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1.总体要求 

申报入库的项目应以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为重点,并与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等重点任务相衔接,

能够实现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精准支撑,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改

善。 

2.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范围包括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

点,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打赢蓝天保卫战确定的重点任务等。

申报入库的项目类型包括燃煤污染控制、工业污染治理、移动源

污染治理、大气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等，以锅炉及工业炉密综

合整治、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天地车人”一体化机动车排放监

控系统能力建设等为重点。已纳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

市的清洁取暖项目可直接纳入中央项目储备库管理。对点多面广

的环境治理内容,如燃煤锅炉淘汰改造、燃气锅炉低氮改造、“散

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可在一定

区域范围内打包形成一个整体项目集中推进,企业集群综合整治

等也应作为整体项目集中推进。具体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是以解决突出大气环境问题为导向，项目实施对大气污染

物减排或大气环境管理能力提升有直接贡献,与国家和地方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措施一致。 

二是项目技术路线科学、环境效益良好,主体工艺成熟、高

效、适用,工程绩效明确、可量化、可考核,项目建成后能够可持

续运行。 

三是项目建设内容描述清晰、真实可靠。污染治理类项目应

明确计划采用的技术、深度治理要求;淘汰类项目应明确淘汰的

设备、生产线具体信息,确保不具备复产条件;能力建设类项目应

明确建设项目的详细内容、购置设备的具体类型和数量等;企业

集群综合整治项目应明确整治方案、具体措施、治理要求等。 

四是项目前期工作基础较好,成熟度达到入库要求。 

3.不于入库的情况 

(1)燃煤污染控制:已获得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渠道支持或价

格补贴的项目,如可获得电价补贴的电厂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等;

无详细信息的锅炉淘汰类项目;建设内容描述不清晰的项目;洁

净煤生产利用项目等。 

(2)工业污染治理:未明确治理技术和治理目标的项目;企业

达标排放改造项目;采用非成熟高效治理技术的项目;烟气脱白

(烟羽治理）项目;恶臭治理项目;新改扩建“三同时”项目等。 

(3)移动源污染治理:新能源乘用车车辆购置、油品升级项

目、充电桩项目；老旧柴油货车尾气改造、淘汰补贴等。 



(4)能力建设：不符合大气环境管理实际工作需求的能力建

设项目,国控站建设,超级站及实验室建设等。 

(5)其他不予入库的情形:道路及工地扬尘治理项目，秸杆综

合利用项目，燃气管网、供热管网、电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日常工作经费类项目,科研类项目,运行维护类项目;已获得

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其他与大气污染

防治关联性不大的项目或成熟度不符合入库要求的项目等。 

4.入库材料要求 

申报入库项目需提交材料: (1)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工程

类项目应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及其批复或备案文件,能力建设

类项目应提供实施方案及批复文件,淘汰补贴类项目、点多面广

的打包类治理项目应提供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有关工作方案。确

实无法提供以上材料的项目应提交可证明其已明确列入地方政

府大气污染治理计划或重点工作的相关材料。(2)项目绩效目标

申报表(参考附表）。 

5．联系方式 

联系人: 大气环境处  姬  勇 

联系电话：（029）86787872 

邮箱: sthjjdqhjc@126.com 

地址:西安市政府二号楼 1006 办公室 

 

 



附件 2 

 

1.总休要求 

申报内容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机构改革对

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以及南水北调重大工程水质保障

等重点任务相衔接。 

聚焦水生态环境治理重点任务,支持以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为导向、以控制单元或单一水体流城为单位适度整合绩效相关联

的建设项目，统一立项、申报和实施，发挥项目合力，实现项目

对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精准支撑。 

2.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 

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入库范围包括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良好水体保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

其中：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及良好水体保护重点支持流域水污染

综合治理工程、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河湖缓冲带生态保护修复、

河湖水域生态保护修复、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入河排污口规范

化建设(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项目是对已整治完成的排污口，

重点实施监测点设置、标志牌设立、计量和视频监控系统构建



等)、重点江河湖库生态调查、河湖底泥重金属污染整治试点及

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项目。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项目类型主要围绕水源地规范

化建设及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保障等重点实施:一级保护区隔离

项目、保护区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保护区内风险源应急防护项

目、湖库型水源地富营养化与水华防治项目和重要水源地监控能

力建设。 

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重点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污染源

周边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地下

水污染防控与修复等。 

具体项目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是问题导向。以解决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项目实

施对减排污染物、提升生态环境自净能力有直接贡献。 

二是合理可行,项目技术路线科学,核心内容成熟,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具备实施条件且项目建成后能够持续运行。 

三是绩效明确。项目生态环境绩效明确,可量化、可监测、

可考核。 

四是成熟度高。项目成熟度达到可研(工程类)或实施方案

(非工程类）及以上批复要求。 

3．不予入库的情况 

(1)未体现问题导向,对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贡献不大、与水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关系不紧密的项目,如清淤、扩容、疏浚、闸坝



