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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在全市重点控制区执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控制限值的通告
淄政字〔２０１７〕２号

根据«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经市政府第７１次常务会议研

究,现就在全市重点控制区执行大气污

染物排放控制限值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规定在全市大气污染物

排放重点控制区执行,具体范围为张店

区、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临淄区、桓
台县及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行政

区域内除核心控制区以外的其他行政区

域.
二、火电厂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分别按照«山东省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３７/６６４－２０１３)第２号修改

单、«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３７/２３７４－２０１３)第２号修改单规定

执行(详见附件１).
三、水泥行业严格按照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省环保厅«关于化解过剩产能提

升大气质量实施水泥行业夏季错峰生产

的通知»(鲁经信原〔２０１６〕２８１号)和«关
于做好水泥行业冬季错峰生产的通知»
(鲁经信原〔２０１６〕５０１号)要求,实施错峰

生产.
四、建陶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严格

按照«淄博市建陶行业精准转调工作方

案»(厅发〔２０１６〕３５号)要求执行.
五、钢铁、焦化、玻璃、铸造、耐材、砖

瓦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附件１规

定的排放控制限值.
六、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全市各工业

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全面执行«山东省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四

时段标准规定. 取消高污染行业排污特

权,实现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相挂钩.
排放限值不区分行业及工段,一律按照

核心控制区、重点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

分区执行.
七、本通告由市环保局负责解释.
八、本通告自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附件:１．淄博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

度限值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各类热能转化设施基准氧

含量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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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淄博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2017.4.1-2019.12.31）

单位：mg/m
3

行业 工段 SO2

NOx（以 NO2

计）
颗粒物

火电厂
（1）

全部 35
100

（1-1）

50
(1-2)

5
(1-3)

10
(1-4)

锅炉
（2）

全部 50 100 10

钢铁工业 烧结（球团） 烧结机头、球团焙烧设备 100 200 20

建材工业

平板玻璃 玻璃熔窑 200 500 20

陶瓷
喷雾干燥塔

辊道窑、隧道窑、梭式窑
50 100 10

砖瓦 干燥焙烧 150 100 15

铝工业 碳素厂 阳极焙烧炉、其他 200 300 20

炼焦化学工业 焦炉 机焦炉、半焦炉 50 500 30

其他工业炉窑 所有其他工业炉窑 100 200 20

硫酸工业 200 / 20

其他排放源 100 200 20

注1：火电厂和锅炉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同省相关行业标准，以下出现的均同本注释。1-1:现有W型火焰炉

膛锅炉、现有循环流化床锅炉执行该浓度排放限值；1-2新建锅炉及其他现有锅炉执行该浓度排放限值；

1-3：新建锅炉、现有10万千瓦及以上（410t/h及以上）锅炉执行该浓度排放限值；1-4：现有10万千瓦

以下（410t/h以下）锅炉执行该浓度排放限值。

注2：采用W型火焰炉膛的火力发电锅炉、现有循环流化床火力发电锅炉执行该排放浓度限值。

火电厂、锅炉、砖瓦干燥焙烧、平板玻璃行业玻璃熔窑和炼焦化学工业机焦炉、半焦炉颗粒物执行

上述标准，其他行业颗粒物一律执行20 mg/m
3
。表中未列行业严格按照《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执行。

表中规定排放限值为按照公式
2

2

21
21

O
Occ
′−

−
×′= 折算后的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式中：

c ——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mg/m
3
；c′ ——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

3
；

O2′ ——实测的氧含量，%；O2 ——基准氧含量，%。

各类热能转化设施的基准氧含量按附件2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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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类热能转化设施基准氧含量

序号 所属行业 热能转化设施类型 基准氧含量（O2）/%

1

火电厂

燃煤锅炉 6

2 燃油锅炉及燃气锅炉 3

3 燃气轮机组 15

4

锅炉

燃煤锅炉 9

5 燃油锅炉 3.5

6 燃气锅炉 3.5

7

工业炉窑

冲天炉

冷风炉，鼓风温度≤400 ℃ 15

8 热风炉，鼓风温度＞400 ℃ 12

9 水泥窑及窑磨一体机 10

10 玻璃窑炉 8

11 陶瓷工业的喷雾干燥塔及炉窑 8.6

12 砖瓦工业干燥焙烧窑 16

13 使用燃油、燃气的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 3.5

14 碳素厂阳极焙烧炉 15

15 金属熔炼炉、烧结炉 按实测浓度计

16 其他工业炉窑 9



市政府文件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２０１７年市重大项目名单的通知

淄政字〔２０１７〕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２０１７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

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

为继续加强投资拉动,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经市政府研究,确定

２０１７年市重大项目３３０个,总投资２９６８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１０２６亿元. 现将项

目名单予以公布,并提出以下要求,请认

真贯彻落实.

