化责任。

1

D2HA
2021
0506
0010

经现场核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经核查，所举报的“非法占用耕地，废水排到河道内，污染河水”的问题不属实。临颍县瓦店镇上河村

西边桥头养猪场原名为临颍县尚河养殖场，原经营者为晁玉周，土地符合《瓦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
过《关于瓦店镇上河村尚河养殖场建设项目设施建设用地的批复》（瓦政发〔2020〕121号）进行备案。2018
年9月26日租赁给吕书旗（吕布）从事养猪业，时间10年，并签订《养殖场租赁协议合同》；2018年11月15
日吕书旗（吕布）登记注册：临颍县益博创新养殖场，经营者曹娟（吕书旗妻子），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
记表》备案（备案号：201841112200000435）和排污许可登记（编号：92411122MA461AQ67C001W）。
该养猪场建有一座90平方米采取“三防”措施的晾晒棚，建有一个容积为460立方米收集池，有固液分离机
一台，四周无管道排出养猪场外。

经现场调查核实，举报内容“气味难闻”属实。该养猪场现存栏350头生猪，瓦店镇人民政府委托河南
政检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对临颍县益博创新养殖场气味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排放浓度17，未超执行标准
限值（《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臭气浓度限值标准）。场内空气中有少量异味。

经现场调查核实，所举报的“上河村水厂对面有个烤辣椒的小作坊，没有手续，气味难闻”部分属实。
经现场调查核实，瓦店镇上河村水厂对面确实有一烤辣椒的小作坊，为晁广超所有，其承包50余亩耕地，
种植辣椒40余亩，所建炕房主要用于雨季无法晾晒时烘烤辣椒，所用土地为其叔父晁国堂宅基地。炕房
2020年已经停止使用，并将电源、部分设备拆除，只作为农具存放点，现场四周无气味。

临
颍
县

畜
禽
养
殖

部
分
属
实

是 无

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书华养殖场总占地面积5231.7平方米（合7.84亩），占地类型为一般耕地，其中养殖场的生产设施占地

4388.9平方米，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占地842.8平方米（包括看护房和饲料存储仓库）。根据《自然资源部、农
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第二条“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
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要落实占补平衡；设施农业用地被非农建设占用的，应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的规定，该养殖场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所占地842.8平方米未办理农用地审批备案手续，2019年县
自然资源局已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并要求拆除。舞阳县马村乡政府按照舞阳县人民法院裁定结果进行依法
拆除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842.8平方米（包括看护房和饲料存储仓库），已制订拆除计划，计划于2021年5月
15日前拆除完毕，目前正在拆除中。该养殖场在养殖区内建有100平方米的猪舍（正在建设中），未存栏。

2

D2HA
2021
0506
0012

漯河市临颍县
瓦店镇上河村西边
桥头，有一个养猪
场，非法占用耕地，
气味难闻，废水排
到河道内，污染河
水。上河村水厂对
面有个烤辣椒的小
作坊，没有手续，气
味难闻。

漯河市舞阳县
马村乡张王庄村，书
华养殖场。投诉人
对于公示结果不满
意。投诉人称，该养
殖场只拆除饲料区，
未拆除养殖区，至
今还在营业以及重
建，要求立即拆除
所有违规建筑。

舞
阳
县

畜
禽
养
殖

部
分
属
实

舞阳县畜牧、生态环境、马村乡政府等单位组成
联合调查整改组，对该养殖场现场进行了督导整
改。督促舞阳县马村乡政府加大非法建筑拆除力度，
力争5月15日前对该养殖场违法部分附属设施和配
套设施拆除完毕。

阶
段
性
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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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店镇郑庄
村西头，村民郑庭
年在村西桥头养殖
100 多头猪，粪便
乱排，异味难闻。

临
颍
县

畜
禽
养
殖

经现场核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经现场调查核实，举报内容“养殖100多头猪，异味难闻”属实。该养殖场共存栏生猪145头，不

属于规模养殖场，场区有少量气味。
经现场调查核实，举报内容“粪便乱排”不属实。该养猪场配套建有粪污治理设施，产生的粪污

由专用拉污车辆拉到三家店镇潘庄村、边刘村大三格污水处理中心集中处理，现场未发现粪便乱排
现象。

部
分
属
实

针对属实的问题，整改措施如下：
一是对该养猪场区及周边环境彻底进行大清扫、

大消毒、大整治。
二是喷洒除臭剂及生石灰消除异味。
三是督促养殖户做到及时清理粪便，日产日清。
四是对粪污贮存池进行换盖密闭，防止雨水进入

和污水溢出，现已整改到位。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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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郾城区
钟楼广场建材小区
大门口，下水道堵
塞，臭污水外溢，异
味难闻。

郾
城
区

其
他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经现场调查，该小区居民生活污水汇集后，经建材市场道路排水管网向东汇入井冈山西支路市政排水

管网，再向北流入淞江路大排水管网管道，最后流入淞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因小区地势较低，排水管
网与井冈山西支路排水管网水位差较低，造成排水缓慢，导致小区管道堵塞和污水回流。

属
实

为彻底解决建材小区管道堵塞、污水回流这一问
题，根据现场测量结果，将该小区排水管网经钟楼广
场南路与井冈山路排污管网进行连通。5月8日开
始，对小区排污管网疏通，全部排清污水，新建污水管
网和铺设管道；5月10日，完成沙石回填，并浇灌混凝
土，恢复路面原貌。目前排水畅通，群众反映问题已
得到彻底解决。

