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银企携手共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夏宝龙在省政府视频会议上强调

6 月 20 日，省政府召开“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
济稳定增长”视频会议，分析研判今年以来经济金融形势，
研究部署下阶段改善金融发展环境、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对
策措施。 省委副书记、省长夏宝龙在会上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当前经济金
融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切实增强解难题、化风险、共担当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政银企携手着力
在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上出实招、求实
效，推动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
朱从玖主持会议。 会上，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
省高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杭州市政府、诸暨市政府负责
人作了发言。 各市、县（市、区）政府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在分
会场参加会议。

夏宝龙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总体
平稳，但受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一些企业
出现了债务危机和经营困难，对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发展带
来了一定影响。 各地各部门既要充分认识企业面临困难加
大、金融风险增多等问题，也要看到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

的积极变化，更要看到浙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长期发
展不断趋好的态势，坚定发展信心不动摇，进一步振奋精
神，积极应对，切实维护好、保持好我省良好的金融生态环
境。

夏宝龙强调，面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我们必须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各项预调微调政策举措，结
合我省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综合性措施，进一步加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努力做到既保增长、促转型，
又防风险、保稳定。 要把破解“两多两难”问题摆到更加突
出的位置， 以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搭
建更多转化平台和载体，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发
展。 要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建立政银企共同参与的
联合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企业资金链、担保链断裂引
发的金融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和负面影响。 各级政
府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统筹各方利益诉求；金融机构要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帮扶企业为当务之急，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企业要抱团合力，互帮互助，形成政府全力支持、
银行改善服务、 企业加强管理的政银企良好合作局面，促
进经济金融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干在实处迎难而上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夏宝龙在省政府常务（扩大）会议上强调

6 月 21 日，省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省委副书
记、省长夏宝龙在会上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正确把握当前经
济形势，坚定信心，干在实处，迎难而上，以更加良好的精神
状态，全心全意谋事，竭尽全力干事，千方百计成事，确保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 以优良的业绩开创现代化浙江建设新局
面。

夏宝龙指出， 今年以来， 我省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
多，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可低估，特别是企业经营比较
困难，工业增速继续回落，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比较突出
的问题。面对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抢时间争主动加快
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任务。有效投入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对稳增长、调结构、增后劲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要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的关键之举，着力破除
要素障碍， 以大力实施浙商回归工程为重点， 狠抓项目落
地， 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要把服务企业作为义不容辞的责
任，以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决心、最大的诚意帮助企业爬坡
过坎，与企业共渡难关；要继续减轻企业负担，简化行政审
批，敢于革故鼎新，主动服务企业，尽快打造“谁都取代不
了”的服务优势，让浙江成为企业的向往之地、扎根之地。要
对照全年目标任务自查自评，认真查找差距，争分夺秒、立

说立行、不等不拖，推动各项工作环环相扣、有序衔接、高效
推进，确保干出水平、干出成效。

夏宝龙强调，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什么样的态度，决定
了什么样的结果。面对当前形势和任务，我们必须以更加良
好的精神状态，雷厉风行、一抓到底，兢兢业业、为民服务，
克难攻坚、善作善成。要有众志成城、逆势奋进的斗志，绝不
要萎靡不振、随波逐流的消沉；要有扎扎实实的举措，绝不
要花花哨哨的表面功夫；要努力做涅槃的凤凰，绝不做被大
浪淘掉的沙。 要激发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锐气；要加大干
事力度、锤炼干事能力，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走上
更加重要的岗位，担负更大的责任，成就更大的事业，作出
更大的贡献；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激励“三
军效命”、逆势奋进；要以实绩论英雄，强化考核排序，真抓
实干、比学赶创，奋力开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
浙江新局面。

会议还就做好防汛防灾、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稳定等当
前重点工作作了部署。

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省政府组成部门及
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85 期) 1

卷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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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省能源“双控”工作全面启动实施
年。 实行能源“双控”是省委、省政府一项事关全
局、关乎长远的战略部署，是节能工作思路的深
化和发展，是事关能源生产、利用和管理方式的
大调整，是统筹能源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和
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变革。 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切
实提高对“双控”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切
实增强做好“双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确
重点，抓好落实。

一要抓好今年“双控”指标分解和责任制的
落实。 省政府下达了 2012 年能源“双控”指标，这
些指标是依据我省的实际情况确定的，一定要严
格执行。 接下来，省政府将根据国家下达的年度
用电量控制目标，结合以往用电和用能的匹配性
数据， 制订下达各市相应的用电总量调控目标，
并把用电调控执行结果作为核准各地 “双控”指
标完成情况的重要依据。 另外，还将下发有关能
源“双控”实施意见的责任分解方案，同时研究出
台相关考核办法。 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双控”目
标和工作责任的分解，逐步建立起省、市、县三级
“双控”工作责任体系。

二要全面建立按用能产出贡献进行能源使用
分配的制度。 全面推广绍兴等地按照企业单位电
量、能耗产出绩效实行分类安排供电量的做法。各
地要根据企业用能、 用电的产出绩效进行综合评
估，根据综合评估结果进行排序分类，对绩效好的
企业足量保障用电量， 对绩效差的企业减量分配
用电量，对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不安排用电量。

三要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双控”调控机
制。 建立差别电价、阶梯电价和超能耗限额用电
惩罚性加价政策。 对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单位
能耗(电耗)限额标准的产品，严格执行惩罚性电
价。探索建立用能的转让、合作与交易机制。进一
步落实对新能源（清洁能源）的价格补贴政策，探

索建立我省新能源补贴机制，开展工业园区连片
厂房、光伏生产企业和居住小区的太阳能电站等
规模化试点。 要检查落实对国家节能和资源综合
利用产品及可再生能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的有关
税费优惠政策。

四要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等新的推进机制。 根
据轻重缓急，建立健全与淘汰落后产能、节能、新
上项目用能管理配套的省、市、县能耗标准，抓好
一批试点。 允许各地按照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的
需要制订标准，下一级标准可以比上一级高，范围
可以比上一级宽，但不能比上一级“低”与“窄”。

五要依法实行用能审查、准入、核定和违法
处罚。 按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办法》的要求，分级建立完善与用能总量和
能耗强度考核要求相一致的新上项目用能准入
体系，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公开公正的节能
评估与用能审查。 要积极实行新上项目用能指标
核定制度，确保地区用能总量不被突破。 对未经
节能评估审查或节能评估审查没有通过的项目，
或未经项目用能总量核定的项目，一律不准开工
建设，供电部门一律不予用电报装；对擅自准予
开工建设和用电接入的，要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
责任追究。 对项目竣工投产后的能耗也要进行跟
踪评价，实现全过程管理。

六要建立和完善与“双控”相配套的管理制
度。 建立能源的计量统计体系，强化计量与统计
管理，确保计量准确、统计真实。 建立能源的监测
体系，充分借助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逐步实现实时、动态的用能监测和评
价， 提高能源管理与决策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
平。 建立用能的预警、调控体系，根据月度、季度
各市的用电量与用能量、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
总值的内在关系， 测算和评价用能和单位 GDP
能耗变化情况，实行红色和黄色预警。

抓好能源“双控”促进能源与产业结构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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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节能监察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２９９ 号

《浙江省节能监察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

第 ９２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

省长　 夏宝龙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节能管理，规范节能监察
工作，保障节能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

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节
能监察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节能监察，是指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确定的能源监察机构（以下简称能源

监察机构）依法对用能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

规章和节能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用能

单位加强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对违法

用能行为依法予以查处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用能单位，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使用能源的单位。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以下简称节能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节能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配合做好节能监察工作。

县级以上能源监察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节能监察工作，履行 《浙江省实施 〈中华

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和本办法规定

的职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能源监
察机构建设，将能源监察机构的经费列入同级财

政预算。

上级能源监察机构应当对下级能源监察机构

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与监督。省能源监察机构

应当指导、协调和监督各地开展节能监察工作，并

组织开展节能监察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六条　 节能监察工作应当遵循公平公正、
程序规范、突出重点以及监督与服务、教育与处罚

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能源监察机构对下列用能活动实施
节能监察：

（一）用能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

节能标准情况；

（二）用能单位制定和落实节能计划、制度与

措施情况；

（三）重点用能单位完成节能目标责任制情

况；

（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意见

落实情况；

（五）用能单位执行落后用能产品和设备以

及生产工艺淘汰制度、高耗能产业限制制度、能效

标识管理制度情况；

（六）公共机构、公共建筑用能管理过程中执

行节能标准和有关节能规定情况；

（七）节能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

他内容。

第八条　 节能监察人员应当熟悉节能法律、
法规、规章和节能标准，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业

务能力，并按照规定取得行政执法资格。

节能监察人员依法履行节能监察职责，受法

律保护。

第九条　 节能监察人员实施节能监察时，不
得妨碍被监察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工作秩序，

不得泄露被监察单位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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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条　 节能监察人员与被监察单位有利害
关系的，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监察的，应

当回避。

被监察单位认为节能监察人员应当回避的，

可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向实施节能监察的能源监

察机构提出。

节能监察人员的回避，由所在能源监察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决定。

第十一条 　 能源监察机构应当建立举报制
度，设立举报、投诉信箱和电话，鼓励、支持单位和

个人举报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节能标准的

用能行为。能源监察机构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能源监察机构对举报、投诉和节能监察工作

中发现的用能违法行为，应当及时调查和处理。

第十二条　 能源监察机构可以采用书面监察
或者现场监察的方式，对用能单位实施节能监察。

采用书面监察的，能源监察机构应当书面通

知被监察单位，被监察单位应当按照监察通知要

求报送材料。

实施现场监察的，能源监察机构应当提前将

实施监察的依据、内容、时间和要求，书面通知被

监察单位，但办理案件和处理举报、投诉以及以抽

查方式实施的节能监察除外。

第十三条　 实施现场监察时，应当有 ２ 名以
上节能监察人员。节能监察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行

政执法证件，告知监察的依据、内容、方式和要求，

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如实记录监察的时间、地点、

内容、参加人员和现场监察的实际情况，并由节能

监察人员和被监察单位负责人或者其被委托人签

字确认。

第十四条　 根据节能监察工作需要，实施跨
行政区域节能监察时，设区的市、县（市、区）能源

监察机构可以实施联合监察。省、设区的市能源

监察机构对联合监察进行统一协调。

第十五条　 节能监察人员依法实施节能监察
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要求被监察单位就监察事项所涉及的

问题如实做出解释和书面说明，询问有关人员；

（二）查阅、复制或者抄录有关资料；

（三）对能源消耗和有关产品、设备、工艺流

程等进行现场监测；

（四）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能源监察机
构可以采用节能监测技术手段，对用能单位的主

要耗能设备、工艺、产品能耗指标等进行检验测试

和分析评价：

（一）用能单位有违法违规或者超标用能行

为，相关能耗指标需要测试验证的；

（二）重点用能单位因技术改造或者其他原

因，其主要耗能设备变更、工艺系统改变、能源消

费结构发生变化，严重影响节能的；

（三）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

告内容严重不实的；

（四）国家节能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

定进行的其他节能监测事项。

能源监察机构不具有相应的检验测试和分析

评价能力与条件时，可以委托节能服务机构进行

节能监测。

节能监测不得向被监测单位收费，所需费用

由能源监察机构承担。

第十七条　 被监察单位应当配合节能监察工
作，如实说明情况，提供相关资料、样品等，不得拒

绝或者阻碍节能监察，不得隐瞒事实真相，不得伪

造、隐匿、销毁、篡改证据。

第十八条　 能源监察机构应当在节能监察结
束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形成节能监察报告，送交被
监察单位。节能监察报告应当包括实施节能监察

