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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行政调解是环保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应当事人请求处理污染纠纷的职能行为。环保主管部门对于

受理的投诉案, 应以法律为依据, 以自愿为原则,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提高处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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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投诉是单位和个人环境维权的一种

法定形式,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体现。

对于环境污染投诉的处理,环保主管部门应当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被投诉方实

施环境行政执法,根据被投诉方的环境违法事实,

作出行政决定;当当事人提出污染损失赔偿要求的

请求时,环保主管部门应当通过调解的方法促使当

事人双方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消除纠纷和达成

协议。

环境污染投诉的内容可能是长期累积污染的

问题, 也可能是突发性污染事故,大部分是如油烟、

噪声等一般性污染问题。一旦形成, 往往存在厂群

矛盾、冲突及纠纷,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

面影响。因此, 环保主管部门提高其处理效能,尽

快、妥善解决好这些环境污染投诉,意义重大。

实践中,对于污染投诉, 首先应当确定是否适

用于行政调解,如举报企业的具体环境违法行为是

否已进入诉讼程序以及是否属于本机关管辖, 当事

人双方是否都愿意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等。对于前

述不适用于行政调解或本部门调解的投诉,应及时

告知投诉者。对于受理的投诉案, 应以法律为依

据, 以自愿为原则, 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提高处理

效能。

( 1)调解前,环保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存在

的环境违法问题应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如责令限期

整改、实施行政处罚、补办审批手续等,以做好调解

的铺垫。环保主管部门还应与当事人双方充分接

触,找出问题的症结、焦点之所在,初拟协调。调解

意见要切实可行,可考虑分步实施。

( 2)对集体举报和联名投诉, 环保主管部门要

请群众慎重选择代表作为协调会的参加人员, 群众

代表既要有代表性, 又要具有一定的素养, 能够正

确地表述观点。

( 3)调解会可以邀请被投诉方的主管部门、新

闻媒体或其他相关单位参加, 作为调解意见的执行

监督者。此举可以增强调解会的公正、严肃和透

明,对被投诉方执行调解意见进行公众监督和舆论

监督。

( 4)调解会上,环保主管部门应就前期对被投

诉方的环境监管情况及其整改工作作介绍,还应阐

述国家政策和环保法律法规, 并告知与会各方行政

调解不具备法律强制力。若当事人双方调解不成,

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然后让当事人双方充分表

述意见,会议应本着公平、公正,合理和合法的原则

进行。

( 5)调解意见要形成书面材料, 经各方签名、

盖章认可后,各执一份, 环保主管部门可以请新闻

部门在媒体予以报道,或在现场张榜公示。

( 6)由于行政调解不同于行政讼诉, 无严格的

时效要求, 往往久拖不决。因此在调解中, 设定一

个使双方当事人都认同的时限协定,对于纠纷的解

决可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 7)环保主管部门对于达成的协议, 应做好事

后监督,促使协议得以按时、按要求落实,避免矛盾

的再度激化,影响社会稳定。一旦因主客观原因无

法落实,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可提起讼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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