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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尼特右旗从额仁淖

尔苏木阿门乌苏嘎查
通往赛汗塔拉镇的道
路，于2022年建设时
占用牧民草原，建设
完成后，道路两侧的
旧址未恢复生态（查
干哈塔嘎查与阿门乌
苏嘎查交界处两处拐
弯道路），破坏牧民
草地。

苏尼特右

旗
生态 部分属实

阶段性办

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道路起点经纬度坐标为112°.15′18.6″E，42°37′57″N;道路终点经纬度坐标为112

°.15′35.83″E，42°.38′11″N。经现场核查，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苏尼特右旗从额仁淖尔苏木阿门乌苏嘎查通往赛汗塔拉镇的道路，于2022年建设时占用牧民草原，建

设完成后，道路两侧的旧址未恢复生态（查干哈塔嘎查与阿门乌苏嘎查交界处两处拐弯道路）”的问题，经实地调
查该问题属实。

举报问题为苏尼特右旗农村牧区公路巴彦锡勒至额仁淖尔段公路，该项目根据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锡盟交
通运输局关于下达2023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第一批）的通知》（锡交规〔2023〕8号）及《锡林郭勒盟财
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第一批）“以奖代补”资金用于省道及农村公路建设等项目资
金支出预算的通知》（锡财贸〔2023〕437号）要求，下达苏尼特右旗建设，全长38公里，全线采用四级公路技术标
准，路基宽7.5米，路面宽4.5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于2023年7月中旬开标并确定中标单位，中标单位
为内蒙古乾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3年8月底开始施工，因2023年项目未完工，2024年6月复工建设，目前正在收
尾阶段，尚未完工。

举报人反映“于2022年建设时占用牧民草原，建设完成后，道路两侧的旧址未恢复生态（查干哈塔嘎查与阿门
乌苏嘎查交界处两处拐弯道路）”为该公路旧址，共570米废弃砂石路。
    2.关于“破坏牧民草地，”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问题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破坏牧民草地”为农村牧区公路巴彦锡勒至额仁淖尔段公路旧址，共570米废弃砂石路，经苏尼特
右旗自然资源局与2022年度国土利用现状数据对比，该区域地类为农村道路，不存在破坏牧民草地情况。

1.苏尼特右旗交通局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恢复当地

草原生态功能，在征得阿门乌苏嘎查委员会及旗林业和草
原局意见后，确定采用清理废弃路面并恢复植被的方式进
行环境治理。预计2024年10月22日开展废弃路面清理工
作，10月25日完成清理。根据气候情况，2025年5月左右
播撒草籽开展植被恢复工作，7月组织苏尼特右旗林草部
门进行验收。

无

2
D2XL202410

19011

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

镇宝日格苏泰苏木往
南约5公里处西面，
违规采沙采石，造成
面积约6亩，深约10
米的大坑，严重破坏
牧民草场。

西乌珠穆

沁旗
生态 部分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地点中心点坐标为北纬45°00′，东经118°56′。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镇宝日格苏泰苏木往南约5公里处西面，违规采沙采石”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
问题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镇宝日格苏泰苏木往南约5公里处西面”所指区域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
镇巴彦温都尔嘎查境内。2008年10月，锡林浩特—乌兰浩特铁路（锡乌铁路）项目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为保障
该项目顺利实施，依据铁道部《关于新建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铁路初步设计的批复》（铁鉴函〔2008〕1406号）、
水利部《关于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水保函〔2008〕257号）精神，按照施工单位
（中铁八局锡乌铁路工程土建三标项目部）要求，2009年西乌珠穆沁旗协调巴彦花镇政府和巴彦温都尔嘎查并经牧
户本人同意，在巴彦温都尔嘎查牧户毕某某承包的草场上设立了临时取土场。2010年7月，中铁八局锡乌铁路工程土
建三标项目部通过巴彦花镇政府向牧户毕某某足额兑现了补偿款。该临时取土场于2009年5月投入使用，同年10月关
闭。综上所述，投诉人所反映区域“采沙采石”属实，但该取土场依据国家相关部委要求设立并及时进行了补偿，
不属于“违规采沙采石”。
    2.关于“造成面积约6亩，深约10米的大坑，严重破坏牧民草场”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造成面积约6亩，深约10米的大坑”问题属实。2024年10月20日，经现场核实，投诉人所指的“大坑
”位于锡乌铁路南侧，呈南北向带状，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30米，表面积4500平方米左右，最低点距取土前地
表10米左右。

投诉人反映的“严重破坏牧民草场”问题不属实。按照国家水利部《关于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水土
保持方案的复函》（水保函〔2008〕257号）“取土场取土结束后要及时进行复耕或恢复植被”的要求，2012年中铁
八局锡乌铁路工程土建三标项目部对该区域进行了复垦治理，2017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出具《关于印发新建
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浩特线锡林浩特北至芒罕屯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的函》（内水便函〔2017〕291号），同
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2023年8月，西乌珠穆沁旗组织锡乌铁路公司对沿线遗留采坑进行实地踏勘，并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编制了《锡乌铁路两侧废弃采坑地质环境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评审过程
中专家组对投诉人所反映的区域作出“现状条件下，治理场地地形平缓，植被恢复较好，本方案不对该治理区再次
部署治理工程”的评审意见。