的对象、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以及监察结果和

意见。

第十九条　 被监察单位存在违反节能法律、
法规、规章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用能行为的，能

源监察机构应当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

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直接予以处罚的

除外。

被监察单位存在不合理用能行为，但尚未违

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能

源监察机构应当下达节能监察意见书，要求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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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单位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第二十条　 被监察单位接到整改通知书或者
节能监察意见书后，应当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或者

改进。能源监察机构应当进行跟踪检查并督促落

实。

第二十一条　 被监察单位不能按照整改通知
书的要求如期整改，需要延期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前 １５ 个工作日内提出延期申请。能源监察机构
应当在收到延期申请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作出
答复。延期一般不得超过 ６ 个月。延期整改后仍
未达到要求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被监察单位对能源监察机构下
达的整改通知书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整改通知

书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级节能
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能源监察机构申请复核。本

级节能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能源监察机构应当自

收到书面复核申请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
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被监察单位。

第二十三条　 能源监察机构在节能监察过程
中，发现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属于其他部门

处理的事项，应当依法移送相关部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
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被
监察单位拒绝、阻碍节能监察，或者拒不提供相关

资料、样品等，或者伪造、隐匿、销毁、篡改证据的，

由县级以上能源监察机构责令改正，并处 ５０００ 元
以上 ２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２ 万元以
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
一条规定，被监察单位在能源监察机构下达的整

改通知书所规定的整改期限内以及延期整改期限

内，无正当理由拒不进行整改或者经延期整改后

仍未达到要求，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又无处罚

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能源监察机构处 １ 万元以上
３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３ 万元以上 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节能主管部门和能源监察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

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泄露被监察单位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

密的；

（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三）实施节能监察时向被监察单位收取费

用的；

（四）不依法实施节能监察和行政处罚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行为。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
施行。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
江省能源利用监测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２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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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

　 　 为提升我省重大海洋灾害防御水平，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浙

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 《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海洋灾害防御

工作的意见》，编制 《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 “十

二五”规划》。本规划所指海洋灾害主要为风暴

潮、灾害性海浪、赤潮、海啸等自然灾害，海上

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核泄漏 （核辐射）

等造成的海洋次生灾害；规划范围为我省沿海行

政区域及管辖海域，以及部分远洋船舶活动区

域；规划期为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鉴于 《浙江省

水利发展 “十二五”规划》、《浙江省强塘实施

总体方案》和 《浙江省沿海标准渔港布局与建

设规划》等对海洋灾害防御工程性措施作了有

关安排，本规划侧重于海洋灾害防御非工程性措

施。本省范围内有关海洋灾害的观测与预警预

报、应急管理、风险评估与区划、科普教育和宣

传等，均应符合本规划要求。

一、现状和形势

（一）海洋灾害防御现状。我省地处我国东

南沿海、西北太平洋沿岸，是易受海洋灾害影响的

省份之一。我省历来高度重视海洋灾害防御工

作，坚持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并重，着力推进海

洋防灾减灾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１． 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设施日益完善。相继
实施了 “千里标准海塘”、 “千里标准江堤”、

“标准渔港”、“强塘固房”和沿海防护林建设等

一系列工程，提高了沿海基础设施的防风御潮能

力，在防范和应对历次海洋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２． 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业务不断加强。一批
海洋观测站（点）相继建成使用，省级和宁波、温

州两市海洋预报机构已开展了常规预警预报业

务。同时，我省引进和开发了沿海风暴潮、灾害性

海浪等数值预报模式，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准确率

和精细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３．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初步建立。颁布实
施了《浙江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成立了省海洋

灾害应急指挥部。沿海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各司其

职、密切协作，初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

但是，我省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特别是在非工

程性措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１． 海洋灾害观测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全省
６６００ 多公里海岸线上只有 ２１ 个海洋观测站
（点）；５４％的沿海县 （市、区）未设立海洋观

测站 （点）；面积 ５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 ２８７８ 个海
岛中只有 ９ 个海岛设立了海洋观测站 （点）。核

电站、石化基地和沿海重点产业集聚区等重点部

位的海洋观测站 （点）较为缺乏，移动应急观

测设施不足，海洋灾害观测基础数据难以全面准

确掌握。

２． 海洋灾害预警预报水平不够高。精细化
的海洋灾害业务化数值预报系统、高分辨率的海

洋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以及高性能的计算系统尚未

建立，还无法开展针对具体目标和具体岸段的海

洋灾害预警预报业务。海洋数据信息共享度不

高，尚未覆盖重要用海、涉海部门（单位）。海洋

灾害预警预报信息产品制作能力不强、内容形式

单一，信息服务的通畅性、便捷性有待进一步提

高。

３．海洋灾害防范和应急能力不够强。目前，
我省尚未系统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海平面上

升及影响评价、海洋灾害隐患点普查等基础工作，

缺乏对各类海洋灾害发生规律和风险分布的全面

深入掌握，避灾能力亟待加强。同时，沿海市县一

级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不够完善，人员机构力

量比较薄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急响应任务的

执行。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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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灾害防御形势。

１．沿海安全保障压力加大，对海洋灾害防御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沿海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人口加速集聚，海洋防灾减灾责任更大、任务更艰

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进一

步抓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加强海洋灾害防范，切

实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２．海洋经济发展任务加重，对海洋灾害防御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省正在深入实施浙

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等国

家战略，积极打造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以

及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海

陆协调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和清洁能源等示范区，

大量工业园区、滨海旅游区和大型基础设施将在

滨海沿岸一带布局建设。面对沿海投资密度的加

大和各类要素的集聚，必须进一步提升海洋防灾

减灾能力和水平。

３．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对海洋灾害防御
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受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

升、海洋污染等影响，近年来，我省沿海自然环境

和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风暴潮、灾害性

海浪、赤潮等灾害发生频度和强度有所增大，海啸

灾害的潜在风险在加大，海水入侵、海岸侵蚀、港

湾淤积、外来物种入侵等现象时有发生。要站在

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坚持标

本兼治，实施海洋灾害综合防御，进一步提高海洋

防灾减灾水平。

二、目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不死人、少伤人，最大限度减轻损失”为

目标，在继续推进海洋灾害防御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重点围绕海洋灾害风险管理、观测预警预报

和应急处置等环节，突出抓好海洋防灾减灾基础

工作、科技创新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强化海洋灾害

防御非工程性措施，不断提升海洋灾害综合防御

能力和水平。

（二）基本原则。

１．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始终把加强海

洋灾害预防工作摆在首位，做到事前防范、未雨绸

缪，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灾直接损失。同时，通过加

强灾后组织救援，努力降低海洋灾害造成的间接

损失。

２．坚持统筹规划、分级负责。根据沿海各地
自然环境、主要海洋灾害特点和风险情况，全域规

划、科学安排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统筹制订海

洋灾害防御规划、方案及措施。海洋灾害防御实

行分级管理，省级主要负责海洋灾害观测预警预

报能力建设，市县主要负责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区

划、信息服务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强化沿海各级政府海洋防灾减灾职责，完善

部门联动机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广泛动员

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

（三）主要目标。到 ２０１５ 年，海洋灾害防御
要达到以下目标：

——— 海洋灾害观测：沿海县（市、区）和重点

目标都建有海洋灾害观测站（点），初步形成布局

合理、信息共享、运行稳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海

洋灾害综合观测网，实现主要海洋灾害观测的全

覆盖。

——— 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基本形成以省市两

级为主、县级为辅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业务体系，

其中省级预报机构建立起保障性、临近性海洋灾

害数值预警预报业务系统，实现主要海洋灾害数

值模式业务化运行。

——— 海洋灾害信息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覆盖

率达到 ９０％以上。当地日常海洋预报和灾害预
警信息能在省市两级主要媒体上及时发布，重大

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信息能快速有效发送到受灾害

影响乡镇（街道）、村（社区）、重点目标单位及居

民。

——— 海洋防灾减灾管理：海洋灾害应急指挥

体系延伸到沿海市县，应急响应和服务覆盖到乡

（镇）、村（社区）和重点目标，海洋灾害应急管理

进一步加强。沿海县（市、区）海洋灾害风险调查

全面完成，重点县（市、区）和重点区域主要海洋

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全面开展，海洋灾害风

险管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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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海洋灾害观测设施建设。按照统

筹安排、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要求，整合现有观

测设施资源，合理布局海洋灾害观测站（点），积

极构建海岸带、海岛、近海、外海和远洋观测体系。

突出沿海产业集聚区、海洋灾害频发易发区和海

洋灾害防御薄弱点，加强重点海域、岸段和重点开

发保护海岛的海上浮标、综合观测平台和观测站

（点）建设，加快建设海上平台观测站（点）和海上

移动观测站（点），加强移动应急观测设施设备配

置。

（二）加强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工作。加强风

暴潮、海啸、赤潮、灾害性海浪等灾害关键预警预

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建立海洋灾害精细化数值预

警模式。加快海域核泄漏物、海上溢油、危化物等

扩散漂移数值预报模型及预警技术研发，及时准

确提供漂移方位、污染范围等辅助决策信息。利

用手机短信、人民防空防灾警报、应急广播体系、

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以及广播、电视、互联网、

报纸等多种渠道，做好重大海洋灾害预警信息发

布工作。在滨海旅游区、海水浴场、港口物流区、

临港工业区、重大涉海工程及企业等人口密集场

所和重点区域，通过电子显示屏、有线广播、高音

喇叭、鸣锣吹哨等方式，及时播发海洋灾害预警信

息。

（三）强化海洋灾害风险防范措施。组织开

展海洋灾害风险调查，实施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

区划工作，为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提供科

学依据。严格落实沿海地区生产、运输和使用易

燃易爆、有毒有害、有辐射产品等单位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有效防范重大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爆

炸、核泄漏 （核辐射）等造成的次生灾害。加

强海上作业和船舶安全监管，落实防风防浪措

施。

（四）增强海洋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完

善省、沿海市、县（市、区）三级海洋灾害应急指挥

机构和应急指挥平台，形成指挥有力、运转高效、

分工明确、配合密切的全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

系。根据《浙江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组织制订

符合当地实际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

急预案的备案、检查、演练、评估制度，加强对预案

的动态管理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风暴潮、海

啸、灾害性海浪、赤潮及海上溢油、化学品污染及

核泄漏（核辐射）等主要海洋灾害发生后，要迅速

准确判断灾害性质、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按照相

应灾种的应急响应要求，及时启动相应等级应急

预案，有序组织应急疏散、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和

灾后救助，认真做好种养殖、加工、流通等重点环

节的卫生监督、疫病防控工作。

（五）加强海洋灾害应急保障准备。统筹民

政、防汛防台、卫生、海事等各方资源，完善跨部

门、跨地区、跨行业的救灾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和

紧急配送机制，落实必要的海洋灾害应急物资、装

备器材等。充分利用人防、水利、民政等部门建设

的应急疏散场所和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

馆等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灾害应急避灾

疏散场所。

（六）加强海洋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完善海

洋防灾减灾教育长效机制，将海洋防灾减灾知识

普及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纳入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活动。深入开展“防灾减灾日”和“海

洋宣传日”活动，积极推进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基

地建设，积极鼓励各类媒体开设海洋频道或专栏，

加强海洋灾害识别、防御避险技能等知识普及，提

高全社会特别是海洋防灾减灾重点地区、重点人

员的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四、重点工程

“十二五”重点实施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工

程、海洋灾害预警网工程、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工

程、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工程和海洋灾害风险

评估与区划工程（以下简称海洋防灾减灾“五大

工程”）。

（一）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工程。省海洋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建设地政府提供建设用地

用海，同级海洋主管部门负责运行管理。

１．海洋自动观测站。新建 ７ 个海洋自动观测
站，用于观测潮汐、水温、盐度、风向、风速、气压、

气温、相对湿度和能见度等要素。

２．测波雷达站。新建 ５ 个测波雷达站，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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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波浪和表层流等要素。