一、积极作为,增强支持服务重大项

目建设的责任感.我市正处于加快转型

发展的关键时期,重大项目建设是落实

“一个定位、三个着力”总体思路和“十个

新突破”工作重点的重要抓手,对深入推

进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对完善城市

功能、优化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 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

要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力支持

和服务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持续有力抓

投资、上项目、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二、勇于创新,提高手续办理效率、

搞好要素保障.各部门要按照时间节点

要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进一步提

高行政审批效率. 要创新工作方式,实

行“容缺受理、后置补齐”“施工许可先审

批后缴费”等工作模式,加快项目手续办

理. 要强化“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的保

障机制,统筹解决重大项目用地需求,优

化排污和能耗指标配置,拓宽项目融资

渠道,依法依规减免项目建设有关收费.

同时,严厉打击各类影响项目正常施工

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重大项目建设顺

利进行.

三、严格督导,强化重大项目督查考

核.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和市重

大项目推进办要及时调度梳理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将项目推进事项

分工落实到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定期

调度督导,实现任务落实情况督促检查

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各责任部门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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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化责任担当,切实履职尽责,搞好协调配

合,形成推动重大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

附件:２０１７年淄博市重大项目名单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附件

２０１７年淄博市重大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

１ 济青高铁(淄博段)项目 (淄博境内５８．７公里)

２ 滨莱高速扩容(淄博段)项目 (淄博境内４９．７公里)

３ 济青高速扩容(淄博段)项目 (淄博境内５４．１公里)

４ S１０２济青线周村北河东村至淄博潍坊界

段改建工程项目

(建设一级路４０．３公里)

５ G２３３克黄线淄博高新区傅山至临淄区国

家庄段改建工程

(建设一级路７．７公里)

６ G３０９青兰线张店区天乙至周村区高淄路

口段改建工程

(建设一级路２２公里)

７ S２２８黄临线淄博滨州界至郑王段改建工程 (建设一级路１８．４公里)

８ 淄博市主城区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改建新建道路１０条共４６公里)

９ 淄博市主城区立交桥梁工程项目 (建设原山大道、昌国路互通立交等６座立交桥梁)

１０ 淄博第二环保热电厂建设项目 (日处理垃圾２０００吨)

１１ 国网淄博供电公司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建设特高压交流、输变电等３３项工程)

１２ 淄博市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改造项目 (更新改造供水管网６５条,总长１３８公里)

１３ 全市城镇棚户区改造工程 (计划改造项目１４４个、４０３０７户)

１４ 全市老旧居住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全市共整治小区１０７个)

１５ 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３．９万平方米,设计床位２０００张)

１６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６．９万平方米)

１７ 孝妇河黄土崖段综合整治项目 (河道整治６．６５公里,生态修复总面积２９１．６５
公顷等)

１８ 孝妇河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实施污染点源治理、城镇污水处理厂基础设施

建设、人工湿地生态修复、水资源循环利用、河
道底泥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应急安全防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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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１９ 公交集约化改造工程 (新增６条线路,购置２００台新能源公交车;建
成５处公交枢纽;建设港湾式公交站台２２处;
对５条线路公交车进行集约化改造)

２０ 引黄供水完善配套工程 (供水能力５０万立方米/日)

２１ 淄博市主城区南部水系连通工程 (新建泵站１座,敷设输水管道２６．６公里)

２２ 引水入萌二期工程 (敷设输水管道２１公里)

２３ 淄博“四位一体”配套供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设计规模１８．５万立方米/日)

２４ 农村道路硬化“户户通”工程 (硬化道路１３４２７条、９７０万平方米)

２５ 农村旱厕改造工程 (改造旱厕３５．５万户)

２６ 淄博市公安局特警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５万平方米)

２７ 解决城镇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项目 (共新建及改扩建学校６２所)

２８ 淄博明瑞热电有限公司东部化工区热电联

产项目

(建设２×３０MW 汽轮发电机组)

２９ 淄博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淄博区域汽车

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项目

(建设充电站５００座)

