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府办函〔2017〕151 号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资阳市申报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资阳市申报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工作方案》印发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资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7 日



资阳市申报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坚

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山水林田湖联动保护，进一步改善我市山水

林田湖生态质量，根据财政部等有关部委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工作有关文件

精神，我市将申报启动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工作。现制定以下工作方

案：

一、项目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工作的通

知》（财建〔2016〕725号）（详见附件 1）、《关于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

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6〕876号）（详见附件 2）等文件精

神，按照开展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的工作部署要求，充分集成整合项目、资金政

策，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

合治理，真正改变治山、治水、护田各自为战的工作格局。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矿山环

境治理恢复、生态环境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全方位系统综

合治理修复等公益性工作。

项目编制要着眼当年下达当年实施的公益性项目，主要在矿山环境治理恢复、流



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土地整治与污染修复等不同项目领域进行项目编制。

项目在立项争取成功当年即下达并实施，要选择正在实施或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的

成熟项目编报。

资金来源主要是土补费和矿补费。项目资金每年国家投入在人大代表会议通过当

年财政预算后即刻下达，资金一般在当年 6月底以前到位。项目资金实行中央财政补

助形式，补助金额一般控制在项目资金总预算的 30%以内，分为基础性补助和奖励

性补助。基础性奖补直接下达，奖励性补助根据各地项目实施情况奖励拨付。该项目

资金与其余资金可以整合投入同一个项目，不予抵扣。

二、项目工作任务及分工

此次申报是以编制实施方案申报。

（一）项目清单所需资料：

1．总结：2016、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总结、“十

二五”工作成效等；

2．资阳市在全国、全省获得的有关认证，包括市委市政府、各县（区）和部门、

园区获得的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牌子；

3．规划：资阳市十三五规划、各行业十三五规划、相关项目专项方案等；



4．项目清单：山、水、林、田、湖方面项目清单，包括国家、省投项目和市县

区自投项目。如：绿化全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水利设施项目（包括毗河

一、二期），土地整治、耕地保护、矿山（页岩气、砖厂等）整治项目，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污水处理厂、城市生活用水地下管道治理、垃圾处理等环保项目等等。重点

是正在实施未完成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完成即将实施项目、“十三五”期间前期工作基

本完成能实施完成的项目。列出项目清单（格式另附），明确建设内容及投资、实施

期限、责任主体、实施阶段（详见附件 3、4）；

5．图件：工作底图，包含地质环境条件、相关工作部署信息；

6．管理办法、文件：市委市政府和各部门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验收、资金

管理、考核等方面管理要求；已开展工作、正在开展和即将开展工作的文件（分国家、

省、市、县）；

7．图（照）片：反映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图（照）片及文字说明，工作成效照

片及文字说明；

8．项目资料：前期已开展工作，提供已审批通过的项目规划设计、实施方案等

项目报告（附评审意见、政府批文），重点反映项目成熟度；

9．其他：2016年市级年鉴等。

10．各地各行业参照《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提纲》（详见附件



6）制定本行业实施方案。

所需资料若有增加，根据工作需要及时通知并按要求提供。

（二）任务分工

1．市政府办：负责宏观工作部署、会议召集、重大事项及关键问题决策，统筹

协调市级相关部门和县区政府开展申报相关工作。

2．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政府：分别负

责牵头编制好辖区内实施方案、策划好项目、准备相关资料，按照行业线索分别提交

市级相关部门汇总。同时各县（区）也要主动对接相应省、部等上级单位争取支持。

3．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职责：（1）负责行业现状分析、生态功能定位、问题梳理、

目标提出、项目核实、绩效评价、相关图件核实等工作；（2）梳理近五年来工作成

效，汇编制度、项目、资金文件；（3）落实专人对接项目，联合编制实施方案。

市财政局：负责编制资金筹措方案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编制项目资金整合、管

理、监督办法，负责保障该项目前期申报过程中所需经费。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矿山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土地整理、耕地保护等方面资料

收集汇总工作；制定《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申报实施方案编制工作联

系信息表》（详见附件 5），收集市级相关部门联系方式，负责牵头协调编制资阳市

实施方案。



市环境保护局：负责面源污染、水体污染与监测等工作。

市林业局：负责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和林、草、湿地恢复等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河道整治、水库建设等资料收集汇总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全市投资宏观管理和协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研究提出抓好

重点项目策划、包装、生成和推进有关政策措施，组织编制全市重点建设项目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

