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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统一工作安
排，结合我省实际，省生态
环境厅、公安厅、交通运输
厅、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
了《福建省机动车排放检
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
治实施方案》，并会同法
院、检察院联合发力，自上
而下坚决遏制第三方机构
弄虚作假问题频发势头。
各级相关部门将加强协同
配合，充分发挥各自业务
指导和行业监管优势，建
立健全联合执法、联合办
案等工作机制，推动行刑

衔接，实施联合惩戒，强化
违法机构全链条打击，全
面推进综合整治和系统治
理。

本次专项整治将按照
“治、打、断、建”工作思
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处
罚弄虚作假行为，坚决切
断作弊装置生产、销售、
使用，以及检验机构和维
修机构沆瀣一气、联合作
假的非法利益链条，推动
机动车检验和维修领域
健康发展。重点打击 10
类弄虚作假情形：一是使

用“一键达标”等作弊装
置；二是不检验直接出报
告；三是换车替检；四是
未按标准要求检验而出
具合格报告；五是篡改计
算机记录结果；六是故意
遮挡检验过程视频；七是
对车辆非法改装；八是不
维修直接出具维修合格
证；九是拆除机动车污染
控制装置；十是制作或销
售检测作弊器。这些作
弊手段和装置成本极低、
操作简便、违法收益大，已
成为生态环境监管领域的

突出短板弱项。
通过全面深入排查整

治，严肃查处一批重大案
件，严厉打击一批违法行
为，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
例，建立一套长效机制，形
成强大社会震慑效应，提
升监管执法能力，实现不
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
假，助推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倒逼移动源污染减排，
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
清新空气和优美环境的获
得感。

我省严惩机动车排放弄虚作假
即日起，六部门联合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严惩出具虚假

检验报告、签发虚假维修合格证等“十类情形”

N海都记者 江方方 文/图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机动车排放已和环
境空气质量紧密联系。而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
构作为移动源污染管控的关键环节，其弄虚作假行为不仅
影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也严重侵害群众环境权益。即日
起，省生态环境厅等省直六部门联合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
领域第三方机构专项整治，集中精力重点打击出具虚假检
验报告、签发虚假维修合格证等弄虚作假问题，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坚决切断作弊装置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利益
链，以及虚假维修和作弊检验的利益链。建立和完善监管
长效机制，推动机动车检验领域健康有序发展。市民可拨
打12345，或本报热线968880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据统计，全国机动车
保有量 4.4亿辆，年排放约
520万吨氮氧化物，全省机
动车保有量 2600万辆，年
排放约 40万吨氮氧化物、
0.48 万吨颗粒物（其中重
型货车 70万，氮氧化物排

放量占比76.1%，颗粒物占
比 52.1%），是影响 PM2.5
和臭氧指标的重要因素，
而当前机动车排放检验领
域第三方机构违法问题较
为突出，可能成为影响行
业健康发展的因素。

2023 年以来，省生态
环境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
通过“清水蓝天”交叉执法、
专项监督帮扶等行动，加大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
三方机构执法监管力度，查
处多起弄虚作假案件，发布

典型案例 6批 19个。造假
情形既有套牌检测等常规
操作，也有遥控篡改或者伪
造检验数据等专业手段。
经过整治，造假乱象总体得
到有效遏制，但仍有一些机
构存在违规问题。

造假时有发生 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开展专项整治 重点打击“十类情形”

在武夷山民宿里一
品佳茗，饱览雨后茶山
青翠胜景；在晋江海边
渔村簪花围，和村民一
起体验“讨小海”；在漳
州南靖漫步“云水谣”古
镇，感受土楼风情……
近年来，我省在乡村振
兴中培育了一批各美其
美的“个性”村庄，促进
城乡融合的新思路、新
模式陆续涌现，发展的
路径不断拓宽。

根据《意见》部署，
我省将进一步强化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三个统筹”，加快形
成以中心城区为龙头、
县城为纽带、小城镇为

节点、村庄为支撑，广泛
覆盖城乡的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
系。同时，加快建设城
乡间交通、数字、制度

“三条通道”，推进县乡
村“三级治理”优化，助
力增强县域造血功能，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双向流动，推动高水
平融合。

《意见》明确要求，
要强化政策和要素支
持 ，聚 焦 重 点 领 域 和
关键环节推动一批改
革 举 措 ，积 极 开 展 县
乡 村 各 类 试 点 示 范 ，
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
地落实。

支持福厦泉中心城区扩容提级
我省出台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努力开拓具有

福建特色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

10月9日，机动车检验机构专项整治省第二联合督导
组赴厦门开展督导

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以县域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对我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意见》出台，将推动八闽大地上城与乡的双向奔赴更加热烈，努力开拓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

近年来，我省城乡融合
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2023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1.04%，比全国高 4.88 个百
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
至 2.10，比全国优 0.29；城
乡人均消费支出比缩小至
1.73，比全国优 0.08。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
我省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还
客观存在，县乡村一体化发
展还存在许多短板。”省发
改委有关负责人分析。

立 足 当 下 ，放 眼 长
远。当前，全省城乡融合
发展已处于提质增效关键

期 。 在 广 泛 深 入 开 展 调
研，并综合运用大数据等
手段对我省产城人空间布
局演进、发展规律进行研
究的基础上，省发改委牵
头起草《意见》。《意见》提
出，到 2027 年，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日趋完善，城

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
平全面提高，县域综合实
力明显增强，一批重点县
城、经济强镇、和美乡村脱
颖而出。到 2035 年，共同
富 裕 取 得 重 大 实 质 性 进
展，全省城乡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构
建科学完备的城乡空间体
系至关重要。

先在市区“Citywalk”，再
去县城买一杯网红咖啡，然
后 到 乡 村 体 验“ 归 园 田
居”——这被网友们称为“幸
福感的具象化”，而其背后则
是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

完善的城乡空间体系。
支持福州、厦门、泉州中

心城区扩容提级，强化高端
生产服务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能力供给；推进宁德、莆田、
漳州中心城区公共设施提标
扩面，主动融入福州都市圈、
厦漳泉都市圈建设；提高南
平、三明、龙岩中心城区城镇

化建设水平，打造山区绿色
发展带主要支撑……《意见》
明确，在城乡格局上，健全城
市规划体系，引导大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
紧凑布局，构建科学完备的
城乡空间体系。

在沿海地区，我省将推
进形成“设区市中心城区及

副中心—县城和经济强镇—
镇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
化的都市连绵结构。在山
区，将推进形成“设区市中心
城区—县城—中心镇村”为
主的点轴状分布结构。

从点到面，从纵轴到网
络，一个镶嵌在山海间的城乡
格局在八闽大地徐徐铺展。

N福建日报记者 林蔚
海都记者 罗丹凌

从当下到长远：蓝图规划更清晰

从节点到网络：城乡格局更优化

从个性到共性：重点任务更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