３０ 淄博巴士客运有限公司电动公交系统调度

中心及配套场区建设项目

(建设停车场站１处,购置新能源车辆１０００辆)

３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罗村污水处理厂项目

(日处理污水３万立方米)

３２ 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鑫胜热电扩建工程 (建设３×２６０t/h循环流化床锅炉和２×B２５背

压式供热机组)

３３ 博山区北山路东延建设项目 (新建道路４公里并建设立交桥)

３４ 博山城区综合管廊项目 (新建管廊５．３公里)

３５ 山东颜山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万福路建设项目 (建设道路１４．６公里)

３６ 博山高效电机和泵业产业化基地道路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修建道路２８．６公里,地下综合管廊２８．６公里)

３７ 淄博博山正普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谢家

店应急供水及河道治理项目

(供水能力２万立方米/日)

３８ 淄博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孝妇河改造提

升项目(新村路至鲁泰大道)
(改造提升道路９５００米)

３９ 淄博经济开发区园区道路管网建设项目 (新改建道路１１．８公里)

４０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燃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建设规模２×３９MW)

４１ 济青高铁临淄北站及站前广场和配套道路

建设工程

(道路全长４．５公里,站房１万平方米)

４２ 临淄区凤凰山路北延、北齐路北延建设项目 (凤凰山路北延全长９公里,北齐路北延全长

９．３公里)

４３ 桓台县综合管廊工程项目 (新建综合管廊３５．７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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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件

４４ 淄博齐林贵和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建设２×２４０t/h循环流化床锅炉和２×３０MW
背压型热电联产机组)

４５ 桓台县S２９滨莱高速桓台北互通立交连接

线东延工程(G２０５至赵班路)
(新建线路１３．２公里)

４６ 桓台县S２９滨莱高速桓台北互通立交及连

接线工程(赵班路至高淄路)
(新建连接线长７公里)

４７ 桓台县东岳氟硅产业园外环路建设项目 (建设外环路１１．５公里)

４８ 桓台县东陈路升级改造工程 (道路全长１０．６４公里)

４９ 齐鲁化工区马桥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项目

(日处理生活污水３万立方米)

５０ 齐鲁化工区马桥产业园南外环路连接线工程 (道路总长８．９公里)

５１ 高青县汽车站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

５２ 山东锋宇通用机场建设有限公司高青通用

机场建设项目

(占地３９２亩,建筑面积２万平方米)

５３ 高青县支脉河治理及农田水利项目县项目 (新建防汛道路２１．３公里、桥梁８座、清淤疏浚

河道２１．３公里,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农田面积５
万亩)

５４ 高青元润城市开发公司高青县太公大道地

下综合管廊工程及南部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建设综合管廊７．５公里,市政道路６．２公里)

５５ 高青县县道改扩建项目 (改扩建道路３１．４公里)

５６ S３１６寿高线高青段改建工程 (道路全长３５公里)

５７ 沂源经济开发区供水及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新建园区道路１０条共２３．１公里,一期供水能

力１万立方米)
５８ 沂源宏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

园沂源县城东部热源项目

(年供汽量１０４．４万吨)

５９ 沂邳线沂源芝芳至西赵庄段改建工程 (新建道路１４．８公里)

６０ 沂河综合整治工程 (河道治理长度５０公里)

６１ 儒林河生态景观治理工程 (儒林河清淤扩挖１３公里)

６２ 沂源县人民路拓宽改造建设工程 (拓宽改造道路８．６４公里)

６３ 高新区西五路北延和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建设道路４．８公里,地下综合管廊４．８公里)

６４ 高新区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１１条主路网)

６５ 张店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

６６ 张店城市公园提升改造工程 (总占地１８００亩)

６７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门诊医技病房综合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９６万平方米,设计床位５２５张)

６８ 淄川区南部森林公园项目 (规划总占地面积２７０００亩)

６９ 般河整治工程 (疏浚河道３８００米,新建５座沿河滚水坝,改建

２座桥,改造水面８．４万平方米,新建绿化面积

６．１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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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锦川河生态湿地项目 (清淤疏浚河道１１公里)

７１ 淄博淄川区医院西院项目 (设计床位２０００张)

７２ 博山区第一职业中专迁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７３ 山东华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博山淋漓湖康

复医养产业园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６万平方米)

７４ 岜山集团有限公司淄博万杰康复医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９．５万平方米)

