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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2月 12日电 （记
者 高敬） 记者12日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为推动解决群众家门口的噪
声污染问题，生态环境部推动打造
一批“消除杂音、睡得安心”的宁静
小区。截至目前，全国共建设完成
宁静小区2132个。

噪声污染是环境领域集中投
诉的热点。近五年来，全国城市声
环境质量总体向好，声环境功能区
昼间、夜间达标率均呈现上升趋
势。

2024 年，生态环境部不断夯实
声环境管理基础，加快完善噪声污
染防治监管体系，持续创新噪声管

理手段，大力推动部门协同联动，
噪声污染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

实时监测身边噪声有“耳”：为
了连续监测声环境质量，更科学地
反映声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部推动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建
设工作，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完成4005个
点位的自动监测系统建设。

工业噪声排放有“证”：依法逐
步将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经营者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推动排污单位申请取得排污许
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截至

目前，约 17.7 万家工业企业将噪声
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十四五”期
间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将实现
全覆盖。

保障人人安睡有“质”：为共同
维护居住小区生活环境和谐安宁，
全国共建设完成宁静小区2132个，
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
有“责”：以试点带动全国的方式，推
动开展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
定。2024年，共计11个省份结合各
地实际，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
区域总面积超过860平方公里。

全国共建成宁静小区2132个
力促“睡得安心”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 高敬）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维护生态
环境安全，生态环境部提出，到2030年，危险
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
国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10%以内，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生态环境部12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
意见》，提出到2026年，全国危险废物环境重
点监管单位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
到2027年，全国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基本实现
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废物填埋处
置量占比稳中有降，利用处置保障能力和环
境风险防控水平进一步提升。

在严格管控危险废物填埋处置方面，指
导意见要求，逐步降低填埋处置量。强化环
境监管，逐步限制通过利用、焚烧等处理方式
可减量的危险废物直接填埋。各地结合实际
推动逐步减少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生活垃
圾填埋场的填埋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
实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零填埋。同时，大力
推动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促
进危险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鼓励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等低价值危险废物无害化预
处理后综合利用，防止长期大量堆存。

在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方面，指导意见提
出，推动建立市域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有
保障、偏远地区集中处置与就地处置相结合、
动态完善“平急两用”处置能力作备用的医疗
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继续推行医疗废物集中
无害化处置。支持新建或经改造符合标准要
求的危险废物焚烧、生活垃圾焚烧等设施应急
协同处置医疗废物。偏远地区应建立符合基
层实际的医疗废物收集转运长效机制。不具
备集中收集处置条件的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机
构可配套自建符合要求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我国将进一步
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 张晓洁
张辛欣） 记者1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铜
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
提出到2027年，我国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铜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关系国计民
生和国民经济发展。此次实施方案出台，旨
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充分发挥
我国铜产业基础好、市场规模大等优势，加快
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为推进新
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坚实基础。

实施方案明确了资源保障、技术创新、结
构调整、绿色智能转型等方面重点任务，提出
新建矿铜冶炼项目原则上需配套相应比例的
权益铜精矿产能，支持培育铜精深加工产业
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建立铜领域制造业创
新中心，加快绿色低碳智能采选、低品位难选
矿高效选矿等矿山采选技术攻关。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同，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扎实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11部门发文
助推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月 11 日，记者从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了解到，我省远程异地评
标调度系统已全面启用，该系统与
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省公共资源交
易在线监管服务平台、20 个省市级
（含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的交易
系统对接联通，形成全省远程异地
评标“一盘棋”。

2024年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工程建设
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工程建设项目采用远程
异地评标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配套制定《河
南省远程异地评标调度系统操作指
南》《河南省远程异地评标应急管理
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推动全省
远程异地评标流程环节和服务模式
相统一。

“我省开展的远程异地评标模
式，以制度规范、顶层设计为引领，
以平台系统为支撑，以场所设施升
级为保障，标志着我省公共资源交
易标准化建设迈出新步伐。”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作为河南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积极探索，该调度系统
的上线运行，通过深化规则、技术、
数据融合，构建了“1+20”远程异地
评标新格局，实现全省市级以上交
易平台评标场所、机位、专家统一自
动调度，推动全省优质专家资源、场

所资源跨区域高效共享。目前，我
省纳入调度系统的远程评标机位有
200余个，每日最高可支持30个项目
同时开展远程异地评标。

“评标开始前，我们不知道专家
在何地评审，专家和副场交易中心
不知道评何项目，评标期间，主、副
场专家仅通过线上交流。”河南省前
坪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何向东说。以2月10日该工程一评
标项目为例，直到所有专家进场完
毕，主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工
作人员才得知，系统随机抽取的副
场分别在许昌、新乡和南阳市的交
易中心。

这种评标资源分配模式，也可
概括为“三随机”（副场随机抽取、专
家随机抽取、评标机位随机确定），

“六不知”（评标前主场不知副场信
息、专家信息，副场不知主场信息、
项目信息，专家不知主场信息、项目
信息）。

参与此次评标的专家对这一评
标方式高度认可。他们认为，这一
系统有效解决了地域属性的评标专
家数量不足、专家分布及专业类型
不均衡等问题；破解了传统异地评
标专家抽取成本高，副场专家不能
自动识别进场的问题；评标监管工
作由线下分散转变为线上全流程覆
盖，将招标人、投标人与评标专家从
地域上最大限度隔离，有力遏制“人

情评标”“专家勾连”等人为因素对
评标活动的干扰，增强了评标的透
明度和专业性，为创建更加公平阳
光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提供了有力
支撑。

对项目实施主体来说，“谁能够
胜出，凭借的是技术实力、方案优
劣、报价合理性等客观因素，我们
也因此能够更加放心地选择最优质
的合作伙伴，保障项目尽早落地，
高质量完成。”作为竞争主体，一家
企业表示，“这一模式让大家都能
在更‘阳光’的环境下竞争，为广大
经 营 主 体 公 平 中 标 增 加 更 多 机
会。”

自去年 11 月 26 日该调度系统
试运行以来，截至今年2月10日，我
省共通过系统调度实施远程异地评
标项目 20 个，涉及金额 16.0296 亿
元，调度场地79场次。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四高四
争先’，贯彻落实河南融入服务全
国统一大市场大会精神，做好省市
协同配合，推动全省远程异地评标
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营造更
加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共资源交
易环境，努力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
循环支点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
为。”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
说。

据《河南日报》

“三随机”“六不知”公平阳光“看得见”

我省全面启用远程异地评标调度系统

2 月 10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
悉，即日起，我省正式启用电子行政
执法证，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证件管
理的规范化、便利化、信息化水平，保
障和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

电子行政执法证通过省电子证
照综合管理系统生成，样式和内容

与实体证件相同。行政执法人员可
以登录豫事办APP或者豫事办支付
宝小程序申领、出示电子行政执法
证；行政执法部门也可以通过对接
省综合电子证照库，使用本部门行
政执法办案系统调取、出示电子行
政执法证。

省司法厅负责公示由我省制发
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信息，接受社
会监督。社会公众可以登录河南省
行 政 执 法 信 息 公 示 平 台（http：//
222.143.32.58），对证件的有效性、真
实性进行查询。

据《河南日报》

我省启用电子行政执法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