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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府发〔2022〕10号

安岳县人民政府

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龙台发展区管委会，县级相

关部门：

为全面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

知》（川府发〔2019〕9号）和《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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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

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资府发〔2021〕13号），坚定贯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推动我县高质量发展，现就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以下统称“三线一单”），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并

监督实施提出如下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省委十一届八次、九次、十次全会，

市第五次党代会、市委五届二次全会和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战略、成德眉资同城化发

展决策部署，以保护良好生态环境为核心，建立并实施以“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为基础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成渝中

部重要节点城市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奠定坚实基础。

二、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县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

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治理能力显著增强，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基本形成，长江上游沱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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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生态系统状况根本好转，长江

上游沱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建成独具特色的山水魅力

公园城市。

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将全县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先保护单

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三类环境管控单元。其中优先

保护单元 2个，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

然公园、重要湖库等，应坚持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原则，严格执行

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土空间管控要求，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重点管控单元 4个，主要包括县城中心城区及重点镇规划区、工

业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大气等要素重点管控区等，应强化城

镇开发边界对开发建设行为的刚性约束，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聚

集，不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一般管控单元 1个，为优先

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区域，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推进乡村生活和农业污染治理。

四、“三线一单”实施应用

（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将“三线一单”作为综

合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政策、规

划、方案要与“三线一单”充分衔接，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城

镇建设及重大项目建设要充分考虑“三线一单”的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及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要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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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不突破。

（二）支撑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要将“三线一单”作为推

进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环境风险防控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和

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内容。在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及生态、

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保护与管理中，严格落实“三线一单”

管控要求。

（三）建立“三线一单”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 5年组织

开展 1次全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情况评估，并

按程序进行更新调整。5 年内，针对全县“三线一单”工作组织

实施过程中重大变化及时研究更新，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自然公园等依法依规进行调整的，按程序申请更新

和调整。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负责本辖区“三

线一单”的落地和监督管理，对“三线一单”工作组织实施过程中

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和决策。

（二）强化工作保障。县财政安排专项工作经费，保障“三

线一单”实施、评估、调整更新、数据应用等工作正常开展。县

级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推进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三）加强宣传培训。结合管理需求与工作推进情况，采取

多种形式，开展广泛宣传和培训，不断总结经验并逐步推广“三

线一单”应用，切实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应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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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评估考核。将“三线一单”实施情况纳入生态环

境党政同责工作考评，对“三线一单”执行不力、生态环境问题

突出的乡镇（街道），要进行通报问责，专项帮扶，督促严格管控

生态环境。

附件：1.安岳县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2.安岳县环境管控单元清单

3.安岳县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安岳县人民政府

2022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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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岳县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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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岳县环境管控单元清单

行政区 控制单元类型 控制单元编码 控制单元名称

安岳县 优先保护单元 ZH512021 10002
四川安岳恐龙化石群地质自然公

园、生态保护重要区

安岳县 优先保护单元 ZH512021 10001

安岳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七里

桥水源保护区、书房坝水库水源地

保护区、朝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

鸳大镇水源地保护区、康家桥水库

水源地保护区、千佛乡水源地保护

区、兴隆镇水源地保护区、护建镇

水源地保护区、天林镇天宝水源地

保护区、天林镇水源地保护区、清

流镇水源地、南薰镇鱼鳞碑水库水

源地保护区、大平镇九龙报花厅水

库、大平镇高石坎水库、李家镇和

平观音岩水库、护龙镇水源地保护

区、云峰乡桑树湾水库水源地保护

区、磨滩河水库水源地、高升乡水

源地保护区、永清镇水源地保护区、

永清镇坪河场水源地保护区、龙台

镇水源地保护区、龙台镇偏岩场水

源地、横庙乡牛角沟水库、双龙街

乡桂花水库、协和镇十八罗汉水库

水源地

安岳县 重点控制单元 ZH51202120003 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龙台发展区

安岳县 重点控制单元 ZH51202120004 安岳红薯加工产业示范园区

安岳县 重点控制单元 ZH51202120005 安岳县中心城区开发边界

安岳县 重点控制单元 ZH51202120006 水、大气环境要素重点管控区

安岳县 一般控制单元 ZH51202130007 一般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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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岳县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为实现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建立国土空间全覆盖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在全省及成都平原经济区总体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的

基础上，根据安岳县域特征、发展定位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

出全县生态环境管控总体要求。

安岳县生态环境管控总体要求

序号 总体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第一条

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单，

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打

造城镇生态隔离区，营造绿色生态格局。优化完善生态保护框架体系，加强

县域核心生态资源保护，维护生态安全格局。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

沱江流域全面禁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

第二条

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构建生态空间和安全格局，引导城市空间和公

园形态有机融合，共同推进沱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强化山水林田湖草联合

治理，共建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打造同城化绿色发展示范区。协同推进土

壤污染防控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协同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

第三条

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鼓励和支持节水、节肥、节药、节能等先进的

种养殖技术，大力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和绿色防控技术，提高利用效率。

以环境承载力为依据，确定水产养殖规模、品种和密度，预防、控制和减少

水产养殖造成的水环境污染。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严防因秸秆焚烧

造成区域性大气污染。

第四条

深入实施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实现工业废水达标排

放。加强工业园区风险应对能力建设，鼓励各行业结合区域水环境容量，实

施差异化污染物排放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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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以沱江流域干流为骨架，其他重要支流、湖库为支撑打造绿色生态廊道

防护林体系，增加城镇生态连通性，提高绿色廊道的生态稳定性、景观特色

性和功能完善性。

沱江干流第一层山脊内除基本农田、村庄和其他建设用地外的宜林宜绿

土地全部纳入防护林用地范围，构建结构合理、功能稳定的沿江、沿河生态

系统。

构建滨江开敞空间，以多级尺度、多种形态的城镇及郊野绿地为基础，

打造城市滨水公园、郊野游憩公园、湿地生态公园、农业观光公园四类公园。

第六条

加强农用地风险防控。严格保护优先保护类耕地，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

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加强建设用地风险防控。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的用途变

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

依法严查向河滩、河道、湿地等非法排污、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

第七条

严格国家产业准入要求，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四

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的要求布局化工园区、化工项目及尾矿库。

第八条

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加强恐龙化石群地质自然

公园监管，布设相对固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监控点位，及时获取生态保护红线

监测数据。

第九条

推进安岳县水系水网规划工程建设。推进城镇中水回用和农村生活污水

资源化利用工程建设，切实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第十条

加强安全利用类耕地风险管控，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优

先采取农艺调控类、种植结构调整、治理修复等措施，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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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安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