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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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村妇女主
任、党员干部王秀
琴，强占村民董某锋
和张某义土地，挖池
子作为排放污水沟；
每年11-12月烧烟
煤污染环境。

舞
阳
县

其
他

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反映“村妇女主任、党员干部王秀琴，强占村民董某锋和张某义土地，挖池子作为排放污水沟”的

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王秀琴在道路边荒沟内建有约100立方米的沉淀池，用于洗红薯及沉淀红薯
粉子，加工过程中部分用于冷却粉条的水排至院外东侧张某义开垦的荒沟内，王秀琴使用前征得了张某义
的同意，并非强占，未占用董某锋的土地。

关于反映“每年11-12月烧烟煤污染环境”的问题不属实。2020年，保和乡根据上级要求，组织开展
秋冬季散煤治理集中整治行动，对散煤问题进行排查，经过多次排查，均未发现有烧烟煤情况。2021年5
月7日，接到举报件现场核查时，作坊内未发现散煤。

部
分
属
实

针对调查核实的情况，舞阳县采取以下整改措
施：

一 是 2021 年 4 月 17 日 ，接 到 第 十 批
D2HA202104160064号举报件后，舞阳县保和乡政
府已经对该作坊进行了拆除。目前，锤粉机、和面机、
生产用电已拆除到位，因不再使用沉淀池进行粉条作
业，现在沉淀池已经种植经济作物莲藕。

二是舞阳县保和乡政府对该作坊明确监管责任
人，严格监管，严防反弹。同时，举一反三，对辖区全
面开展环境问题排查整治，迅速落实整改措施，及时
消除隐患，加快补齐短板，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是 无

漯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举报件信息公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11日发布。10年来，我国人口有哪些
变化？“全面两孩”政策给力吗？老龄
化进程加快了吗？我们一起从数据中找
答案。

【数据1】

14.1亿人：增速放缓，平稳增
长

普 查 结 果 显 示 ， 全 国 人 口 共
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
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
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
0.04个百分点。

全 国 人 口 中 ， 汉 族 人 口 为
1286311334人，占91.11%；各少数民
族人口为125467390人，占8.89%。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
族 人 口 增 加 60378693 人 ， 增 长
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1675179
人，增长10.26%。

增速放缓，平稳增长，是我国总人
口状况的主要特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
吉喆说，我国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
性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育龄妇
女还有3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1000
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

宁吉喆说，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
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
放缓。同时，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
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
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
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
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
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

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数据2】

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3：低
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
策实施，出生人口数量快速回升。”宁
吉喆说，生育政策调整成效显著。2016
年和 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
分别超过 1800 万人和 1700 万人，比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
多万人和100多万人。从生育孩次看，
2014至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
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
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
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
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
量达1000多万人。

宁吉喆说，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
的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的结果显
示，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
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宁吉喆说，数据表明，2020年我
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
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
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
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
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
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
愿。

宁吉喆认为，生育水平的高低既
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
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
力在逐步增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
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
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

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
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
问题。

【数据3】

平均每户2.62人：家庭越来
越小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
49416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1万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
2010年减少0.48人。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
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
以及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
响。”宁吉喆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表示，家庭户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资
源配置影响很大。我国从传统的几代人
大家庭逐步发展为更多小家庭，无论对
养老还是育儿来说，代际家庭支持功能
将弱化，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来自家庭外
部的社会政策支持。

【数据4】

10年减少1101万人：东北人
去哪了

数据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
人口9851万人，接近1亿人，规模依然
较大，但比10年前减少1101万人。

宁吉喆表示，东北地区人口减少，
受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
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东
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攻坚期，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
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人口有较大吸
引力。

“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
潜力很大。”宁吉喆说，新一轮振兴计
划必将带来东北地区人口发展新变化。

【数据5】

男女性别比为105.1：逐渐趋
向正常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
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
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
为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宁吉喆说，“从新生儿的情况看，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贺丹表示，性别均衡发展是人口结
构均衡发展的重要方面，也反映出我国
在促进性别平等发展方面的进步。

【数据6】

老年人超2.64亿：挑战也是
机遇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
为25338万人，占17.95%；15至59岁
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26402 万 人 ， 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相比，0至14岁、60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和5.44
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
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压力。”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
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

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
时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
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
术进步。

【数据7】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2.18亿：
人口素质更高

从人口质量上看，我国人口受教育
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普
查结果显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
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
上升为15467人。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从2010
年的4.08%下降为2.67%。

宁吉喆表示，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
逐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
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

【数据8】

“城里人”增了2亿多：城镇化
率还会上升

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
村的人口为 50979 万人，占 36.11%。
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表示，城
镇化率提高较快，是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
现，也是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的
结果。预计城镇化率还会保持上升趋
势。

【数据9】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
户籍束缚减弱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
为 4927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88.52%。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为 11694 万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
人，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192.66%
和69.73%。

贺丹说，人口流动趋势明显，人户
分离人口增长，体现出户籍对人口流动
的束缚正在减少，人口流动更符合市场
原则。

李晓超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高质量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
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
展的新局面。

【数据10】

人口平均年龄38.8岁：和美
国差不多

普查结果还显示，我国16岁至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我国人口
平均年龄为38.8岁。

宁吉喆表示，总的看，劳动力人口
资源仍然充沛，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
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
38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
我国劳动力资源绝对量较大，但就业压
力也不小。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
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
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
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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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十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