市农业局：负责土肥水资源技术推广、监测、开发服务，加强对生态农业、循环

农业的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

市扶贫移民局：负责移民管理和后期扶持相关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城市建设管理、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等相关资料收集汇总。

市商务局：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拟订并执行对外经济合作政策，承担全市外

资项目招商的统筹工作。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协调推进工业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组

织实施相关重大示范项目和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等推广应用。



市规划局：负责城市总体规划的组织、调整、修订和审核报批工作，参与编制全

市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规划。

市供销社：参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土地流转、禁止秸杆燃烧综合利用等工作。

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联合市级相关部门

确定项目、负责项目落地、负责图件编制、提供项目申报相关资料。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环境保护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

市水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扶贫移民局、市供销社既要负责编制市本级项目，

也要以行业为工作线条，根据项目方案编制单位列出的资料清单汇总全市各行业项目

及资料并及时提供给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同时也要主动对接相应部、省等上级单位

争取支持。

4．市国土资源局牵头，市环境保护局配合对各部门提交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配合项目方案编制单位编制方案；市财政局、市环境保护局与市国土资源局共同负责

对上、对外和市内综合协调工作。

5．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申报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汇

报多媒体编制、制作工作部署图及项目表等。

三、关于项目编制及申报方式

（一）项目编报的范围



沱江流域包括德阳、成都、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市等六市。按照不等不靠的

原则，在资阳、内江、自贡三市联合申报、共同推进的前提下，由自贡市政府牵头，

自贡、内江、资阳三市联合报告省政府，力争省政府协调成都、德阳、泸州三市同时

推进沱江流域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项目申报工作。

我市范围内涉及雁江区（含市本级、开发区、临空经济区）、安岳县、乐至县。

（二）项目编制单位的确定

参照广安市、内江市等地的做法，项目编制工作报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同意后，

直接委托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负责，由市国土资源局代市人民政府与省地质环境监测

总站直接签订《〈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编制合同》。

（三）项目编报方式

1．以行业为主线，各县（区）政府、市级各部门分别收集资料，对项目进行包

装，编制初步方案。

2．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分别编制《自贡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内江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实

施方案》。

3．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打捆编制一个沱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与共建项目实施方



案，资阳、内江、自贡三市分别为不同实施主体，方案突出各地特色和亮点，经省财

政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厅审查后三市政府联合申报。

（四）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1．制定方案（4月 24日—4月 30日）

制定工作方案，召开培训、动员会议，研究部署申报工作。

2．编制项目（5月 1日—6月 30日）

各县（区）级政府及市级相关部门立足本地实际，寻找项目主题，编制项目，加

快项目前期工作。

3．准备资料（7月 1日—7月 20日）

各地各部门对照所需资料项目清单，逐项完善基础资料，提交市国土资源局。在

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指导下，查漏补缺，优化项目基础资料。

4．编制申报方案（7月 21日—8月 31日）

由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负责编制山水林田湖项目实施方案。

5．汇总三市实施方案（9月 1日—9月 30日）

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负责汇总三市实施方案，提升三市申报理念、主体、项目，



形成沱江流域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总体方案，切实做到项目争取有力、项目实施

可行。

6．申报验收（10月 1日—10月 31日）

方案经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环保厅审查验收合格后，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审批。

四、加强领导，督查推进

（一）成立领导小组

成立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申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

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各分管市长担任，成员由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雁江、安

岳、乐至政府主要领导，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境保护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

局、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市扶贫移民局、市规划局、市供销社等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组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办公室主任

由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兼任，副主任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

环境保护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

（二）建立协调联系机制



1．市域内：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召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每周研究工作推进情

况、解决存在的问题、商定下步工作、通报各县（区）及市级相关部门工作情况。相

关部门确定 1名单位负责同志、1名固定联系人，具体承办此项工作。各县（区）及

市级相关部门要将工作任务、责任目标逐项分解，限期完成工作任务，及时研究解决

项目申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详见附件 5）

2．市域外：由市政府牵头，及时与自贡市、内江市对接，协调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申报相关问题，联合争取省和国家相关部委支持。

3．省级以上：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境保护局

配合，协调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环境保护厅积极申报我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争取中央和省级对我市项目和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三）建立保障机制

1．资金保障

《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包括内业资料汇编和现场

调研，市、县区财政要专项解决项目编报、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2．强化督查

建立《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编制工作情况半月报告、通报



制度，由市政府督查室负责专项督查督办，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动。

附件：1．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工作的

通知（财建﹝2016﹞725号）(略)

