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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好法治宣传教育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为深入扎实推进“七五”普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专家学者精心编辑出版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

品书库（六大系列）”，即《全国“七五”普法系列教材（以案释法版，25

册）》《青少年法治教育系列教材（法治实践版，30册）》《新时期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理论与实务丛书（30册）》《“谁执法（主管）谁普法”系列丛书（以

案释法版，80册）》《“七五”普法书架——以案释法系列丛书（60册）》和

《“谁执法（主管）谁普法”系列宣传册（漫画故事版，100册）》。

其中，实行“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贯彻实施“七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新一轮全国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重

要举措。这一重要举措的切实实施，有利于充分发挥执法部门、行业主管

的职能优势和主导作用，扩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覆盖面，增强法治宣传教

育的针对性、专业性，促进执法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各部门、

各行业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的形成。

为了配合各地做好“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工作，我们

组织编写了这套《“谁执法（主管）谁普法”系列宣传册（漫画故事版，

100册）》。该套丛书选取各行业执法或主管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的主要条文，

以漫画故事的形式展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

性，对于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本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法学会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专家的大力支持。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深入推进行业普法起

到应有作用，更好地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本书编委会

          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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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详细调查报告

应当包括地块基本信息，

土壤污染物的分布状况及其范围，

以及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

空气污染的影响情况

等主要内容，

并附具采样信息和检测报告。

一、
防 治

土
壤

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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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小区的住户小张向环保

部门反映，他在搬进新房居住

半年之后，开始出现脱发、全

身瘙痒等症状。随后，小区的

另外100多位住户也相继出现

了类似的身体问题，个别住户

甚至被查出白血病、淋巴癌等恶性疾病。他们一致怀疑是小区

附近化工厂遗留的“毒地”所致。

该小区与这片“毒地”仅隔一条马路。经环保部门调查，

该小区所在地块与这片“毒地”在数年前曾是三家农药化工厂

的生产基地，而其中的某化工厂在此建厂生产长达半个世纪之

久。另外，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多名老员工实名举报，化工厂在

搬迁过程中，在地下埋藏了大量的固体废物，其中包含许多剧

毒物质。

2017年3月，经环境评价研究所评估，该小区地块与这片“毒

“毒地”上的小区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对拟开发利用为居住用地的污染地块，经风险评

估确认需要治理与修复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开展治理与修复。

漫画故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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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污染十分严重，这两片地块的土壤、地下水里以氯苯、四

氯化碳等有机污染物为主，其中超标最严重的是氯苯。这些有

毒物质已经渗入地下，通过土壤、管道、空气等，缓慢挥发、

释放有毒物质，毒性可持续上百年。  

该小区居民依据环境评价研究所出具的报告和当地环保部

门的调查结果，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退还购

房款。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开发商对污染地块未经任何治

理和修复，即在该地块上建房，建好的商品房属于“不合格”

产品，应予退换，故判决解除双方的购房合同，开发商退还购

房款。

睛

未经治理和修复即开发的污染地块，被称为“棕

色地块”（简称“棕地”）。“棕地”对人体的毒害，在

国内外早有惨痛教训，如 ：“拉夫运河事件”“常州外

国语学校污染事件”和“北京宋家庄地铁站中毒事

件”，等等。“棕地”属于土壤污染的一种，其对自然

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对土壤本身的破坏。“棕地”中

含有的有毒化学物质通过地下水渗透、空气散播而间

接危害着其他自然资源。在“棕地”上生长的动植物

案 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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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情况下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

答 ：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的，应当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

2. 怎样确定危险废物排污费数额？

答 ：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规定，排

污者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

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

传 栏普 法 宣

也会通过食物链或其他形式接触到“棕地”中的有害

物质，从而出现枯萎、死亡。在“棕地”上生长的动

植物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后，会加大癌症等疾病的患

病率，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权属和土地用途的变

更，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棕地”的治理与再利用，

需要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毕竟被污染的土地上建起

来的房子，再漂亮也不是安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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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征收危险废物排污费？

答 ：（1）公告。负责污染物排放核定工作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排污费征收标准和排污者排

放的污染物种类、数量，确定排污者应当缴纳的排污费

数额，并予以公告。

（2）通知。排污费数额确定后，由负责污染物排放

核定工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排污者送达排污费

缴纳通知单。

（3）缴纳。排污者应当自接到排污费缴纳通知单之

日起7日内，到指定的商业银行缴纳排污费。

（4）入库。商业银行应当在收到排污费的当日将排

污费资金缴入国库。

4. 怎样使用危险废物排污费？

答 ：危险废物排污费用于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

不得挪作他用。根据《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的规定，排污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