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项目,道路硬化、亮化、亲水平台等景观建

设项目,拆迁、楼堂馆所建设、车辆购置项目等。 

(2)项目可行性论证不充分、内容不合理可行、不符合法律

法规政策规定、无运营保障的项目。 

(3)生态环境绩效不明确的项目。 

(4)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中,与地下水污染源和集

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补给区调查无关的项目;地下水环境监管

能力建设项目中,区域尺度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建设项目以及未查

清地下水污染范围的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平台建设项目;地下水

污染防控与修复项目中,未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

的地下水污染修复项目,未查清污染源渗漏情况的地下水污染防

渗改造项目。 

(5)工作经费类、科研类项目,以及企业达标排放等企业事权 

类项目。 

(6)已获得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7)成熟度未达到入库要求的项目等。 

4.入库材料要求 

申报入库项目需提交材料: (1)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工程

类项目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文件,非工程类项目提供实施

方案及批复文件)。(2)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参考附表)。 

5.联系方式 

联系人: 水生态环境处  赵  欣 



联系电话：（029）86788143 

邮箱:sthjjssthjc@126.com 

地址:西安市政府二号楼 1007 办公室 

 

 

 

 

 

 

 

 

 

 

 

 

 

 

 

 

 

 

 



附件 3 

 

 

1.总体要求 

申报入库的项目应当围绕落实和完成《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目标、指标和重点任务进行设计。 

2.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 

支持项目类型包括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地块调查及风险评

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及其他项

目内容。 

具体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项目主要包括耕地周边重金属污染源

防控项目、历史遗留污染源整治项目和耕地土壤污染成因分析项

目。 

其中,耕地周边重金属污染源防控项目包括在产达标企业重

金属治理提标改造,企业排污口整治及其他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

链条的措施等。历史遗留污染源整治项目应以历史遗留废水废渣

等治理为主,治理的主要污染物应以镉、汞、砷、铅、铬等为主。

耕地土壤污染成因分析项目仅限于试点省份。 

(2)地块调查及风险评估项目主要包括建设用地地块调查评

估项目和农用地地块调查项目。 



其中,建设用地地块调查评估项目主要支持《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 HJ25.1-2019)规定的第二、第三阶

段调查和风险评估，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重点行业企业调

查发现的高关注度或中关注度地块;曾用于生产、使用、贮存、

回收、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曾用于固体废物堆放、填埋的;曾发

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的,以及其他有明显证据表明受污染的

建设用地。 

农用地地块调查项目原则上应开展土壤和主栽农产品协同

调查,调查结果能够为后续农用地安全利用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

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通过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以

及有关监测、调查和科学研究等,发现的农用地土壤超筛选值集

中区域;粮食、农业等部门监测数据,发现的产出农产品污染物含

量超标区域;位于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

边影响区;涉镉等重点行业企业排查发现的问题突出区域;作为

或曾作为污水灌溉区的,用于或者曾用于规模化养殖、固体废物

堆放、填埋的,曾作为工矿用地或者发生过重大、特大污染事故

的,有毒有害物质生产、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周边的,其他有明

显证据表明受污染的农用地等。 

(3)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项目主要包括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项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农用地安全利用项目、农用地



修复项目。 

其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项目,对于污染物

类型复杂、修复难度大的项目,要通过小试、中试等论证技术路

线的合理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项目支持生产

经营时间长、污染物类型复杂、污染范围大或程度深等类型的地

块,原则上每省每年该类项目不超过 5 个,申报资金额度全省不

超过 2000万元。 

农用地安全利用类项目支持小试、中试、大范围推广项目。

申报中试项目必须完成小试项目,申报大范围推广项目必须完成

小试、中试项目。 

农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除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外，原则上

不予支持。 

(4)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项目包括土壤环境监测监管能力

建设、土壤环境管理信息化平合建设等类型项目。 

(5)其他项目,包括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推广、土壤污染防

治管理改革创新、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的土壤污染防治支出及其他

与土壤环境质量改善密切相关的类型项目。 

3.不予入库的情况 

(1)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项目 

一是以土地平整、矿山复垦、采石场生态复绿等为主的项目; 

二是以垃圾焚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处置等为主的项目。 

(2)地块调查及风险评估项目 

建设用地地块调查评估:有污染责任人的地块或依法必须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

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农用地调查:一是拟变更为建设用地或其他用途的农用地;

二是调查布点方案未与已有相关调查结果(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等)充分衔接,未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布点;三是土壤未

超筛选值的项目;四是主栽农产品质量未超标的地块。 

(3)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项目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项目、修复项目及方案编制项目:

