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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NM202

5062200

30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

特市杭盖街道办事处：

1.柴达木社区与富

康社区交界处（运煤专

线北侧）道路大型车辆

行驶过程中，扬尘和噪

音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

活；

2.柴达木社区内有

多家空心砖制作工厂

（天和源水泥制品销售

有限公司），生产噪声和

粉尘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

锡林郭

勒盟锡

林浩特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柴达木社区与富康社区交界处（运煤专线北侧）道路大型车辆行驶过程中，

扬尘和噪音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问题属实。

投诉人反映道路为原运煤专线，道路编号为 C135，该道路性质为农村牧区公路，全

长 5039 米，自西向东由四段组成，起点为杭盖街道办事处柴达木社区与富康社区交界处，

第一段为砂石路段，全长 1811 米；第二段为水泥路段，全长 1228 米；第三段为沥青路

段，全长 640 米；第四段为水泥路段，全长 1360 米；终点至锡林郭勒热电厂门口。道路

两侧主要为中小工业厂房区及养殖区。

经实地查看，信访人反映问题主要集中在砂石路段，属地曾多次对此路段进行养护

维修清理、重铺砂石，因该路段建设年代较为久远，且附近是工业厂区，并联通属地中

小企业聚集区，辎重车辆较多，道路养护寿命周期较短，路面破损严重，砂石路全线坑

洼较多，导致过往车辆颠簸产生扬尘和噪音。

2.关于“柴达木社区内有多家空心砖制作工厂（天和源水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问

题属实。

执法人员对柴达木社区开展低空域无人机巡查，发现在柴达木社区有 3 个疑似空心

砖生产大院，其他区域未发现空心砖生产疑似点位。经现场排查，其中 2 个疑似点位均

为信访人反映的“天和源水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的大院，该企业处于生产状态；另 1

个疑似点位为垚隆水泥制品厂，该厂于 2023 年 9 月停产，生产设备已拆除，现场地面未

硬化，院内留有 1 个废弃的散装水泥罐体、1 处废弃的生产厂房，院内堆存约 90 万块水

泥制品，无生产原料沙子。

经调查，锡林郭勒盟天和源水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位于锡林浩特市柴达木社区老运

煤专线（砂石路）中段北侧路边，距柴达木社区居住区 1 公里。该公司 2016 年 4 月投产

至今，因用地性质不符，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该公司占地面积 19000 平方米，分

东西两院，西院占地 10000 平方米，东院占地 9000 平方米，两院地面均未硬化。现场检

查发现，该企业西院东南角露天堆存原料沙子 300 平方米，西侧叠放成品空心砖约 20

万块，占地 1500 平方米，院内中心位置建有 1 处彩钢结构生产车间，面积约 240 平方米，

车间内有 1 条空心砖生产线（设备为 50 吨散装水泥罐、750 型搅拌机、10-15 型静压机、

叠板机各 1 个），喂料口放置在厂房南外侧未封闭，现场无粉尘收集、处置装置。东院西

侧建有 1 处防雨布生产棚，面积约 120 平方米，棚内建有 1 条小型空心砖生产线，生产

设备用防雨布包裹，设备电线断开散落在地面，院内堆存成品空心砖约 20 万块，露天堆

存沙子约 10 立方米。

3.关于“生产噪声和粉尘，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问题部分属实。

该企业生产噪声主要来源于西院生产线中静压机轴承破损，导致静压机在压铸空心

砖时产生噪声，现场检查时，该设备轴承已维修更换完成。企业粉尘主要来源于三处，

一是进料口未封闭，上端无粉尘收集装置和降尘设施，企业生产时沙子、石粉在进入料

口瞬间产生粉尘无组织排放；二是原料沙子露天堆存，未采取有效抑尘措施，大风天气

易产生粉尘；三是厂区内部道路未硬化，企业洒水降尘措施不及时，导致车辆在出入厂

部分属

实

积极争取

资金提升

道路改

造；引导

企业落实

环保产业

政策，并

在手续办

理、规范

建设等重

点环节开

展帮扶服

务，帮助

企业尽快

依法合规

生产。

1.为居民营造

舒适的居住环境，责

成属地住建环卫部

门对该路段每日进

行不少于三次洒水

降尘处理，以缓解扬

尘问题；责成交通部

门对砂石路段进行

整修重铺，计划 7

月中旬完成，同时对

沥青、水泥路段进行

清扫养护、修补坑

槽，最大程度缓解

“噪声”问题；属地

将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并根据本级财力

情况，对该路段提升

改造至水泥或沥青

路段，彻底解决扬尘

和噪声问题。

2.锡林郭勒盟

生态环境局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对该企

业下达《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要

求企业及时办理环

境影响评价手续，待

竣工验收合格后合

规生产。现企业已自

行停产，正在组织设

备搬迁至合法用地

范围内，同时已委托

技术咨询公司编制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

3.督促企业搬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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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时产生道路粉尘。