３．海洋综合观测平台。建设一座综合性海洋
观测平台，用于观测潮汐、海流、波浪、水温、盐度、

风向、风速、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降水、能见度、

海况等要素。

４．移动观测系统。配备 １００ 艘志愿船水文气
象观测设备，购置海岸应急观测车，提高移动和应

急观测能力。

５．重点岸段视频监控系统。新增 ２８ 个视频
监控点，实时监控我省沿海情况。

６．海洋观测数据传输网络。充分利用有线专
网、ＶＰＮ无线专网、卫星通信网等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升级现有海洋通信网络，建立浙江省海洋观

测信息系统框架、省级海洋数据中心和远程数据

备份中心，加强海洋、应急、渔业、气象、水利、环

保、海事、交通运输、港航、海防、地震等部门海洋

观测数据信息的交换、集成和共享，实现各类数据

信息实时传输、接收、显示与备份。

７．国家建设项目。新建 ６ 个海洋水文观测
站，增设 ２ 个浅海浮标，改造升级已建浮标和海洋
站。

（二）海洋灾害预警网工程。省、市海洋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同级海洋预报机构承担具体

工作，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应海洋灾害

的预警。

１．省海洋防灾减灾中心（浙江海洋环境监测
及预警预报技术示范基地）。深入实施省政府与

国家海洋局战略合作协议，借助国家海洋环境监

测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二所的

科研、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优势，共建省海洋

防灾减灾中心。

２．定量海啸预警系统。建立定量海啸预警及
检索数据库，开展海啸数值预警技术研究，提高数

值模拟计算和数据检索功能，力争在获取相关信

息后的 １５ 分钟内完成局地海啸预警预报制作，２０
分钟内完成区域海啸预警预报制作，２５ 分钟内完
成越洋海啸预警预报制作，并同步送达省级有关

部门。

３．省市两级海洋灾害预警业务系统。建设省
级海洋数据集成分析评价系统，在做好常规预警

预报服务的基础上，围绕风暴潮、赤潮、海浪等主

要海洋灾害，开展精细化风暴潮灾害业务化预警

模式、西北太平洋海面风场精细化预报系统、海浪

灾害业务化预警模式等关键预警技术研究，建立

精细化数值预警业务化模式，提高小尺度、临近性

海洋灾害预警服务和应对突发性海洋灾害早期分

析、预警业务的能力；建设沿海重大工程海洋灾害

应急技术保障平台，开展沿海重大工程安全运行

和事故应急预警与保障技术研究，研发海域核泄

漏物、海上溢油、危化物等扩散漂移及搜救数值预

报模型，提升沿海重大工程应急处置能力。加强

舟山和台州两个市级海洋预报机构业务能力建

设。

（三）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工程。省海洋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省海洋预报机构和渔船安

全救助信息中心承担具体工作，市县级海洋预报

机构和渔船安全救助信息中心配合。

１．海洋灾害信息制作平台。省市两级海洋预
报机构建设海洋灾害服务信息制作平台，配备处

理多媒体信息的现代化设施，提高海洋灾害预警

预报产品向公共服务信息的快速转化能力。

２．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系统。建立海洋灾害预
警预报信息快速分发系统，将预警信息快速发送

至相关应急部门，并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

短信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发布。

３．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提升项目。实施渔
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提升项目，通过拓展系统覆

盖范围、加快系统扩容和终端更新、实施无线电短

波通信网络化改造和系统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

进一步完善信息服务网络、提高服务效率、优化服

务质量。

（四）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工程。省市县

三级海洋主管部门分级组织建设，省级海洋预报

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１．应急指挥组织网络。建立完善覆盖省、沿
海市、县 （市、区）的海洋灾害应急指挥组织

网络。

２．应急指挥平台。利用有线和无线数据传
输、卫星数据传输、远程实时监控、基于 ＧＩＳ 的信
息显示、多媒体实时交互、协同调度控制等多种技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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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建立覆盖省和沿海市、县（市、区）的海洋灾害

应急指挥平台，实现灾害环境实时监控、灾害影响

状况模拟、远程视频会商及应急指挥调度等多项

功能。

３．应急指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以风暴潮、
海啸灾害为重点，以精细化预警和风险区划为基

础，依托基础地理信息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三维

虚拟技术，开发与各级指挥平台相配套的海洋灾

害应急指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五）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程。省海

洋主管部门指导，市县两级政府组织实施。

１．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查。在全省沿
海地区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查，摸清

海洋灾害风险分布以及重大涉海工程、经济热点

岸段等海洋灾害承载体情况。

２．警戒潮位核定。综合考虑沿海各地自然环
境、经济社会等因素，重新核定沿海主要岸段警戒

潮位。

３．主要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县域为
单位，在全省沿海重点县（市、区）和区域开展风

暴潮、赤潮、海啸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４．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与评估业务。重点研
究海平面上升基本特征和规律、海平面上升趋势

及其影响预测、气候变化与极端海洋灾害事件关

系等课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工作责任。沿海市县政府要把海

洋灾害防御工作摆上平安市县建设和海洋经济

发展的重要位置，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和

海洋防灾减灾管理责任制，作为政府和相关部

门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省海洋灾害应急

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协调各类海洋灾害防御

和应急处置，日常工作由指挥部办公室承担；沿

海市县政府要成立相应的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

和办事机构，并做好与防汛防台工作的衔接。

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

分工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信息速递、综合会商、

应急联动的良好机制。因失职、渎职行为造成

次生海洋灾害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人员责

任。

（二）加大投入力度。沿海各级政府要加大

投入，确保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建设资金及

时足额到位，并将业务运行、设施维护等相关费用

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省财政将根据项目类别

和各地财力状况予以相应补助。积极拓展海洋灾

害防御资金来源渠道，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

商业保险等多种方式，建立多元化的投入和风险

分担机制。省级海洋主管部门要会同省级财政部

门出台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资金管理办法

和项目建设相关标准，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和绩效

评估。

（三）完善机构队伍。推进海洋观测预警预

报机构队伍建设，加强专业人员配备和工作条件

保障。加大海洋观测、预报、风险评估等专业技术

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科学合理的人才任

用、评价和激励政策制度。加强海洋灾害防御专

家队伍建设，为防范和应对海洋灾害提供决策咨

询。抓好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业务

培训，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依托基层防汛防台体

系，加强应急救援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做好海洋灾

害防御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四）强化科技支撑。发挥科技对海洋防灾

减灾的重大支撑作用，抓好海洋灾害成灾规律、成

灾条件、灾害预警、风险评估、防御对策及应急处

置等基础研究，加强资料同化、海气耦合、预报模

式等海洋预报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海

洋防灾减灾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能力。加强国内

外海洋灾害防御技术交流与合作，参与联合实施

相关重大工程、科研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引

进、消化和吸收海洋防灾减灾先进技术和管理经

验。

（五）加强法制保障。结合 “六五”普法，

加强海洋灾害防御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贯

彻。推进海洋灾害防御制度建设，适时出台我省

海洋观测预报办法及相关规定，加快制定防止海

上溢油、海上危化物泄漏、核泄漏 （核辐射）

等管理办法，提高海洋防灾减灾工作依法行政、

依法管理水平。

附件：浙江省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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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浙
江
省
海
洋
防
灾
减
灾
“
五
大
工
程
”

序 号

工
程

名
称

建
设
地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及
规
模

预
计
开

工
时
间

预
计
竣

工
时
间

投
资
估
算
额

一
、
海
洋
灾
害
综
合
观
测
网
工
程

１１
７１
０
万
元

１
海
洋
自
动

观
测
站

全
省
沿
海

在
舟
山
工
业
园
区
、
杭
州
湾
跨
海
大
桥
、
奉
化
桐
照
、
临
海
头
门
岛
、
三
门
蛇
蟠

岛
、
乐
清
沙
港
头
、
温
州
龙
湾
，
共
建
７
个
海
洋
自
动
观
测
站
。

２０
１１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４
００
万
元

２
测
波

雷
达
站

全
省
沿
海

在
舟
山
西
码
头
、
岱
山
大
衢
山
、
临
海
头
门
岛
、
苍
南
石
砰
、
霞
关
，
共
建
５
个

测
波
雷
达
站
。

２０
１１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９１
０
万
元

３
海
洋
综
合

观
测
平
台

温
州

在
温
州
外
６０
公
里
海
域
处
建
设
一
座
综
合
性
海
洋
观
测
平
台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５
０４
万
元

４
移
动

观
测
系
统

全
省
海
域

为
１０
０
艘
志
愿
船
配
备
水
文
气
象
观
测
设
备
；
购
置
海
岸
应
急
观
测
车
，
配
备

必
要
的
现
场
观
测
、
数
据
传
输
和
卫
星
通
讯
设
备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２３
００
万
元

５
重
点
岸
段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全
省
沿
海

在
海
洋
站
、
标
准
渔
港
、
重
点
岸
段
、
滨
海
旅
游
区
、
海
水
浴
场
新
增
２８
个
视

频
监
控
点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９６
６
万
元

６
海
洋
观
测

数
据
传
输

网
络

省
级

构
建
浙
江
省
海
洋
观
测
信
息
系
统
框
架
，
包
括
海
洋
观
测
站
一
点
对
多
点
数

据
传
输
网
络
改
造
、
志
愿
船
数
据
集
成
、
各
类
海
洋
观
测
信
息
集
成
、
改
造
原

有
信
息
集
成
发
布
系
统
，
实
现
网
络
隔
离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３０
万
元

省
级

建
立
省
级
海
洋
数
据
中
心
和
数
据
备
份
中
心
，
配
备
大
容
量
数
据
库
服
务
器
、

远
程
传
输
设
施
和
数
据
传
输
网
络
。

２０
１４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３０
０
万
元

７
国
家
建
设

项
目

全
省
沿
海

小
洋
山
、
大
衢
山
、
金
塘
、
渔
山
、
椒
江
、
苍
南
渔
寮
沿
岸
建
设
６
个
海
洋
水
文

观
测
站
；
在
温
州
、
舟
山
外
海
建
设
２
个
３
米
浮
标
；
对
已
建
舟
山
、
温
州
外
海

浮
标
和
海
洋
站
（
点
）
进
行
改
造
升
级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４３
００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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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海
洋
灾
害
预
警
网
工
程

７０
９５
万
元

１
省
海
洋

防
灾
减
灾

中
心

省
级

建
设
海
洋
防
灾
减
灾
业
务
大
楼
约
６０
００
平
方
米
，
包
括
防
灾
减
灾
业
务
用
房

１０
００
平
方
米
，
海
洋
环
境
监
测
预
报
业
务
用
房
２０
００
平
方
米
，
海
洋
环
境
监

测
实
验
室
２０
００
平
方
米
，
其
他
计
算
机
房
等
辅
助
用
房
１０
００
平
方
米
；
配
备

大
型
仪
器
设
备
并
建
设
试
验
环
境
模
拟
系
统
等
相
关
基
础
设
施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６０
００
万
元

２
定
量
海
啸

预
警
系
统

省
级

建
设
定
量
海
啸
预
警
及
检
索
数
据
库
，
配
备
万
亿
次
／秒
以
上
量
级
高
性
能
计

算
系
统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４
年

６０
５
万
元

３
省
市
两
级
海

洋
灾
害
预
警

业
务
系
统

省
级
和

舟
山
、
台
州

建
设
省
级
海
洋
数
据
集
成
分
析
评
价
系
统
和
沿
海
重
大
工
程
海
洋
灾
害
应
急

技
术
保
障
平
台
。
舟
山
和
台
州
两
个
市
级
海
洋
预
报
机
构
配
备
ＶＡ
ＳＴ
卫
星

小
站
、
填
图
仪
、
磁
盘
阵
列
、
服
务
器
等
设
备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４
年