资金进行管理，主要用于下列项目的拨款补助或者贷款

贴息 ：（1）重点污染源防治项目。包括技术和工艺符合

环境保护及其他清洁生产要求的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

防治项目 ；（2）区域性污染防治项目。主要用于跨流域、

跨地区的污染治理及清洁生产项目 ；（3）污染防治新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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蚯蚓为什么爱钻土

土壤是蚯蚓生活的温床，如果把它们放到日光

下，它们活不久，也爬不快。可是，它们一旦到土

壤里面就是运动能手。我们看起来阻力重重的土壤，

它却能穿梭自如，原因在于蚯蚓全身布满刚毛。刚

常 识环 保 小

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项目。主要用于污染防治新技术、

新工艺的研究开发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

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 ；（4）国务院规

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

5. 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的需要承担

什么法律责任？

答 ：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处应缴纳危险废

物排污费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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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是它强有力的运动器官，利用刚毛，它能把身体

支撑在洞穴里，或在地面上蜿蜒前进或后退，通过

蠕动增加土壤空气含量，进而增加土壤中的氧气含

量。所以说，蚯蚓是改良土壤的小能手。另外，植

物的根系是蚯蚓的伙伴，根系往下生长，蚯蚓也跟

着往下钻，植物的根系扎多深，蚯蚓就能钻多深。

同时，根系为蚯蚓提供微生物食

物，而蚯蚓又为根系提供了有营养

的粪便。所以，蚯蚓和植物根系是

天生的好朋友。另外，蚯蚓对土壤

中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也有一定

的清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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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

期间，薛某与某物资再利用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使用该

公司的场地及设备，从事“含

油滤渣”的处置经营活动。

其间，某化工企业明知

薛某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

资质，却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某

石油制品公司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润滑油进行销售，

导致物资再利用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

2016年7月18日，C 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薛

某、物资再利用公司、化工企业、石油制品公司共同承担土壤

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

C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薛某违反国家规定，套用某

化工企业的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购买油泥、滤渣进行非法提炼，

土壤污染可提起公益诉讼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对造成

土壤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漫画故事 2

今后通过公益诉讼
来遏止企业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和损害
将会是常态，用法
治化的方式去推动
环境保护将成为非
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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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

土壤污染不但直接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而且使

某些微量和超微量的有害物质污染地下饮用水、在农

产品中富集，从而危害人畜生命健康。土壤中的污染

物还会在水力和风力的作用下进入大气和水体，恶化

生态环境。因此，防治土壤污染，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

确保土地安全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环境公益诉讼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

也是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提升生态文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保障和促进绿色

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后通过公益诉讼来遏

制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损害将会是常态，用法治

化的方式去推动环境保护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案 例 点

污染周边环境 ；物资再利用公司明知薛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还为薛某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场所和便利，造成其

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 ；石油制品公司明知薛某行为

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薛某

处置。四被告的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

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四被告向 C 市生态环境

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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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判断土壤是否被污染？

答 ：土壤被污染的原因主要有 ：（1）周围有化工厂等

易产生大量污水、废水的企业，且污水和废水长期排放 ；

（2）周围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矿渣和炉渣等大量工业

垃圾长期堆放 ；（3）农田过量施用农药、化肥，或长期进

行污水灌溉。当发现周围的土壤散发异味、颜色发生变化

或出现板结，植物生长出现病态或死亡以及农作物减产等

现象时，可推测土壤可能受到污染了。要确定土地是否真

的被污染，可以采集污染土壤样本进行检测，依据环保部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判断土壤污染情况。

2. 发现土壤污染了，怎么办？

答 ：根据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环境的义务。发现周边存在土壤污染情况时，可向环

境监察大队、当地环保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举报，运用法

律手段，让政府对造成土壤污染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

行处罚，以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

坏情况时，可以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电话、登陆环保

部门官网、通过微信或者邮箱进行举报，向各级环境保

传 栏普 法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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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管部门举报和请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依据环境保护法规定，新闻媒体有权对环境

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因此，广大民众也可向媒体反

映土壤污染现象。

3. 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责任如何界定？ 

答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污染地块

治理与修复责任界定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

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承担。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

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 ；

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

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责任主体灭失或责任主体不明确

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4. 企业应该如何防治土壤污染？ 

答 ：企业应当履行以下土壤污染防治责任 ：（1）淘

汰生产工艺落后的设备，实行清洁生产，提高原材料利

用率，从源头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2）增加污染处理投

入，完善污染处理设备和工艺，对废水、废气、垃圾等

做到达标排放，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履行

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3）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以及“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积极参与到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当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