2025 年 6 月 24 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锡林

郭勒盟天和源水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厂界上风向及下风向分别布设参照点和监测点进行

无组织废气监测及厂界噪声监测。检测期间企业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监测结果显示，总

悬浮颗粒物、昼间噪声符合排放限值要求。

迁至合法用地范围

并恢复生产后，严格

按照环评要求建设

相关防治设施，避免

产生噪声及粉尘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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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3NM202

5062200

32

2019 年至今，锡林

郭勒盟正蓝旗扎格斯台

苏木和巴音宝利格嘎查

以治沙防砂名义将该嘎

查北侧 30 公里处（高格

斯台河南山）2839 亩草

地禁牧，但一直未进行

治理，造成该地被其他

村民放牧破坏。

锡林郭

勒盟正

蓝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2019 年至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和巴音宝利格嘎查以治沙防

砂名义将该嘎查北侧 30 公里处（高格斯台河南山）2839 亩草地禁牧，但一直未进行治

理”问题不属实。

投诉人反映的 2839 亩草地位于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巴彦宝拉格嘎查北侧 30 公里处

（高格斯台河南山），属于正蓝旗 2019 年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退化放牧场修复）项目区

内。《正蓝旗 2019 年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退化放牧场修复）项目实施方案（作业设计）》

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获盟林草局批复，2020 年 5 月 6 日开始实施并同步开展禁牧工

作，治理措施为围封保护为主、人工干预施肥为辅，其中围栏封育面积为 9464 亩（含施

肥面积 400 亩），达到项目区植被恢复的目的。

2.关于“造成该地被其他村民放牧破坏”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2023 年 8 月 28 日，村民那某某在该项目区（禁牧区）违规偷放牧 33 头牛，

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后当即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组织人员当日将

偷放牧牛全数赶出禁牧区。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

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已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对那某某下达

了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2023 年 9 月 20 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处以罚款，目前

罚款未缴纳，正在进行司法补正。同时，为确保项目实施取得成效，正蓝旗人民政府于

2021 年制定《正蓝旗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将

该项目区纳入第三轮补奖禁牧区管理，禁牧期至 2025 年底。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4 年 10 月期间，聘用了 3 名专职管护人员负责日常巡护工作；2024 年 11

月，自治区将正蓝旗确定为实施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试点，由正蓝旗林草局聘用 2 名网

格员对该项目区进行日常管护，要求网格员每周巡护次数不低于 2次，每月不低于 8次，

通过手机移动端应用 APP 进行线上巡护和打卡；2025 年 6 月，扎格斯台苏木在该禁牧区

安装 2 处监控设备（高格斯台河南山、北山各 1 处），采用“网格员+无人机+监控”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未发现其他牧民违规放牧破坏草地现象。经内蒙古大

学和项目建设单位按照草原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效果监测技术规程对该项目区开展实施成

效监测，分别于 2020 年开展基底监测、2021 年开展中期监测、2022 年开展终期监测，

监测结果为“平均植被盖度从 2020 年的不足 10%提高到 2022 年的 40%，沙地退化情况得

到了明显的控制；平均草群高度从 2020 年不足 5厘米提高到 2022 年的 15 厘米以上，有

效提高项目区的草地生产力”。

部分属

实

加强违规

放牧监督

执法，建

立有效巡

查监管机

制。

属地政府强化

源头管控，预防违规

放牧问题。压实旗、

苏木、嘎查三级网格

员责任，利用无人机

巡查、重点区域监控

等技术手段，对禁牧

区开展高频次巡检，

确保巡查全覆盖。畅

通群众举报渠道，公

开监督电话，鼓励牧

民互相监督，形成群

防群治格局。同时，

持续落实长效管理

机制。组织执法队伍

开展草原执法专项

培训，加强林草专业

执法力量配备，强化

执法能力建设。适时

开展草原植被盖度

监测，以生态恢复数

据评估禁牧成效，确

保禁牧政策落地见

效，筑牢草原生态屏

障。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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