４９
０
万
元

三
、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服
务
网
工
程

２２
９８
４
万
元

１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制
作

平
台

省
级

建
设
省
级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制
作
平
台
，
配
备
高
清
视
频
制
作
设
备
，
建
设
符
合

广
电
标
准
的
演
播
室
，
建
立
视
频
数
据
传
输
专
网
等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３５
０
万
元

宁
波
、
温
州
、

台
州
、
舟
山
建
设
市
级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制
作
平
台
，
配
备
标
清
以
上
视
频
制
作
设
备
，
建
立

视
频
数
据
传
输
专
网
等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２１
２
万
元

２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省
级

建
设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快
速
分
发
系
统
，
包
括
建
立
全
省
海
洋
灾
害
信
息
服
务

数
据
库
、
灾
害
信
息
处
理
分
析
系
统
、
多
路
传
真
与
短
信
平
台
系
统
；
在
港
口
、

滨
海
旅
游
区
、
海
水
浴
场
等
人
口
密
集
分
布
区
，
选
取
２０
个
示
范
点
布
置
户

外
全
彩
ＬＥＤ

大
屏
显
示
和
高
音
扩
声
系
统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１
３５
万
元

３

渔
船
安
全

救
助
信
息

系
统
提
升

项
目

沿
海
市
县

实
施
终
端
设
备
更
新
，
对
全
省
１．
３
万
台
超
过
５
年
使
用
期
限
的
卫
星
终
端

设
备
进
行
更
新
补
助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８６
６７
万
元

沿
海
市
县

建
立
终
端
设
备
年
检
维
修
制
度
，
对
全
省
２．
９
万
套
终
端
设
备
（
ＡＩＳ
设
备

１
６
万
套
、
卫
星
终
端
设
备
１．
３
万
套
）
每
年
进
行
检
修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６
２０
万
元

沿
海
市
县

利
用
移
动
、
电
信
和
联
通
公
网
，
将
渔
船
安
全
救
助
信
息
系
统
逐
步
延
伸
到
纳

入
渔
业
部
门
管
理
的
１
万
艘
６０
马
力
以
下
小
型
渔
船
，
实
现
系
统
全
覆
盖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００
万
元

沿
海
市
县

对
现
有
２０
座
县
级
以
上
渔
业
短
波
岸
台
实
施
网
络
化
改
造
，
提
升
船
岸
间
通

话
质
量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５０
００
万
元

省
级

依
托
渔
船
安
全
救
助
信
息
系
统
平
台
，
建
设
数
据
中
心
系
统
、
安
全
体
系
、
船

员
管
理
、
ＡＩＳ
基
站
、
渔
业
资
源
管
理
系
统
、
渔
港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和
海
洋
渔

业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等
，
完
善
和
提
升
系
统
功
能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５０
００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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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海
洋
灾
害
应
急
指
挥
体
系
工
程

２９
４９
万
元

１
应
急
指
挥

组
织
网
络

省
级
和

沿
海
市
县

建
立
健
全
全
省
海
洋
灾
害
应
急
指
挥
组
织
网
络
，
包
括
省
、
沿
海
７
个
市
、
３５

个
县
（
市
、
区
）
三
级
应
急
指
挥
部
及
其
办
事
机
构
，
以
及
专
家
咨
询
组
、
技
术

支
撑
单
位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２１
０
万
元

２
应
急
指
挥

平
台
设
施

省
级

省
级
应
急
指
挥
平
台
设
施
建
设
，
包
括
应
急
指
挥
室
改
造
，
以
及
应
急
指
挥
必

须
的
信
息
显
示
、
调
度
控
制
、
数
据
存
储
、
信
息
安
全
等
软
硬
件
支
持
设
备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１
８
万
元

沿
海
市

沿
海
７
个
市
应
急
指
挥
平
台
设
施
建
设
，
包
括
应
急
指
挥
室
改
造
，
以
及
应
急
指

挥
必
须
的
信
息
显
示
、调
度
控
制
、数
据
存
储
、信
息
安
全
等
软
硬
件
支
持
设
备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５５
３
万
元

沿
海
县

沿
海
３５
个
县
（
市
、
区
）
应
急
指
挥
平
台
设
施
建
设
，
包
括
应
急
指
挥
室
改

造
，
以
及
应
急
指
挥
必
须
的
信
息
显
示
、
调
度
控
制
、
数
据
存
储
、
信
息
安
全
等

软
硬
件
支
持
设
备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７３
５
万
元

省
级
和

沿
海
市
县

建
设
应
急
视
频
会
商
系
统
，
包
括
配
备
数
字
会
议
调
度
系
统
及
相
关
平
台
设

备
，
建
立
专
用
通
讯
线
路
，
搭
建
远
程
应
急
视
频
会
商
系
统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４
年

５１
９
万
元

３
应
急
指
挥

辅
助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省
级
和

沿
海
市
县

包
括
省
市
县
三
级
系
统
框
架
设
计
、
开
发
，
数
据
标
准
化
处
理
、
入
库
、
维
护
，

海
洋
灾
害
模
型
集
成
、
平
台
安
装
、
测
试
和
业
务
化
运
行
等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８１
４
万
元

五
、
海
洋
灾
害
风
险
评
估
与
区
划
工
程

６２
９０
万
元

１
海
洋
灾
害

风
险
调
查

和
隐
患
排
查

沿
海
县

开
展
海
洋
灾
害
风
险
调
查
与
隐
患
排
查
，
编
制
海
洋
灾
害
风
险
调
查
、
隐
患
排

查
技
术
导
则
和
操
作
手
册
。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１１
２０
万
元

２
警
戒
潮
位
核
定
沿
海
县

重
新
核
定
沿
海
主
要
岸
段
警
戒
潮
位
。

２０
１３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４５
０
万
元

３
主
要
海
洋

灾
害
风
险

评
估
与
区
划

沿
海
县
和

重
点
区
域

开
展
风
暴
潮
、
赤
潮
、
海
啸
灾
害
风
险
评
估
与
区
划
，
包
括
灾
损
模
拟
数
据
分

析
处
理
、
风
险
区
划
模
式
研
制
等
；
编
制
灾
害
淹
没
图
、
应
急
疏
散
图
、
风
险
区

划
图
以
及
《
浙
江
省
海
啸
灾
害
应
急
操
作
手
册
》
等
。

２０
１１
年
２０
１５
年

４７
００
万
元

４
海
平
面
变
化

影
响
调
查
与

评
估
业
务

舟
山

开
展
海
平
面
变
化
调
查
与
评
估
业
务
，
编
制
相
关
报
告
。

２０
１１
年
２０
１２
年

２０
万
元

合
　
计

５１
０２
８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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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３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切实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

根据《浙江省野生植物保护办法》规定，现将省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予以公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浙江省野生

植物保护办法》，加强普法宣传和科普教育，制定

和实施野生植物保护规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

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

附件：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

批）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附件

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

序号 中　 　 　 名 学　 　 　 名

蕨类植物　 　 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ａ

１ 石杉科

　 千层塔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２ 松叶蕨科

　 松叶蕨
Ｐｓｉｌｏｔａｃｅａｅ
　 Ｐｓｉｌｏｔｕｍ ｎｕｄｕｍ

３
观音座莲科

　 福建莲座蕨
　 定心散观音座莲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４ 乌毛蕨科

　 荚囊蕨
Ｂｌｅｃｈｎａｃｅａｅ
　 Ｓｔｒｕｔｈ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ｅｂｕｒｎｅａ

５ 燕尾蕨科

　 燕尾蕨
Ｃｈｅｉｒｏｐｌｅｕｒｉａｃｅａｅ
　 Ｃｈｅｉｒｏｐｌｅｕｒｉａ ｂｉｃｕｓｐｉｓ

裸子植物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６ 松科

　 江南油杉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ｖａｒ． ｃｙｃｌｏｌｅｐｉｓ

７ 柏科

　 圆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８
罗汉松科

　 竹柏
　 百日青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Ｎａｇｅｉａ ｎａｇｉ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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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　 　 　 名 学　 　 　 名

９ 红豆杉科

　 穗花杉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被子植物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１０ 胡桃科

　 华西枫杨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１１
桦木科

　 多脉铁木
　 华榛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Ｏｓｔｒｙａ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Ｃｏｒｙ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２

壳斗科

　 毛果青冈
　 刺叶栎
　 鉼子栎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ｐａｃｈｙｌｏｍａ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ａ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ｂａｒｏｎｉｉ

１３

榆科

　 青檀
　 天目朴
　 樱果朴（小果朴）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Ｃｅｌｔｉｓ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ｅｌｔｉｓ ｃｅｒａｓｉｆｅｒａ

１４ 石竹科

　 孩儿参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５
睡莲科

　 睡莲
　 芡实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ａ
　 Ｅｕｒｙａｌｅ ｆｅｒｏｘ

１６

毛茛科

　 短萼黄连
　 草芍药
　 铁线莲属 ４ 种
　 　 天台铁线莲
　 　 重瓣铁线莲
　 　 毛叶铁线莲
　 　 舟柄铁线莲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ｂｒｅｖｉｓｅｐａｌａ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ｓｐｐ．
　 　 Ｃ． ｐａｔｅｎｓ ｖａｒ． ｔｉｅｎｔａｉｅｎｓｉｓ
　 　 Ｃ．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ｖａｒ． ｐｌｅｎａ
　 　 Ｃ． ｌａｎｕｇｉｎｏｓａ
　 　 Ｃ． ｄｉｌａｔａｔａ

１７ 木通科

　 猫儿屎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１８

小檗科

　 八角莲
　 六角莲
　 江南牡丹草
　 淫羊藿属（所有种）
　 　 柔毛淫羊藿
　 　 三枝九叶草
　 　 朝鲜淫羊藿
　 　 黔岭淫羊藿
　 红毛七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ｐｌｅｉａｎｔｈａ
　 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ｕｍ ｋｉａｎｇｎａｎｅｎｓｅ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ｓｐｐ．
　 　 Ｅ．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Ｅ．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Ｅ． ｋｏｒｅａｎｕｍ
　 　 Ｅ． ｌｅｐｔｏｒｒｈｉｚｕｍ
　 Ｃａｕ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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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号 中　 　 　 名 学　 　 　 名

１９

木兰科

　 天目木兰
　 天女花
　 景宁木兰
　 野含笑
　 乐东拟单性木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ａｍｏｅｎａ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ｓｉｎｏｓｔｅｌｌａｔａ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ｋｉｎｎｅｒｉａｎａ
　 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ｌ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０
蜡梅科

　 夏蜡梅
　 蜡梅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Ｃａｌｙ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

２１
樟科

　 沉水樟
　 天目木姜子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２２

罂粟科

　 白花土元胡
　 全缘叶土元胡
　 延胡索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ｈｕｍｏｓａ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ｙａｎｈｕｓｕｏ

２３ 虎耳草科

　 涧边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Ｐｅｌｔｏｂｏｙｋｉｎｉａ ｔｅｌｌｉｍｏｉｄｅｓ

２４ 金缕梅科

　 蕈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５ 杜仲科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２６

蔷薇科

　 平枝子
　 圆叶小石积
　 玉兰叶石楠
　 鸡麻
　 钝叶蔷薇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ｓ
　 Ｏｓｔｅｏｍｅｌｅｓ ｓｕｂｒｏｔｕｎｄａ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ｍａｇｎｏｌｉｉｆｏｌｉａ
　 Ｒｈｏｄｏｔｙｐｏ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Ｒｏｓａ ｓｅｒｔａｔａ