2．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建﹝2016﹞876号） (略)

3．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内容参考分项工作表(略)

4．四川省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汇总表(略)

5．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申报实施方案编制工作联系信息表(略)

6．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提纲

7．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联系人：汪群翔；电话号码：15928340969、26111589）

附件 6



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提纲

前言

重点阐明项目背景中央、省级领导批示、申报缘由、规划区范围、规划期及实施

主体。

缘由根据财建﹝2016﹞725、876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

“十三五”纲要及行业部门“十三五”相关规划，写明项目立项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

意义。

规划区域含地理位置、范围、涉及行政区域（以县为单位）。

规划期：2018至 2020年。

组织主体省人民政府，实施主体为市、县人民政府。

第一章 规划区生态环境现状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区内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象、水文水系、地形地貌、地质环境、土地利用、

林业、生物等自然概况

第二节 社会经济

区内人口及社会经济现状（产业结构、布局）、社会发展（人均收入，贫困人口）

第三节 生态系统变化趋势与生态服务功能

生态环境演化历史，如大炼钢铁等导致森林覆盖率降低、生物多样性、水质变化

等，阐述结合全省生态功能分区进一步细化本区域功能分区

第二章 主要问题及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第一节 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一、矿山环境问题

二、农村面源污染突显



三、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四、植被稀疏生物多样性

五、水土流失严重

六、耕地少质量差

七、地质灾害多发

八、生态环境问题引发贫困问题

……

第二节 项目实施重大意义

从生态定位、国家省级战略等角度阐述项目重大意义，高度要高。

第三节 项目实施可行性

结合前期工作论述工作成效，重点探明对下一步工作打下的基础（组织领导、管

理体系、资金筹措、考核监管、产业调整）。

第三章 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及目标任务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科学保护的理念，重点围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五大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来写。

第二节 工作原则

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围绕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保护与治理并举，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及流域上下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第三节 目标任务

目标请尽量定量，用数据说话。

第四节 技术路线

着重阐明对部署的工作任务和要达到的目标拟采取的技术手段、具体步骤及工作

方法等，重点要保证可操作性。

可以用流程图或示意图说明。

第五节 相关标准

分类列举各类具体项目要遵循遵照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第四章 建设内容

这里要结合财建﹝2016﹞725号文相关要求来有针对性部署相关工作，一定要

突出特色、亮点，避免什么都往里面装。

第一节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第二节 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第三节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

第四节 土地恢复治理工程

第五章 工作部署

第一节 生态环境功能分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指导思想，综合“三山两槽一江”的地貌格局，统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敏感性、生态环境问题类别、人类活动影响及城镇经济及城市建设规划，划分功

能分区。

第二节 工程部署

按照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整体规划、系统实施，结合功能区打包项

目。同时坚持分期理念，要有具体工程措施、可考核的工作量。

第三节 重点工作（项目）

重点剖析重点项目，从项目基本情况、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项目规划部署（内容、

资金、项目进度），提供项目部署图、或效果图。

第六章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重点要吃透财建﹝2016﹞876号文精神。

第一节 投资估算

一、估算编制依据

二、项目投资估算（分项说明）



三、治理工程总投资

第二节 资金筹措

重点阐明整合资金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分年度列出申请中央奖补及地方投入。

一、投资估算

二、资金筹措

三、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加强资金监管

三、加强技术创新

四、加强质量管控

五、加强进度督查



六、加强绩效考核

第八章 效益评估

第一节 社会效益分析

第二节 经济效益分析

第三节 环境效益分析

结论

附件 7

资阳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 铁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周齐铭 市政府副市长

周 燕 市政府副市长

许志勋 市政府副市长、安岳县委书记



雷 刚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邹明勇 市政府副秘书长

文 勇 雁江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刘怀笔 安岳县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彭玉秀 乐至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县长

王万军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邱国全 市临空经济区管委会主任

林显奎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邓继红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

曹汉卿 市财政局局长

薛 红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邓发潮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李泽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团结 市水务局局长

纪昌兴 市农业局局长

蒋显超 市林业局局长

余贵冰 市商务局局长

付 萍 市扶贫移民局局长

罗 文 市规划局局长

游志明 市供销社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办公室主任

由市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兼任，副主任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

环境保护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市国土资源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蒋廷波，

市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汪群翔以及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专职联络人员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