７５ 淄博凯富瑞生态颐养有限公司姚家峪生态

养老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０．６万平方米)

７６ 城东街道大街民生改造提升项目 (复古修缮改造博山大街)

７７ 淄博周村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清水润城

河道治理项目

(改造河道１７公里,建设污水管网５．５公里)

７８ 齐鲁医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６万平方米)

７９ 淄博中健银龄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淄
博)老年科学健康养生示范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８０ 周村胜利老年医养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８万平方米)

８１ 淄博新华中医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淄博市中

医医院东院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万平方米)

８２ 临淄区医疗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２万平方米,床位２０００张)

８３ 临淄马莲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主要包括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污染综合整治

工程以及堤防工程)

８４ 淄博市工业学校校舍改造建设项目 (新建改建总面积１１万平方米)

８５ 桓台县生态水系修复提升工程项目 (修复提升水系１４２公里,湿地面积２８６万平方米)

８６ 淄博金马投资有限公司马桥镇文体中心及

配套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８７ 桓台县现代农业园区项目 (建设高标准农田３万亩)

８８ 高青县人民医院南部新区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８９ 山东邻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青县太公实

验学校

(总建筑面积２．９万平方米)

９０ 淄博高富林置业有限公司颐阳文化园养老

服务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２万平方米)

９１ 高青鲁商福瑞达养老发展有限公司高青县

民福养护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３万平方米)

９２ 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万头生猪养殖繁

育基地项目

(年出栏生猪２０万头)

９３ 高青党员教育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

９４ 沂源县人民医院新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设计床位１２００张)

９５ 高新区猪龙河综合治理生态建设工程 (治理全长５．６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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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淄博高新区同福老年研究中心淄博高新区

同福园老年公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

９７ 淄博田氏整骨研究所淄博高新田氏骨伤医

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６万平方米)

９８ 淄博文昌湖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环湖生

态修复工程

(占地６８００亩)

９９ 淄博文昌湖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文昌湖

萌山绿化项目

(占地３０００亩)

１００ 淄博新区商务中心金融街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

１０１ 齐鲁创业创新谷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０万平方米)

１０２ 淄博市文化中心(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３．８万平方米)

１０３ 传化物流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３万平方米)

１０４ 山东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东方时尚

驾校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７．７万平方米)

１０５ 山东嘉亿置业有限公司嘉美家居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８万平方米)

１０６ 山东银澎置业有限公司银澎金融IT港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４万平方米)

１０７ 山东乐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乐物网电子商

务物流港

(总建筑面积１９．７万平方米)

１０８ 山东宏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宏程国际广场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０万平方米)

１０９ 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淄博银座商城

二期扩建工程

(总建筑面积７．３万平方米)

１１０ 淄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丰国际项

目(大学生创业孵化器)
(总建筑面积６．８万平方米)

１１１ 山东博发水果批发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江北

水果交易电子商务平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

１１２ 华泰社区居委会鲁中蔬菜批发市场升级改

造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７万平方米)

１１３ 山东黄金地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黄金城项

目(商业部分)
(总建筑面积２６万平方米)

１１４ 淄博华基泰合置业有限公司中国淄川服装

新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１万平方米)

１１５ 淄博祥龙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煤矿自燃火灾

云监控中心

(总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

１１６ 淄川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

１１７ 淄川区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淄川齐长城

文化旅游创意园项目

(建设齐长城文化旅游体验园、马鞍山影视基地、
般阳故城文创园、聊斋文化创意园四大板块)

９ 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市政府文件

１１８ 山东日日顺新星物流有限公司淄博日日顺

创新产业园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８万平方米)

１１９ 中国陶琉古镇项目 (建设集孵化、展览、文化交流、古窑保护、文化

旅游于一体的陶瓷琉璃文化古镇)

１２０ 淄博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九州通智慧医药

物流中心项目

(一期占地５０亩,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

１２１ 淄博市高效电机泵类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

与检测服务平台项目

(建筑面积５８００平方米,购置试验仪器及设备

２０６台)

１２２ 淄博工陶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博山区功能陶

瓷新材料创业创新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米)

１２３ 淄博志公山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志

公山旅游度假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１４万平方米)

１２４ 淄博朗盛仓储有限公司 OEM 钢铁电子商

贸园区项目

(一期建筑面积２万平方米)

１２５ 淄博道义置业有限公司易达城市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７５万平方米)