２７

豆科

　 龙须藤
　 浙江马鞍树
　 海滨山黧豆
　 野豇豆
　 山绿豆
　 中南鱼藤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Ｍａａｃｋｉａ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Ｌａｔｈｙ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Ｖｉｇｎａ ｖｅｘｉｌｌａｔａ
　 Ｖｉｇｎ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Ｄｅｒｒ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２８
芸香科

　 秃叶黄皮树
　 小花花椒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ｇｌａｂｒｉｕｓｃｕｌｕｍ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２９
黄杨科

　 珍珠黄杨（小叶黄杨）
　 东方野扇花

Ｂｕｘａｃｅａｅ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Ｓａｒｃｏｃｏｃｃ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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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号 中　 　 　 名 学　 　 　 名

３０
冬青科

　 全缘冬青
　 庆元冬青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Ｉｌｅｘ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Ｉｌｅｘ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３１ 省沽油科

　 膀胱果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ｃｅａｅ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 ｈｏｌｏｃａｒｐａ

３２
槭树科

　 安徽槭
　 天目槭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Ａｃｅｒ ａｎｈｗｅｉｅｎｓｅ
　 Ａｃｅｒ ｓｉｎｏ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３３ 清风藤科

　 细花泡花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３４

鼠李科

　 小勾儿茶
　 毛柄小勾儿茶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ｅｌｌ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ｅｌｌ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

３５ 葡萄科

　 三叶崖爬藤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３６ 锦葵科

　 海滨木槿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ｈａｍａｂｏ

３７

梧桐科

　 梭罗属（所有种）
　 　 密花梭罗
　 　 绒果梭罗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Ｒｅｅｖｅｓｉａ ｓｐｐ．
　 　 Ｒ． ｐｙｃｎａｎｔｈａ
　 　 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３８

山茶科

　 杨桐（红淡比）
　 柃木
　 红山茶
　 红皮糙果茶
　 尖萼紫茎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Ｃｌｅｙ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ｒａｐｎｅｌｌｉａｎ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ａ ａｃｕｔｉｓｅｐａｌａ

３９

秋海棠科

　 秋海棠属（所有种）
　 　 秋海棠
　 　 中华秋海棠
　 　 紫背天葵
　 　 槭叶秋海棠
　 　 美丽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ｓｐｐ．
　 　 Ｂ．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Ｂ． ｇｒａｎｄｉｓ ｓｓ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ｉｐｕｌａ
　 　 Ｂ． ｄｉｇｙｎａ
　 　 Ｂ． ａｌｇａｉａ

４０ 瑞香科

　 天目瑞香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Ｄａｐｈｎｅ ｇｒｕｅｎｉｎｇｉａｎａ

４１ 桃金娘科

　 桃金娘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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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号 中　 　 　 名 学　 　 　 名

４２

五加科

　 锈毛羽叶参
　 短梗大参
　 三七属（所有种）
　 　 竹节人参
　 　 羽叶三七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Ｐｅｎｔａｐａｎａｘ ｈｅｎｒｙｉ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Ｐａｎａｘ ｓｐｐ．
　 　 Ｐ．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Ｐ．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ｂｉ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ｕｓ

４３
伞形科

　 岩茴香
　 脉叶翅棱芹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ｔａｃｈｉｒｏｅｉ
　 Ｐｔｅｒｙｇｏｐｌｅｕｒｕｍ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４４ 山茱萸科

　 川鄂山茱萸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５

杜鹃花科

　 华顶杜鹃
　 崖壁杜鹃
　 泰顺杜鹃
　 广西越桔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ｕａｄｉｎｇｅｎｓ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ａｉｓｈｕｎｅｎｓｅ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ｓｉｎｉｃｕｍ

４６ 紫金牛科

　 堇叶紫金牛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

４７

安息香科

　 银钟花
　 鸦头梨
　 浙江安息香
　 细果秤锤树

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
　 Ｈａｌｅｓｉａ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ｉｉ
　 Ｍｅｌ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ｕｍ
　 Ｓｔｙｒａｘ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４８
木犀科

　 云南木犀榄
　 日本女贞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Ｏｌｅａ ｔｓｏｏｎｇｉｉ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４９ 龙胆科

　 睡菜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Ｍｅｎｙａｎｔｈｅ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５０ 旋花科

　 裂叶鳞蕊藤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Ｌ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ｎ ｌｏｂａｔｕｍ

５１
苦苣苔科

　 江西全唇苣苔
　 台闽苣苔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Ｄｅｉｎｏｃｈｅｉｌｏ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ｅ
　 Ｔｉｔａｎ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５２
爵床科

　 羽裂马蓝
　 菜头肾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ｕｓ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ｓａｒｃｏｒｒｈｉｚｕｓ

５３

茜草科

　 波状蔓虎刺
　 胀节假盖果草
　 蔓九节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ａ ｕｎｄｕｌａｔｅ
　 Ｐｓｅｕｄｏｐｙｘｉｓ ｍｏｎｉｌｉｒｈｉｚｏｍａ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ｓｅｒｐ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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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号 中　 　 　 名 学　 　 　 名

５４

忍冬科

　 琼花荚!
　 日本荚!
　 温州双六道木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ｆ．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Ｄｉａｂｅｌｉａ ｓｐａｔｈｕｌａｔａ

５５ 葫芦科

　 浙江雪胆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５６ 黑三棱科

　 曲轴黑三棱
Ｓｐａｒｇ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Ｓｐａｒｇａｎｉｕｍ ｆａｌｌａｘ

５７ 水蕹科

　 水蕹
Ａｐｏｎｏｇｅｔｏｎａｃｅａｅ
　 Ａｐｏｎｏｇｅｔｏｎ ｌａｋｈｏｎｅｎｓｉｓ

５８ 水鳖科

　 水车前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ｔａｃｅａｅ
　 Ｏｔｔｅｌｉａ ａｌｉｓｍｏｉｄｅｓ

５９

禾本科

　 寒竹（观音竹）
　 方竹
　 薏苡

Ｐｏａｃｅａｅ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ｍａｒｍｏｒｅａ
　 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Ｃｏｉｘ ｌａｃｒｙｍａ － ｊｏｂｉ ｖａｒ． ｍａ － ｙｕｅｎ

６０ 棕榈科

　 毛鳞省藤
Ｐａｌｍａｅ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ｈｙｓ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６１ 百部科

　 金刚大
Ｓｔｅｍｏｎａｃｅａｅ
　 Ｃｒｏｏｍ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６２

百合科

　 天目贝母
　 重楼属（所有种）
　 　 北重楼
　 　 狭叶重楼
　 　 华重楼
　 阔叶沿阶草
　 白穗花
　 延龄草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ｍｏｎａｎｔｈａ
　 Ｐａｒｉｓ ｓｐｐ．
　 　 Ｐ．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ｂｕｒａｎ
　 Ｓｐｅｉｒａｎｔｈａ ｇａｒｄｅｎｉｉ
　 Ｔｒｉｌｌｉｕｍ ｔｓｃｈｏｎｏｓｋｉｉ

６３ 姜科

　 浙江舞花姜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Ｇｌｏｂｂａ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注：标“”者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未标“”者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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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务实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自《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０７
号）下发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智慧城

市建设研究和宣传工作，着力构建省政府与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国家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３ ＋ Ｘ”指导推进模式，明确首批试点项目，建立
组织推进体系，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参与，形成了较

好的思想基础、工作基础和社会氛围。为科学务

实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重要意义

建设智慧城市，是我省抓住新一代网络技术、

新一代智能制造产业、新一代服务业和城市化发

展的机遇，破解城市发展难题，赢得先发优势的重

大战略决策，是事关经济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创新

和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一项系统性、创新性工作。

科学务实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有利于集中

各方资源，凝聚合力，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率先

取得突破；有利于探索和创新行之有效的方法，积

累经验，谋求先发优势；有利于以点带面，示范带

动，逐步推动智慧化应用整体水平的提升；有利于

保护各地、各有关单位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

性，防止“一哄而上”、盲目投入，防止低水平重复

建设，防止资源浪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

识科学务实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重要意

义，统一思想，统筹协调，勇于创新，务实推进，努

力在我省形成全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二、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按照“八八战略”和“两创”

总战略的总体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

“３ ＋ Ｘ”指导推进模式的优势，科学务实地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创新商业模式或服务模

式，致力于“一揽子”解决问题；创新体制机制，实

行一项业务一个专业内容服务公司负责综合平台

与系统的运作、一个专业公司为一个设区市规模

化服务；推进标准化建设，以一套标准规范一项内

容业务与技术；以一套技术与制度进行融合监管，

加强各方权益、运营秩序与网络安全保障；以一个

全覆盖、高水平的宽带与无线骨干网为支撑，提升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坚持利益共享，实现网络

传输商、网络内容服务商、平台软件开发及服务

商、智能设备制造商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推动信

息化与城市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提升人民生活品

质，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营造科学发展的新优

势。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坚持市场主体的活力

与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调整完善的动力相结

合，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推进体系。

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加强科学谋划，优化布

局，统筹协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标准建设，打破

条块分割，促进共建共享和业务协同，系统化、一

体化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服务为先，民生优先。把以人为本、服务至上

作为开展智慧城建设示范试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积极探索管用的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能力，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以点带面，注重实效。围绕我省经济转型升

级的战略重点、群众对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找准突破口，试点先行，

有序推进，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取得实效。

市场驱动，培育产业。坚持以应用促发展，应

用促创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培育新兴产业，突

破核心技术，壮大龙头企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

开放合作，创新引领。加强对外开放合作，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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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全球智慧和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和服务模式创新，提高联合攻关能力、协同创新能

力和市场开发能力。

综合防范，保障安全。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

保障体系，确保网络应用市场主体各方面的权益、

运营秩序和信息安全，增强抵御风险和自主可控

的能力。

（三）工作目标。通过 ３—５ 年的努力，智慧
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取得明显成效，示范效应突出，

并向全省各城市推广应用，形成投资、建设、运营、

管理、服务模式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一批技术、

业务与监管流程融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

方标准，形成一批创新能力突出、集聚发展的智慧

产业基地，为市民提供更便捷、更低碳、更有品质

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企业创业创造更有利、更优

化的商业发展环境；为公共服务构建更高效、更智

能的城市运营管理环境。同时，探索出一套切实

可行的智慧城市建设组织领导体系、指导推进体

系、评价考核体系、政策促进体系、产业支撑与服

务体系、制度与标准体系、应用与人才培养体系和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为“智慧浙江”建设打下良好

的基础。

三、主要任务

（一）科学确定试点项目。要抓住当前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试点项目，必须具备

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统一的应用市场开发、切实有

效的政策保障、明确的平台与系统的开发主体，突

出的示范效应、扎实的信息化和产业基础、良好的

市场发展潜力等优势。坚持自主自愿、宁缺毋滥

的原则，由各设区市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后向省政府申报，省里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按