一是有污染责任人的地块或依法必须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工业、

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二是未开展污染状况调查和

风险评估的地块;三是风险评估结果为人体和生态受体可接受的

地块;四是成片受污染建设用地,分期分批实施风险管控、修复,

毗邻地块可能再次污染本项目地块且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

的。 

农用地安全利用项目、修复项目:一是未开展详尽的土壤状

况和农产品质量调查的地块;二是土壤未超筛选值的项目;三是

主栽农产品质量未超标的地块;四是项目区污染源未切断或工程

方案中未包含切断污染源措施;五是农用地安全利用项目资金测



算不合理,每亩单价超过 3000 元;六是拟变更为建设用地或其他

用途的农用地;七是以有机肥替代、测土配方、秸秆还田、农药

减量化与农业生物防治、田间道路整理、灌溉水工程等为主的项

目;八是未纳入技术应用试点项目的农用地修复项目。 

(4)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及其他项目 

以土壤污染防治科研为主的项目;以废旧农膜回收、畜禽养

殖粪便处理处置设施、有机肥生产设施建设等为主的项目;已获

得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与土壤污染防

治关联性不大的项目等。 

4.入库材料要求 

(1)地块调查及风险评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

复方案编制项目、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及其他项目。 

申报入库项目需提交材料:①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项目概况、必要性、项目范围及内容、技术路线或技术方案或建

设方案、投资估算、拟申请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额度、实

施进度安排、预期成果等,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可以用可行性研究报告替代,建设用地地块调查与风险评估实施

方案应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 

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3-2019)》等技术指南要求。农用地地块调查项目实施方

案应符合《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2012)》、《土

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6-2004))》等技术指南要求。②项目



绩效目标申报表(参考附表),③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包括有关

部门对实施方案的批准材料、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或任务下

达文件等。 

(2)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项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项

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农用地安全利用项目、农用地

土壤污染修复项目。 

申报入库项目需提交材料：①实施方案或者可行性研究报

告。 

实施方案应达到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

实施方案应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的基础上,补充投资估

算、拟申请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额度、实施进度安排、预

期成果等内容。耕地土壤污染成因分析方案设计原则上应符合耕

地土壤污染成因分析技术要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应符

合《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要求。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项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农用地

安全利用项目农用地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提交实施方案或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同时,应当附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或包含调查、

风险评估章节及专家评审意见。②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参考附

表)。③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包括有关部门对实施方案的批准

材料或者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或者任务下达文件等。 

5.联系方式 

联系人：土壤生态环境处  张德隆 



联系电话：（029）86787544 

邮箱: sthjjtrsthjc@126.com 

地址:西安市政府二号楼 114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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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总体要求 

申报入库的项目应以落实《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等为重点,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等重点任务相衔接,并符合《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 

项目申报原则上要求,按照集中连片推进方式,以县(市、区)

为单位或在一定范围内打包形成一个整体项目,结合当地立项相

关规定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等立项文件,并由一个承

担单位负责项目申报、建设和实施。 

2.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 

支持项目类型主要包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水源涵养及生态带建设,生活垃圾治理、规模以下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项目,可以包含上述类别中的一类或者含两类及以

上的综合类项目。其中,重点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并做好

污水治理与改厕有效衔接。 

具体项目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是明确问题导向,项目以解决农村突出污染问题为导向,



满足农村实际和发展需要,属于国家农村生态环境相关规划重点

任务,与地方乡村发展和环境基础建设有关规划相协调。 

二是方案科学可行,项目方案经过充分论证,绩效目标可量

化可考核,技术路线科学可行,项目进度安排合理,工程投资预算

与项目建设内容、目标相匹配。 

三是运行管理有保障。项目运行管理责任主体明确,运行维

护资金费用渠道稳定,监管机制健全,确保项目工程建设质量,保

障设施建成后能够正常运行。 

四是项目成熟度高。项目具备开工基本条件,项目成熟度达

到立项及以上批复要求。 

五是预期效益可达。通过项目实施,村民饮水卫生合格率、

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畜禽养殖粪污有效处

理且综合利用率等重点指标能够达到成效评估要求。 

3.不予入库的情况 

(1)不符合农村环境整治资金支持范围的项目，如城镇建成

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和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大型垃圾填埋场、渣

土填埋场,城镇垃圾转运站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防治项

目;单纯改厕项目、秸秆加工处理项目等。 

(2)项目论证不充分,技术工艺复杂,设施规模超过实际需求,

建设或运行成本较高,运维管理主体不落实的项目。 

(3)已获得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 

(4)污水处理厂厂区内大面积绿化、道路工程、围墙和大门



等基础设施建设。 

(5)工作经费类、科研类项目，以及单纯的仪器设备购置、

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建设项目等。 

(6)未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批复、核准通知书、

备案通知书或有关批准文件的项目。 

4.入库材料要求 

申报入库项目需提交材料: (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

方案等立项申报文件(以县为单位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统筹打包

形成整体项目),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原则上应达到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深度,应包括项目概况、必要性、项目范围及内容、技术路

线、工程投资估算及拟申请中央专项资金额度、设施运维资金估

算与管理保障,实施进度安排、预期成果等。(2)项目绩效目标申

报表(参考附表）。(3)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或实施方案批复等立项文件)。(4)设施建成后运行维护资金来源

的证明材料。 

5.联系方式 

联系人：土壤生态环境处  刘新 

联系电话：（029）86787544 

邮箱: sthjjtrsthjc@126.com 

地址:西安市政府二号楼 114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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