2024年10月20日，现场核实发现，该区域边坡角度小于25度，符合国家水利部《关于新建铁路锡林浩特至乌兰
浩特线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水保函〔2008〕257号）“边坡坡度控制在1：1以下”的要求；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地形地貌与周边基本协调一致，符合地质环境治理要求。

1.西乌珠穆沁旗将进一步加强临时取土场审批管理，

坚决杜绝违规采沙采石问题。
2.西乌珠穆沁旗将督促锡乌铁路公司严格按照《方案

》要求，高质量完成好锡乌铁路两侧废弃采坑地质环境治
理工程，进一步改善优化该条铁路两侧草原生态环境。

无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环境信访案件转办及查处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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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县滦源镇东南方

向的多伦湖，藤某于
2018年左右承包多伦
湖后进行非法捕捞电
鱼等活动，影响多伦
湖生态环境。

多伦县 生态 不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东经116˚41'4"，北纬42˚7'51"。经核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情况不属实。

1.2018年2月，多伦县西山湾长仙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法人郑某某（男），与藤某为夫妻关系）与内蒙古草原
漫之旅旅游有限公司（属于多伦县人民政府国有独资企业）签订承包《多伦湖水产养殖协议》，取得《多伦县人民
政府关于多伦湖养殖鱼类捕捞批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至2028年12月1日。

2024年10月21日，根据信访举报转办要求，多伦县政府组织多伦县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许某（执法证号
05071205044）、关某某（执法证号05071205052）、张某某（执法证号05071205037）、王某某（执法证号
05071205031）等4名执法人员对多伦县西山湾长仙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核查。因被举报人藤某（公司法人
妻子）在北京长期居住，特委托公司经理王某某代为处理此事。经对多伦县西山湾长仙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经理王
某某开展询问，表示公司不存在违法电鱼捕捞行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了多伦县西山湾长仙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渔
厂、库房及渔业生产船舶，未发现可疑线索及电鱼工具。执法人员现场制作了询问笔录4份、微信询问记录1份、现
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检查及勘验照片4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多伦县西山湾长仙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与
内蒙古草原漫之旅旅游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多伦湖水产养殖协议》1份，《多伦县人民政府关于多伦湖养殖鱼类捕捞
批复》1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捕捞许可证》1份。同时走访了该公司渔民王某某和附近村民冯某某、宋某某
等，经询问，未发现该公司存在违法电鱼行为。

1.下一步，多伦县将“举一反三”加大巡查检查力

度，及时发现处理破坏多伦湖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

无

4
D2XL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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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仆寺旗骆驼山镇榆

树洼村304省道路北
淀粉厂，举报人怀疑
该厂无相关手续，未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仅建有污水暂存池，
污水暂存池满后污水
溢流，2024年10月10
日至今多次外排污
水，污水经雨水渠流
入榆树洼村耕地，使
10亩耕地淹没，无法
采收。污水还污染了
榆树洼村村民饮用水
井，使井水浑浊有异
味，无法饮用。

太仆寺旗

骆驼山镇
水 部分属实

阶段性办

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42°0′，东经115°1′。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太仆寺旗骆驼山镇榆树洼村304省道路北淀粉厂，举报人怀疑该厂无相关手续，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仅建有污水暂存池，污水暂存池满后污水溢流情况。2024年10月10日至今多次外排污水，污水经雨水渠流入榆树洼
村耕地，使10亩耕地淹没，无法采收”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的“举报人怀疑该厂无相关手续，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仅建有污水暂存池”的问题不属实。经查，来电
反映的淀粉厂为太仆寺旗鑫海马铃薯加工厂。2021年8月9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太仆寺旗分局批复该环境影响
评价（太环审表〔2021〕7号）。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该加工厂建设了蛋白沉淀池、循环水池、肥水暂存
池，生产废水经预处理后排入暂存池，用于肥田灌溉。反映“污水暂存池满后污水溢流”的问题部分属实，该加工
厂肥水暂存池未发生溢流，反映的溢流情况实际为该加工厂在生产加工淀粉过程中产生的肥水，经过处理后进行还
田施肥，因2024年9月太仆寺旗持续降雨，该加工厂承包的肥水还田区经过短时间强降雨后，部分肥水和雨水经肥水
还田区流入至群众耕地。10月17日，厂区东侧循环水池水泵发生堵塞故障，导致循环水池肥水无法循环使用，出现
外溢到自然水冲渠内顺势流入群众耕地情况，影响范围约10亩耕地。

2.关于“污水还污染了榆树洼村村民饮用水井，使井水浑浊有异味，无法饮用”的问题。经实地调查，该问题
不属实。

2024年10月11日，太仆寺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内蒙古三方监测环保有限公司对榆树洼村村民饮用水水井进行取
样监测；2024年10月18日，内蒙古三方监测环保有限公司出具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f2410050-1），检测结果显示
水井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2024年10月21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太仆寺旗

分局对于举报人反映太仆寺旗鑫海马铃薯加工厂肥水外溢
问题已进行调查，两次肥水外溢原因为该加工厂负责人在
生产时对厂区设施设备疏于巡视导致，非主观故意导致肥
水外溢。事后该加工厂积极采取措施补救，经该加工厂与
村民集体协商，同意通过由加工厂出资对该村进村部分土
路（约6公里）进行填补修缮的方式，对污水外溢造成的
损失进行赔偿。同时，2024年10月17日，该加工厂因循环
池水泵故障暂时停产，目前正在抢修，计划于2024年10月
23日完成修复并复产。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