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明确并实施示范试

点项目。

（二）建立健全试点组织体系。各试点城市

要成立“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机构和专人负责

的工作办公室，加强科学决策与统一规划，研究解

决试点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对每个试点项

目，要专门成立项目组，由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任

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参与单位分管负责人

任成员，负责试点项目的实施工作。成立试点项

目专家组，邀请试点领域各方面权威专家组成，加

强对试点项目的咨询和智力支持。要明确试点项

目的合作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主体等，完善组织

体系。

（三）精心编制与实施试点方案。对每个试

点项目，由责任单位牵头，组织有关单位业务骨干

和试点领域的专家，按照致力于“一揽子”解决问

题的要求，编制试点实施方案。要深化调研，全

面、系统地调查、了解、掌握试点项目的业务需求，

对项目建设方案要进行全面设计、系统设计、顶层

设计，并进行各方面的评审通过后，方可实施。在

此基础上，开展具体实务试点。可在一个小的区

域范围内先行先试，完善提升后再逐步扩大试点

区域。通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实现一个县（市、区）

基本覆盖，对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进行全面评估，

在软件、运行机制和体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再

扩大到两三个县（市、区）进行试点，力争用三年

左右时间实现一个设区市的基本覆盖。每个环节

必须严格把关，做细做实。要结合参与中国工程

院《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课题研究，开

展《浙江省智慧城市研究课题》研究，转化研究成

果，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试点实施方案和项目建

设运营方案，提供智慧城市建设的示范案例。

（四）创新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和服务模式。

对试点项目要实行公司化的运作机制，提供专业

化的内容服务。以形成新型的利益平衡机制为突

破口，引导各方主体解放思想，追求新的共赢模式

和体制，破除条块分割、条条分割的“信息孤岛”。

按照利益共享的原则，可探索投资与运营分开的

新模式，投资可组建国有公司以独资或控股的方

式来进行，运营可由股份制的专业内容服务公司

来负责。探索实行服务外包的体制机制，特别是

对技术类和事务类的公共服务事务，要率先试行

服务外包。推动政府部门信息中心逐步从信息系

统的开发、维护转向对网络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包、

评价、考核和监管上来。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

使用谁付费”的原则，用市场机制的办法，鼓励网

络传输商、网络内容服务商、软件开发及服务商、

智能设备制造商、科研院所等国内外知名企事业

单位参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五）协同推进标准化建设。在试点过程中，

要同步开展信息系统标准、服务规范和监管流程

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由省质监局牵头会同省

省政府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85 期)22

书书书

经信委等单位成立省智慧城市标准化委员会，统

筹协调和推进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在每

个试点项目设立标准化工作组，由责任单位牵头，

组织标准化研究专家、业务专家、信息化专家和当

地标准化主管部门负责人等参加，对试点领域的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综合梳理，在

国家信息化主管部门、标准化主管部门和有关业

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结合试点，超前设计，

边实践探索、边总结完善，形成业务、技术与监管

流程高度融合的商务模式创新的标准，达到推广、

复制、持续开拓市场的目的。

（六）着力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高度

重视试点过程中的安全保障问题，坚持技术手段、

制度手段与法律法规监管手段一体化，做好权益、

秩序、安全保障工作。建立全程的责任追溯查证

体系，明确各环节的主体责任。探索实行实名制

度、信用制度、综合监管制度、违信违法违规的追

究制度、保密制度等。加大安全检测、等级保护、

风险评估、应急预案、灾难备份、电子认证等工作

力度，及时发现和修补安全漏洞。

（七）加快提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

试点城市要全面加快无线骨干网、宽带骨干网建

设，率先完成 ３Ｇ、４Ｇ、ＷＩＦＩ、卫星等多种制式综合
服务的无线通信体系建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相关政府部门要提供支持和配套，网络传输商要

抓住机遇，拓展业务。加强统筹协调，推进“最后

一公里”入户网端共建共享模式的试点与推广工

作。探索高性能计算机建设运用服务模式、云计

算服务平台统一建设模式，减少重复建设。加快

推进杭州市、宁波市“三网融合”试点工作，促进

跨网跨屏跨平台新技术、新业务应用发展。

四、保障措施

（一）落实“３ ＋ Ｘ”指导推进模式。在省政府
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签署共同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各试点城市

政府和省级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要积极向国家相关

部门汇报沟通，做好衔接工作，争取把我省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项目列为国家级示范试点项目，形成

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牵头、明确专门司局负责、组织

相关专家参与的试点指导联系机制，在组织协调、

工作指导、标准建设、项目安排、政策倾斜等方面

给予切实有力的支持。在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的框架内，成立省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协调小

组，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日常工作由省信息化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推进试点项

目的实施工作，研究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的重大问题。

（二）加强智力支持与服务。成立省智慧城

市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有关信息化专家、试

点领域的业务专家、管理专家等多学科的专家组

成，负责政策、技术、业务和标准建设等方面的咨

询和指导，为试点项目提供方案论证、技术指导、

成果评价等方面的服务。对每个示范试点项目，

成立由省级业务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

指导组，深入实地调研和蹲点服务，指导、协调和

推进试点项目实施工作。

（三）完善扶持政策。每年从省财政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项资金中切块安排 １ 亿元，用于支持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项目的顶层设计研究、实施方

案编制、服务外包、项目建设、专家咨询、指导服

务、宣传推动、绩效评估等。各试点城市政府要在

财政、人才、科技、金融、市场、产业基地建设等方

面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承担公共服务

外包的费用，优化服务，改善环境，为试点的顺利

推进、取得实效创造良好的保障条件。

（四）建立考核评估机制。省智慧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每年要对试点实施方案落实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总结经验与做法，加大工作考核

力度，考核结果向全省通报，形成试点实施工作

“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委托第三方机构建

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开展绩

效评估，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把工作考

核和绩效评估结果作为检验试点成效的重要依

据。建立激励和退出机制，对水平领先、实绩突

出、服务对象评价高的可向全省推广，经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标准委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认可后

作为示范项目积极向全国推广；对推进力度不大、

工作成效不明显的试点项目，进行督促整改，直至

取消试点资格。

（五）广泛开展培训宣传普及工作。举办领

导干部智慧城市建设专题研讨班、智慧城市建设

主题系列沙龙、智慧城市巡回演讲和科普宣传等

活动，提高领导干部领导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主办好中国（宁波）智慧城市技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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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产品应用博览会，办出特色、打响品牌。充分

发挥各种新闻媒体的作用，开展形象生动、贴近群

众、贴近生活的宣传活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

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项目的

实施营造良好氛围。成立省智慧城市促进会，调

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开展智慧城市交流、宣传、

推广工作。支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立省智慧城

市研究中心，开展政策、规划、技术、业务和标准建

设等方面的研究咨询工作。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二年五月十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３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五日

浙江省 ２０１２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２０１１ 年全省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健全完善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强化法制建设，大力开展食品

安全治理整顿，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解决了一批

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饮食

安全。但是，当前我省食品安全基础依然薄弱，风

险隐患依然存在，违法问题时有发生，食品安全形

势依然严峻。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巩固

前一阶段取得的治理整顿成果，解决突出问题，抓

好重点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２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２〕１６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 ２０１２ 年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作出以下安排：

２０１２ 年全省食品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
持标本兼治的原则，继续深化食品安全治理整顿，

加大严惩重处力度，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食品

安全的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

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和法制建

设，努力消除监管盲区、死角，健全食品安全监管

长效机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全面提高

食品安全监管能力，进一步提升我省食品安全水

平，确保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一、深化食品安全治理整顿

（一）继续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违法行为。进一步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

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质、

在畜禽水产品养殖环节滥用抗生素及禁用药物、

在保健食品中违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在火锅底

料中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加大对超范围、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问题的治理力度。全面排

查和严厉整治带有行业共性的隐患和“潜规则”

问题，坚决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

（二）深化重点品种综合治理。继续深化乳

制品、食用油、肉类、酒类、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

等方面的综合治理，重点加强专项执法，加大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实施行业清理，整顿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进一步督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履行自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85 期)24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检义务，提高企业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加快重

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研究制

订《浙江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加快推进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规范

餐厨废弃物管理。

（三）开展重点场所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针

对食用农产品和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农村“食品

专业村”、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工地、中小学校

园及周边等重点场所，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

查治理，重点清理、取缔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

作坊”、“黑窝点”，依法查处从非正规渠道进货的

食品经营单位。全面排查并严厉惩处“地沟油”、

“瘦肉精”、利用病死畜禽加工食品等违法犯罪活

动。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过程中

的食品安全监管，深入排查治理中小学食堂及校

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隐患。通过

重点场所专项治理，进一步整顿规范小作坊、小摊

贩、小餐饮单位等薄弱部位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

（四）开展农药兽药残留专项整治。强化检

打联动，查处违法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

的农药、兽药等行为，坚决打击假劣农资制售源

头，重点打击无证无照生产、销售的“黑窝点”。

强化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全过程管理。加强食

用农产品农药、兽药残留监测，加强对主要农产品

生产基地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质量安全监测。加

大对农药生产经营的监管力度，加强兽药 ＧＭＰ
（良好生产规范）后续监管，积极推行兽药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制度。实施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

监控计划。开展产地环境监测评价工作。

（五）开展畜禽屠宰专项整治。强化活禽、生

猪（牛、羊）产地和屠宰检疫，严惩出售和屠宰病

死畜禽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私屠滥宰和屠宰

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行为的打击力度。查处加

工、出售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经肉品品质检验不

合格的肉品等行为。严把市场准入关，依法清理

整顿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加强对屠宰场所的

监督检查，督促屠宰企业落实进厂（场）查验、来

源和产品流向登记、肉品品质检验、问题产品召

回、病害畜禽及产品无害化处理等制度。

（六）开展调味品专项整治。严格实施调味

品生产许可制度和生产经营主体准入制度。加强

调味品标识标注管理。进一步完善调味品检测方

法，实施重点调味品专项监测。依法查处调味品

虚假标注问题，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醋、酱油、料酒等调味品行为；

依法查处和取缔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单位。

（七）开展餐饮具、食品包装材料专项整治。

加强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消毒工艺流程、使用

消毒产品以及消毒餐具包装和标签内容等的监督

检查，依法打击无证无照从事餐饮具集中消毒经

营服务行为。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

查处使用不合格餐具、自行消毒不符合规范等问

题。针对食品用纸、塑料等食品包装材料、容器，

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检测方法、标准。依法取缔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包装材料的“黑窝点”。

二、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执法

（八）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

力度。各有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执法检查，对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要依法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直至停产整改、吊销证照。对

隐瞒食品安全隐患、故意逃避监管等行为，要依法

从重处罚。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八）》，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进一

步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实现执法、司法

信息互联互通，坚决防止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

罚代刑。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要互相支持、

积极配合，确保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责任追究

到位。

（九）加强食品安全日常监管。扩大食品安

全监督抽查、市场巡查、执法抽检的频次、范围，深

入排查食用农产品生产、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

通、餐饮服务、食品进出口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隐

患。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深入推进产地准出和

追溯管理机制建设。强化收购粮食质量监测和库

存粮油质量安全监督检查。继续实施食品生产企

业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深化出口食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完善流通环节抽样检

验和快速检测制度，在继续推进“千镇连锁超市、

万村放心店”工程的基础上，重点实施“品牌超市

进校园”工作，稳妥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强

化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单位、中央厨房、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的监管，落实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全面实

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３２１ 示范工程”，开展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继续实施农村集体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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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和乡村厨师体检培训制度，强化农村家庭聚

餐申报及食品安全指导工作。

（十）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执法能力。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和刑

事执法装备、检测设备和工作经费。加强基层监

管执法队伍和技术装备建设，强化监管执法人员

培训考核，规范执法程序，提高监管执法队伍素

质、依法行政能力和侦查办案水平。

三、夯实食品安全监管基础

（十一）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进一步健

全县级以上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综合协调机制，理

顺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分工，强化综合协调能力建

设。结合《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规定，梳

理查找存在的监管职能交叉和空白问题，重点针

对小作坊、小摊贩、前店后厂、现场制售等生产经

营活动，明确监管部门和监管要求。建立健全基

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力

量，重点落实乡镇（街道）食品安全职责，推进监

管重心下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严肃查处监管执法中的不作为、不到位和乱

作为等失职渎职行为。继续实施省对市、市对县

（市、区）的食品安全综合考评和对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的评议、考核。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

