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全力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8 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全省

招商引资大会和“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行动动员大会精神，按照“三

抓三促”行动要求，全力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实际，提出如下措施。

一、优服务，提高审批效率

（一）优化行政审批流程。全面提升“全程网办”率和“一网通办”能力，

重点在涉企排污许可、经营许可、证明事项、投资项目审批等领域，实

行一次性告知，落实清单办理要求，做到环保审批事项“最多跑一次”。

环评报告书审批时限由法定的 60日压缩为 20日；环评报告表审批时限

由法定的 30日压缩为 7日。

（二）强化环评服务保障。围绕省列 287个重大项目以及省市县三

级已申报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 3256个项目，坚持专班推进，积极对接

发展改革等部门，列出环评服务清单和管理台账，主动帮扶，实施大提

速包抓推进。建立服务企业联络员制度，对省列重大项目、年度开工项

目提前介入指导，提供精准“一对一”服务保障，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并

联提速，做到即来即审。对同类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同一园区内同类型小

微企业项目实行环评“打捆审批”。实行直达基层和直达中小微企业的咨



询服务机制。做好省储和国储项目、铁矿开发、保供煤矿等关键领域环

评保障。

（三）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对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项目实行环评“容

缺受理”，对环境影响总体可控的行业继续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

推进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白名单”制度试点、

危险废物“点对点”利用经营许可豁免试点等工作。加快推动排污许可与

在线监测、污染地块、固体废物等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

二、抓项目，协同减污增效

（四）强化专项资金带动。指导各地谋划污染治理项目，争取中央

专项资金支持，推荐总投资 57.2亿元的 100个大气、70个水、30个

土壤等污染防治项目纳入中央储备库，争取获得 45.9亿元中央专项资

金支持。推动 114个项目开工建设，争取完成 300个行政村环境综合

整治任务。

（五）加快推进生态环保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印发实施《关于加快

推进全省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意见》，建立省级“十四五”

生态环保重大项目库，对 209个总投资 505亿元的入库项目实施动态

监管，形成形象进度和实际工程量，尽早发挥环境效益。



（六）系统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推动涉及黄河和长江流域总

投资 21.6亿元的 56个水污染治理和修复项目实施。持续加大工业集聚

区污水治理力度。印发实施入河排污口审批管理规定。加快推动张掖、

白银两市总投资 15.59亿元的 18个再生水循环利用项目实施，争取更

多市州纳入国家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七）强化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加快推进兰州、金昌、武威、临夏

4市州总投资 257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48亿元的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试点项目建设，争取更多城市纳入试点范围。高质量推进酒钢、

榆钢、兰鑫钢铁总投资 196亿元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建设，推进水泥、焦

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开展白银公司和金川公司总投资 2.5亿元有色冶

炼行业深度治理。实施玻璃、煤化工、无机化工、化肥、铸造、石灰、

砖瓦等行业深度治理。

（八）扎实推动土壤污染治理。推进农用地镉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

整治，实施总投资 1.48亿元的 4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工程项目，在 4

个以上地级市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分，完成 14条农村黑臭水

体整治任务，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24%以上。

三、助降碳，腾出环境容量

（九）大力推进气候投融资。建设“甘肃省（市）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争取银行信贷支持。推动已有 129个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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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碳市场交易。督促兰州市已达成融资的 6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进度，

在使用好 82.7亿元前期投资的基础上，再争取 135亿元后续投资落地。

（十）狠抓减排提供环境容量。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建立重

点减排工程清单并动态更新，严格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积极推进重

点减排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污染物减排指标，保障重大项目落地。

（十一）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建立省级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

式（EOD）项目库，指导各地加快谋划实施一批生态环境关联度高、经

济发展带动力强的 EOD项目，组织实施总投资 125亿元的 4个 EOD

项目。推动总投资 97.15亿元的 5个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建设，促进

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有效融合。

（十二）积极推动绿色环保产业链发展。出台绿色环保（含绿色矿

山）产业链年度招商引资方案，编制支持政策清单，成立产业链招商引

资专班，组织开展招商引资活动，推荐 60家企业作为地方招商引资重

点目标企业，争取更多绿色环保项目在我省落地。

（十三）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成绩突出地区奖补力度。设立流域横向

生态补偿省级奖补资金，有序推进流域市州、县区横向生态补偿。对签

订补偿协议、考核断面全年平均水质达标的市县，每年奖励 300万元至

1000万元，连续奖励 3年。根据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结果设定奖补额

度，对考核优秀市州加大切块奖补力度。



（十四）深入开展生态环保科技帮扶。推进兰州（兰州新区）、白

银、天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一市一策”驻点科技

帮扶。全面落实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兰州

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组织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成立技术团

队，深入一线开展技术帮扶。

四、守底线，确保环境安全

（十五）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强化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风

险防控、调查评估，实施分类分级风险管控。深入实施“一河一策一图”，

开展高风险石化化工园区“找空间、定方案、抓演练”试点，健全跨流域

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持续开展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安全

隐患排查帮扶指导、应急预案质量抽查和电子化备案工作。

（十六）提升危险废物监管能力。积极配合做好总投资 10亿元的国

家级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促进总投资 37.2亿元的 5个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项目落地。指导兰州、天水、金昌、兰州新区 4地创建国家“无

废城市”，开展省级“无废城市”创建。实施危险废物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提升基层监管能力。

（十七）积极推行审慎柔性执法。实施全员全覆盖包抓包联 313家

生态环境领域工业企业制度，帮助企业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实施分级分

类管控，对守法记录良好的企业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实施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和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为。完成黄河流域 80%溯源和

30%整治任务。

五、强督察，服务发展大局

（十八）精准督察促进高质量发展。将中央、省和市级生态环保专

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情况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严肃查处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一刀切”和滥问责，以督察促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环境

治理等项目建设，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加强生态环保成效显著地区、单位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

环境保护，全面展示生态环境保护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