１２６ 淄博五阳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五阳湖旅游

综合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万平方米)

１２７ 博山金润五仙胜境建设项目 (一期规划占地６００亩)

１２８ 原山集团游客接待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５５万平方米)

１２９ 张江(淄博)科技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８万平方米)

１３０ 山东云鼎创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低碳科技

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

１３１ 淄博瑞鑫投资有限公司淄博经济开发区互

联网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１３２ 山东康为医药有限公司健康产业配套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

１３３ 中影－奥莱电影小镇项目 (占地１２８亩)

１３４ 山东星都中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檀林文化

创意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４万平方米)

１３５ 山东聚中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创业创新梦工

场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１３６ 山东周村古商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鲁商示

范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

１３７ 淄博陇海物流有限公司电商物流共配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５万平方米)

１３８ 山东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山东五洲

国际家居博览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９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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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淄博富瑞特置业有限公司富瑞特城市广场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９．６万平方米)

１４０ 淄博周村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盛世国

际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３万平方米)

１４１ 淄博一汽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一

汽车集团山东备品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１．９万平方米)

１４２ 淄博伟业不锈钢有限公司伟业金属电子交

易中心及仓储配套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米)

１４３ 淄博华安置业有限公司周村金融服务和信

息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９万平方米)

１４４ 赫德集团山东和富工程检测淄博实验基地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５万平方米)

１４５ 山东欣洲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欣洲千禧农谷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６万平方米)

１４６ 山东齐锦程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鲁中现代化

工综合物流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９２万平方米)

１４７ 齐国古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

１４８ 少儿齐文化研学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少儿齐文化研学基地、足球学校、足球训

练基地)

１４９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临淄区云

计算大数据中心IDC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１５０ 淄博颐淄置业有限公司淄博颐高国际电子

商务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２．５万平方米)

１５１ 山东泰东置业有限公司城市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０万平方米)

１５２ 淄博滨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汽修汽配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

１５３ 淄博黄河三角洲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高

青县婚纱摄影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２万平方米)

１５４ 高青元润城市开发运营有限公司高青文化

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万平方米)

１５５ 高青县渔具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１万方米)

１５６ 高青巨鑫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天鹅湖乡

村旅游温泉慢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８．９万平方米)

１５７ 高青县文物事业管理局陈庄西周考古遗址

公园项目

(保护核心区２１４亩)

１５８ 高青华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物联网产业园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

１５９ 山东双马山现代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沐

心双马山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６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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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华源公司牛郎织女景区５A 提升工程(一
期)

(占地面积２５００亩)

１６１ 沂源高新技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大学生

创业中心及医疗科技成果转化器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１６２ 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沂源)国
际果蔬科技博览园暨鲁中优质农产品专业

一条街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５．５万平方米)

１６３ 山东天湖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沂源县天

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二期)
(总建筑面积１９．８万平方米)

１６４ 沂源铁路专用线仓储物流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５７万平方米)

１６５ 青岛苏商伟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鲁中汽车

(五金机电)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４平方米)

１６６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国家级科技研发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１５万平方米)

１６７ 华侨城旅游综合体项目 (总占地２３００亩)

１６８ 淄博圣博置业有限公司齐鲁电商谷东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３万平方米)

１６９ 淄博鲁创置业有限公司仪器仪表产业加速

器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７万平方米)

１７０ 山东高阳安全科技有限公司齐鲁安全科技

产业孵化器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６．８万平方米)

１７１ 淄博鲁创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高新区

医药创新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７万平方米)

１７２ 淄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淄博高

新区 MEMS产业孵化器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４万平方米)

１７３ 山东笃信置业有限公司自贸免税商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２万平方米)

１７４ 淄博远成置业有限公司远成齐鲁综合物流

港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２７．７万平方米)

１７５ 淄博海跃商贸有限公司现代化医药物流供

应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６万平方米)

１７６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油品保税罐区

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米)

１７７ 桓台县创智谷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３．４万平方米)

１７８ 山东马踏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马踏湖生态

旅游度假区项目

(规划面积１０平方公里)

１７９ 桓台县红莲湖配套设施项目 (规划占地２３０亩)

１８０ 山东兰雁纺织服装有限公司高档牛仔布项目 (年产高档牛仔布４０００万米)

１８１ 高青如意纺织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年产高档牛仔面料６０００万米)

１８２ 山东京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器人项目 (年产工业机器人６０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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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山东能行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工业机械