进一步完善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指标体

系和考评机制。

（十二）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深入宣传

贯彻《实施办法》，完善配套文件和管理制度。密

切配合各级人大开展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和专题询

问，各级政协开展“健全我省食品安全长效管理

机制”专项民主监督活动，督促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的贯彻落实。研究制订《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条例》。依法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

品摊贩等薄弱环节纳入法制化监管轨道。

（十三）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继续组织

开展 ２０１２ 年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
积极参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进一步完善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部门协商、征求意见、

标准评审、跟踪评估等工作制度和程序。依托浙

江省食品安全信息网站，建立食品安全标准数据

库。完善相关制度、措施，规范食品安全企业标准

备案工作，进一步为企业做好企业标准备案的服

务工作。做好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贯彻及跟踪评

价工作。加强食品安全标准专家队伍建设。

（十四）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加快推进

筹建浙江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中心，积极争

取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国家参比实验室。组织实施 ２０１２ 年省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作的质量控制，提高监

测结果的共享和应用，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

（修）订、监管执法和处置食品安全事故提供科学

依据。

（十五）强化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统筹检验

检测力量建设，全面推进以县域为重点的食品安

全检测资源整合工作，加强和优化监管资源的合

理配置。支持食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能力和工艺技术装备水平。鼓励发展第

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严格食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和管理，实现检验检测结果互认，促进资源共

享。规范检验检测机构从业行为，加强检验检测

机构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务和技术

能力。加强应急检测的统筹管理，组织开展应急

检测及其技术研究。

（十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强食品安全

事故处置队伍及技术装备建设，分级修订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健全食品安全事故快速反应和

查处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提高实战

能力。落实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员制度，规范食品

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制订全省流行病学调查

技术规范并组织实施。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事故

信息报送体系和通报机制，细化完善信息报送时

限、程序、责任等方面的要求。健全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协同应对机制，加大对重大食品安全案件的

督查督办力度。加强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的评

估审核管理，确保信息发布及时、准确、客观。

（十七）加强食品安全科技研发。结合 ２０１２
年全国食品工业技术改造专项项目，进一步改善

企业生产管理硬件条件。继续推进流通环节食品

安全电子监管体系建设。推进肉菜、酒类电子追

溯系统建设。组建省食品安全专家咨询委员会，

积极开展政策规范研究及咨询、开展问题食品关

键工艺的改造研究工作。

四、进一步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十八）严格实施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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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范许可程序，完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查技

术规范，逐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对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审查机构和人员行为的规范。规范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供餐管理，加强对集中供餐单位

的源头监管。

（十九）建立和完善企业生产经营的监管制

度。依法落实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不合格食品召

回、流通环节不合格食品退市和销毁等管理制度，

防止过期、腐败变质等不合格食品回流生产经营

环节。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食品安全

标准，进一步加大对食品标签、说明书的规范和管

理力度。

（二十）强化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管理。

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健全内部质量安全管理机

构，明确主管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责任。建立餐

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员队伍，加强培训和考核。

严格执行食品从业人员每年不少于 ４０ 小时的培
训制度，提高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能

力。分类完善监管措施，切实提高大型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的质量安全控制水平和应对突发事件能

力。

（二十一）加强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推

动规模以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全面建立诚信管理

体系，在乳品生产企业率先全部建立诚信管理体

系。加快推进质量信用平台建设，加大质量安全

信用信息记录发布力度。建立食品生产加工和进

出口违法企业“黑名单”制度，加大对失信企业惩

戒力度。进一步推进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

经营单位信用档案，共享信用信息，实施分级分类

监管。充分发挥食品相关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的行业自律作用，在企业中积极开展诚信

道德和遵纪守法生产经营宣传。

五、引导社会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

（二十二）强化社会监督。积极发展食品安

全群众监督员队伍，加强培训和管理，充分发挥群

众监督员的社会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各级消费者

协会的优势，引导公众自觉抵制假冒伪劣食品。

支持和鼓励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加强舆情监

测，及时核查反映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强化与媒

体的沟通和交流，充分发挥食品安全媒体信息员

的作用，引导新闻媒体客观准确报道食品安全问

题，为食品安全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加强互联

网信息管理，防止传播和炒作虚假信息。

（二十三）认真落实有奖举报制度。各市、县

（市、区）要参照省级有奖举报制度规定，抓紧制

（修）订本地区有奖举报制度，进一步明确奖励举

报范围和举报受理部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

举报线索受理、核查、移送和反馈程序。设立有奖

举报专项资金，保证奖励资金专款专用。完善对

举报人的保护措施，确保举报线索及时核查、奖励

资金及时兑现，加大对有奖举报制度的宣传，鼓励

人民群众积极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全面启用

全省统一的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９６３１７”，落
实相应的工作机构、人员和经费，规范“９６３１７”的
运作和接报处置。

（二十四）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认真抓

好食品安全各项政策措施的宣传教育，及时稳妥

做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食品抽检结果

发布后的解疑释惑工作。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宣

传周”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食品安

全法制、诚信自律宣传，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守

法意识。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专家的

作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的科学认知水平。

六、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五）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各市、县（市、

区）政府要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本地

区食品安全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实施

《浙江省食品安全“十二五”规划》，统筹食品安全

监管能力建设，切实保障执法办案和监管基础能

力建设的经费投入。进一步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实化细化目标任务，明确完成时限和考核指标，逐

级落实责任。

（二十六）加强协调配合。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加强支持配合，形成上下联动、部门联动、地

区联动的执法格局和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

合力。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各环节

监管措施的衔接，提高监管合力。要建立违法案

件查处首责制，消除监管盲区、死角，坚决杜绝有

案不查、推诿扯皮等问题。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

构要加强综合协调和监督指导，适时开展督促检

查，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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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４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水利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水规计〔２０１２〕５８ 号）
要求，现将《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

　 　 按照水利部《关于开展加快水利改革试点工
作的通知》（水规计〔２０１１〕２９２ 号）部署，我省被
列为全国水利改革试点省，重点开展加快水利工

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

体系两项改革。为顺利推进全省水利改革试点工

作，确保完成改革目标任务，进一步增强我省水利

管理服务能力，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目标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

发〔２０１１〕１ 号）、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
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的实施意见》（浙委〔２０１１〕３０ 号），重点围绕
两项改革试点任务，着力推进水利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升大规模水利建设

管理能力、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能力和基层水利服

务能力。力争到 ２０１３ 年，基本建成制度健全、集
约高效、市场规范、监管全面、责任落实的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体系，权责明确、管理长效、经费落实、

运转高效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机制，职能明确、布

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基层水利服务体

系，使水利管理服务更专业、更规范，逐步向现代

化迈进，努力实现我省水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改革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

几条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民生为先，优化服务。以服务基层

和农村为重点，着力提高水利部门公共管理和服

务能力，逐步缩小城乡水利公共服务差距，努力让

全省人民长期共享水利建设和水利改革成果。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统一步

调，认真组织实施水利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水利改革，特别是提高改

革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率和支持率，顺利推进水利

改革进程。

三是坚持分类分步，重点突破。按照“分类

指导、突出重点、梯度推进”的工作思路，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水利改革政策措施，引导和指导各地

水利改革分类推进、重点突破。同时，通过试点工

作，积极探索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方案，逐步

扩大改革范围、推广改革成果。

二、主要内容

（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１．中小型民生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推行相对集
中管理模式。在完善和规范大型和重要中型水利

建设项目法人制的基础上，针对中小型农村水利

工程建设任务重、管理跟不上的状况，积极推行相

对集中的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可以以县（市、区）

为单位组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单位，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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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期项目法人职责，并受县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水利建设

项目类型多、任务重的县（市、区），县级项目法人

可组建若干工程项目部，分担建设管理职责。县

级政府应建立中小型民生水利工程建设联席会议

制度，负责协调、指导辖区内中小型民生水利工程

建设相关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县（市、区）政

府分管领导担任，成员单位由发改、编制、财政、交

通运输、公安、水利、国土资源、环保、建设、农业、

林业等部门组成。设区市本级可根据水利工程建

设需要，组建相应的项目法人单位。

２．小型和微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推行农
民自治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受益农民在小型和微

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落实喷

微灌、分散式农村饮水工程等小型和微型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责任主体，推行农民自治的管理

模式。项目建设管理方案经村委会提议、村民代

表会决议后，由村委会组织实施，执行过程和实施

结果要予以公示。省水利厅要研究制订小型农村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实施意见，各地可根据实际情

况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３．探索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模式。
深化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在全

面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的同时，积极探索代建制

建设管理模式，促进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管理的专

业化和社会化，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和效

益。根据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需要，研究确定政

府投资水利项目代建单位资格条件，审批设立符

合条件的代建单位。代建单位行使建设期项目法

人职责，对项目建设的质量、安全、进度和资金管

理负责。

４．强化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严格
落实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责任制，各级政府对本

地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工作负总责，建立各负其

责、齐抓共管的工程质量与安全责任约束机制。

加强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机构建设，建立省、

市、县三级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体系。各级

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机构隶属于同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实行分级管理，上一级机构对下一级机

构进行业务指导和督查，具体分级责任和管理办

法由省水利厅研究制订。市、县级水利工程质量

与安全监督管理机构，要根据水利建设任务情况

配备必要的人员。各级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

机构的人员和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５．进一步规范水利工程建设市场。健全水利
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完善全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信息公开和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平

台，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营造诚实守信

的良好氛围。健全水利建设市场准入和清出机

制，加强市场主体监管，完善落实市场主体行贿犯

罪档案和不良行为记录查询制度，有严重不良行

为记录的，在一定期限内暂停在浙江境内参与水

利工程建设招投标资格；全面实施在浙单位安全

生产条件情况公示制度。完善省、市、县三级部门

联动监管机制，强化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管，

推动水利工程建设有序进行，确保水利工程建设

质量、安全和投资效益。

（二）大中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体制改革。

１．完善管理机构，探索集约化管理。结合各
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大中型水利工程

管理职能，按照集约管理的原则，创新管理模式，

延伸工程管理范围，重组和完善工程管理机构，探

索按区域、流域实行统一集中管理。

２．推广管养分离，试行专业化管理。积极培
育水利工程物业管理，每个设区市市域内要探索

成立（认定）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企业，鼓励已有的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组建维修养护企业，积极对外

参与物业管理。各设区市选取一个试点县（市、

区），实行水利工程管理与养护分离，试行专业化

管理，提高管理绩效。

３．落实“两项经费”，构建长效化管理。按照
长效管理要求，建立稳定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年度

运行管理经费与维护经费保障机制。“两项经

费”要严格按定额测算，确保足额到位。公益性

（含准公益性）工程维护经费列入各级财政维护

专项资金补助范围。将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纳入地

方政府考核目标，实现水利工程长效管护。

４．健全规章制度，推进规范化管理。进一步
完善工程安全管理检查评估、考核、备案登记制

度，健全分类工程管理技术要求和安全监管办法。

修订工程维修养护和日常管理的相关标准，健全

工程管理规章制度。积极创建国家级和省级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推进工程管理规范化。

（三）小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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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理责任。开展小型
水利工程管理现状调查，全面落实管护主体，明确

安全管理和运行管理责任，以乡镇为单位登记造

册并予以公布。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并管理的水利

工程的监督管理，并直接确定或者督促集体经济

组织确定水利工程管护主体。鼓励“以大带小、

小小联合”的区域化集中管理模式，可组建灌区、

圩区等共同受益区为单元的农村水利会或纳入大

中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范围实行区域集中管理

（含委托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对重要的小型水利

工程实行统一物业管理。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

流域（区域）水利站要加强对水利工程管护主体

的业务指导和技术服务。

２．落实管护经费，建立管护机制。各级政府
要从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中列支公益性

（准公益性）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经费，建立小型水

利工程长效管理机制。公益性（准公益性）小型

水利工程管护经费由村委会提出申请，流域（区

域）水利站或乡镇（街道）水利站汇总编制工程维

修养护方案，报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商请财政等

部门审批通过后，纳入县级补助项目，由村委会组

织或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维修养护。

３．创新管理体制，提高农村水电站管理效能。
探索水电站群集约化、专业化管理，提升农村水电

安全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水平。鼓励发展专业运

行管理和维修养护机构，发挥骨干水电站或行业

协会优势，形成与我省农村水电运行维护需求相

适应的市场网络。开展以小流域或乡镇（街道）

为单元、人才技术共享平台为依托的联合运行、集

中管理型农村水电站群试点，提高水电站群综合

能效。

（四）建立健全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１．完善基层水利机构管理体制，强化公益性
职能。

（１）健全服务机构，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县
域内流域（区域）水利站“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

管理体制；结合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健全

乡镇（街道）水利服务机构。防汛防台抗旱任务

较重乡镇（街道）设置的防汛防台抗旱办事机构，

与乡镇（街道）水利服务机构实行综合设置。落

实流域（区域）水利站或综合设置乡镇（街道）水

利服务机构的水利人员编制，所需经费纳入县级

财政预算，确保水利工作顺利开展。基层水利机

构承担农村水利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具体

从事管理范围内水资源管理、防汛防台抗旱、农田

水利建设、水利科技推广等组织协调和管理服务

的实施工作。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业务指导

和绩效考核。流域（区域）水利站作为县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直属机构，其人事、经费和考核管理

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２）充实基层水利员队伍，落实经费保障。
各地要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

设对农村水利提出的新要求，根据农村水利建设

和管理任务的特点，对基层水利员队伍进行定编

定岗。原则上按平原和海岛每 １０—２０ 平方公里
配 １ 人，丘陵和山区每 ３０—５０ 平方公里配 １ 人，
从紧掌握。基层水利员编制由县级统筹解决，落

实相关经费。

（３）严格准入门槛，建立首席水利员制度。
新进水利员在具有水利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中

公开招考，水利员队伍中水利专业技术人员所占

的比例达到 ７０％以上。开展首席水利员推选活
动，改革期内在全省选拔 １００ 名左右首席水利员，
将其培养成行业公认、技术领先、热心服务、业绩

突出的基层水利机构领军人才。通过首席水利员

评选，带动水利员队伍素质整体提升，优化队伍结

构和素质，促进专业化和专职化。

（４）开展标准化建设，创新运行机制。开展
基层水利机构标准化建设，落实办公场所和设施

设备配置，纳入农田水利建设内容，改善基层水利

机构服务条件。利用专业优势，拓展服务领域。

积极参与水利工程物业管理，建立自我积累、自我

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

２．完善村级水利工作队伍，加强村级水利公
共管理和服务。

（１）建立村级水利（水务）员队伍。以行政村
为单位，依托村级农业服务站点，选配或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组建一支稳定的村级水利（水

务）员队伍，协助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做好村级涉

水事务的管理和服务，解决农村水利“最后一公

里”的管护和服务问题。村级水利（水务）员主要

承担防汛减灾、水事调解、工程巡查、河道保洁、灌

溉放水、饮用水管护、水文代办等公益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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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水利（水务）员组建方案，由县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充分听取和吸纳乡、村意见，报县级政

府同意后组织实施。要选聘责任心强、有一定专

业知识、村民公认公道办事的村民为村级水利

（水务）员，具体由村委会报经乡镇（街道）和县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聘任。加强对村级水利

（水务）员的业务培训，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每年

制定培训计划，分期分批开展培训，提高村级水利

（水务）员队伍素质。基层水利机构要根据村级

水利（水务）员管理和服务的特点，加强对村级水

利（水务）员的工作考核。

（２）大力推广农民群众自我管理、合作用水
等组织形式。鼓励和引导各地根据区域实际情

况，以灌区、圩区、行政村或若干受益村等为单元

组建农村水利会等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承担村级

涉水事务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建立健全小型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和台账。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接

受基层水利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村民的监督。

（３）加强水文代办员队伍建设。为保证水文
代办员队伍长期稳定，水文代办员纳入村级水利

（水务）员范畴。各级水文机构要加强对水文代

办员的指导与管理，提高水文测报工作质量。

３．完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全面增强基层防
汛防台能力。

（１）健全基层防汛防台组织。按照“组织健
全、责任落实、预案实用、预警及时、响应迅速、全

民参与、救援有效、保障有力”的要求，全面建立

和完善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防汛防台指挥

部为单位，以行政村（社区）防汛防台工作组为单

元，以自然村、居民区、企事业单位、水库山塘、堤

防海塘、山洪与地质灾害易发区、危房、公路危险

区、船只、避灾场所等责任区为网格的基层防汛防

台组织体系。全面落实基层防汛防台工作行政首

长负责制，明确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

人为乡镇（街道）防汛防台行政责任人，防汛防台

抗旱任务较重乡镇（街道）设置的防汛防台抗旱

办事机构与乡镇（街道）水利服务机构实行综合

设置，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落实办公场所、人员

编制和工作经费。行政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为

行政村（社区）防汛防台工作组责任人。责任区

网格由行政村（社区）防汛防台工作组负责管理。

（２）建立基层防汛防台长效机制。建立健全

基层防汛防台组织责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安

全避险和应急救援等体系的动态管理制度。根据

实际变化，及时调整基层防汛防台组织及责任人；

组织开展基层防汛防台预案演练并及时修订完善

预案；完善监测预警设施，健全基层防汛防台预警

信息发布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避灾场所的建设

与管理，定期或不定期排查危险区域，及时调整安

全区、警戒区、危险区和群众转移线路；加强基层

防汛防台抢险救援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管理，巩

固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成果，不断提升基层防

灾减灾能力。

三、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抓好水

利改革试点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

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取

得实效。

（一）建立领导机构。为加强对水利改革试

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省政府成立加快水利

改革发展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试点工作

的重点和目标任务，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重要

事项。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省水

利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民政

厅、省农业厅、省编委办、省农办等部门负责人为

成员。各市、县（市、区）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负

责推进本地水利改革试点工作。

（二）明确工作责任。明确省、市、县三级政

府在水利改革试点工作中的职责分工，省级加强

指导和督促，市、县两级负责组织实施。各级编制

部门要落实机构及人员编制，财政部门要落实资

金保障，人力社保部门要研究制订相应的人才保

障措施，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建

立统计通报和考核奖惩制度，根据各项任务的进

度安排和责任分工，按季度对实施情况进行统计

和考核，并在全省通报，予以相应奖惩。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通过各类媒体和各种形式，加大对水利改革试

点工作的宣传力度，提升宣传效果，营造良好氛

围，提高全社会对加快水利改革的认知度和关注

度，动员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和参与水利改革。

附件：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工作进度安

排与责任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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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浙
江
省
加
快
水
利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进
度
安
排
与
责
任
分
工
表

一
、
准
备
阶
段
（
２０
１１
年
９—
１２
月
）

主
要
任
务

时
间
安
排

责
任
部
门

试
点
方
案
编
制
、
咨
询
和
报
批

２０
１１
年
９—
１２
月

省
水
利
厅

二
、
实
施
阶
段
（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

主
要
任
务

时
间
安
排

责
任
部
门

（
一
）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１．
制
订
《
浙
江
省
水
利
工
程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规
定
》
和
《
浙
江
省
小
型
农

村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管
理
实
施
意
见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２
年
６
月

省
发
改
委
牵
头
，
省
水
利
厅
、
省
财
政

厅
、
省
编
委
办
等
参
与
。

２．
建
立
健
全
各
级
水
利
工
程
质
量
与
安
全
监
督
机
构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８
月

省
编
委
办
、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３．
第
一
批
１０
个
试
点
县
（
市
、区
）
提
出
项
目
法
人
组
建
方
案
，并
上
报
审
批
。

２０
１２
年
３—
１２
月

４．
第
二
批
２０
个
试
点
县
（
市
、区
）
提
出
项
目
法
人
组
建
方
案
，并
上
报
审
批
。

２０
１２
年
５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４
月

省
发
改
委
、
省
编
委
办
牵
头
，
省
水
利

厅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５．
进
行
试
点
运
作
，
总
结
完
善
试
点
经
验
。

２０
１２
年
７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发
改
委
、
省
财
政

厅
、
省
编
委
办
等
参
与
。

６．
研
究
制
订
政
府
投
资
水
利
项
目
代
建
单
位
资
格
条
件
和
水
利
工
程
代
建
管

理
办
法
等
，
审
批
设
立
代
建
单
位
。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省
发
改
委
牵
头
，
省
水
利
厅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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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大
中
型
水
利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１．
出
台
《
浙
江
省
深
化
水
利
工
程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指
导
意
见
》
，并
组
织
实
施
。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发
改
委
、
省
财
政

厅
、
省
编
委
办
等
参
与
。

２．
制
订
堤
塘
工
程
安
全
评
估
办
法
、
大
中
型
水
库
管
理
技
术
要
求
、
水
利
工
程

物
业
管
理
单
位
资
质
规
定
等
规
章
制
度
。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８
月

省
水
利
厅

（
三
）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１．
选
择
３０
个
乡
（
镇
）
作
为
试
点
，
探
索
区
域
化
集
中
管
理
等
管
理
模
式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０
月

省
水
利
厅

２．
督
促
地
方
出
台
水
利
工
程
管
理
维
护
政
策
，
建
立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长
效
管

理
考
核
制
度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２
年
１２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
四
）
建
立
健
全
基
层
水
利
服
务
体
系

１．
省
政
府
出
台
《
关
于
改
革
和
加
强
基
层
水
利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的
意
见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２
年
８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农
办
、
省
财
政

厅
、
省
编
委
办
、
省
民
政
厅
等
参
与
。

２．
制
订
《
浙
江
省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法
人
管
理
办
法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２
年
７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民
政
厅
、
省
农

办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３．
制
订
《
浙
江
省
农
村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管
理
维
护
定
额
标
准
》
，
开
展
全
省
基

层
水
利
机
构
标
准
化
建
设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４．
制
订
《
浙
江
省
基
层
水
利
员
考
核
办
法
》
，
开
展
首
席
水
利
员
评
选
工
作
。

２０
１１
年
１２
月
—
２０
１３
年
１２
月

省
水
利
厅
牵
头
，
省
财
政
厅
等
参
与
。

三
、
验
收
阶
段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３
月
）

主
要
任
务

时
间
安
排

责
任
部
门

水
利
部
和
省
政
府
联
合
组
织
验
收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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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路桥区位于浙江沿海中部，

总人口 41.3 万，商贸发达，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丰厚。 近年来，路桥区充分挖

掘本地文化特点， 着力打造“商都、讲

堂、人文、园区”等四大特色文化品牌。

路桥区将传统节日与文化艺术相

结合，通过举办“商都文化艺术节”、“农

民文化艺术节”等系列活动，打造具备

商贸特色的“商都”品牌；将社会教育和

人才引进相结合，依托“南官人文大讲

堂”、“乡村人文大讲堂”、“19 健康大讲

堂”， 引进人才， 打造具备教学特色的

“讲堂”品牌；将本地名人与国学评奖相

结合，开展当地历史人物、商都乡贤评选，国学经典、越剧进校园等活动，增强学生对本地历史文化和

传统文化的认知，打造具备本土特色的“人文”品牌；将文化创意与园区发展相结合，举办中国（路桥）

印刷与礼品包装博览会和台州动漫节，助推古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横新印刷产业园区发展，打造具

备创意特色的“园区”品牌。

▲ 元宵节文艺汇演 ▲ 南官人文大讲堂 ▲ 国学经典进校园

▲ 农民文化艺术节剪纸表演

▲ 十里长街

▲ 路桥人峰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