手、机器人系统及配套伺服精密减速机项目

(年产工业机械手、机器人系统１０００台,伺服精

密减速机３２万台)

１８４ 沂源宏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沂源高新技术

产业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７．５万平方米)

１８５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搬迁系列项目 (年产丁苯吡胶乳２万吨、植物保护制剂类产品

４万吨、烧碱１５万吨、二氯苯２万吨)

１８６ 山东民基化工有限公司氯乙酸及环氧氯丙

烷项目

(年产醋酐法氯乙酸６万吨,甘油法环氧氯丙烷

３万吨)

１８７ 阳煤集团多元醇项目 (年产乙二醇４０万吨、新戊二醇３万吨)

１８８ 清源集团、三聚环保焦制氢项目 (年产氢气１２亿 Nm３)

１８９ 山东瑞海米山化工有限公司溶剂及精细化

工产品项目

(年产溶剂及精细化工产品９．７万吨)

１９０ 山东义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环保装备制造

项目

(年产煤气发生炉５０台套、LNG 加气站２０台

套、烟气净化设备１００台套)

１９１ 淄博广青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

机器人项目

(年产工业自动化机器５０００台)

１９２ 山东联美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汽车弹簧项目 (年产汽车弹簧３８００万件)

１９３ 山东绿卡凯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高速智能

物流分拣机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８万平方米)

１９４ 淄博鹏宇祥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及天津长荣

印刷设备有限公司新建高档包装项目

(年产各类高档包装４万吨)

１９５ 淄博美林电子有限公司高效节能模块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年产高效节能模块１２０万只)

１９６ 淄博澳宏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副产盐酸综合

利用项目

(年处理副产品盐酸７万吨,生产一氯甲烷２万

吨,盐酸羟胺２万吨)

１９７ 山东唐骏欧铃新能源汽车车身零部件轻量

化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电动乘用车２０万辆)

１９８ 洪山镇婴幼儿服饰产业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５万平方米)

１９９ 淄博中一产业城运营有限公司淄博先进制

造产业创新孵化器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２００亩)

２００ 淄博泰展机电有限公司机电配件生产组装

项目

(年产机电配件５００万套)

２０１ 淄博浩源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环保设

备、生物燃料设备、电气设备及钢结构制造

项目

(年产各类设备３００余台套,钢结构５０００吨)

２０２ 淄博唯能陶瓷有限公司陶瓷低碳集中制粉

试点工程项目

(年产干粉２００万吨)

３１ 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市政府文件

２０３ 青岛中一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泵阀

机电产业城项目

(占地面积４００亩)

２０４ 淄博金科制粉有限公司标准化陶瓷集中制

粉项目

(年产综合工艺制粉２００万吨)

２０５ 博山经济开发区新型机电产业园项目 (占地面积３００亩)

２０６ 淄博泰鼎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化造纸机

械(压光机)项目

(年产智能化压光机１５台)

２０７ 淄博建陶创新示范园项目(一期) (建设０．５亿平方米年产能的建陶生产线)

２０８ 淄博诚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

２０９ 鑫能能源集团能源装备项目 (年产LNG/CNG子站集成装备１８００套、储存

设备５万只)

２１０ 山东国岳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

航天航空铝合金镁合金反重力低压精密铸

造配件项目

(年产铝合金镁合金反重力低压精密铸造配件

１６万件)

２１１ 山东北方滨海机器有限公司核心产品研发

和建设项目

(年产２万发(套)军用品及６千台拖挂车汽车

底盘)

２１２ 岜山集团中药饮片项目 (年产中药饮片３０００吨)

２１３ 山东安博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轻量化悬

架系统项目

(年产轻量化悬架系统３万套)

２１４ 山东华成集团国防风洞试验用超大型真空成

套设备及高精度无人机齿轮传动部件项目

(年产国防风洞试验用超大型真空成套设备

１００台及高精度无人机齿轮传动部件２０００台)

２１５ 格力富(淄博)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发电机

组、水处理及新能源供水系统项目

(年产发电机组５６００台、水处理及新能源供水

系统４００套)

２１６ 淄博泛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钢桶项目 (年产钢桶４００万只)

２１７ 山东全冠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粮食干燥设备

生产项目

(年产粮食干燥设备５００套)

２１８ 山东东佳集团氯化法钛白粉项目 (年产钛白粉６万吨)

２１９ 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德

合资轻量化技术产业化基地项目

(年产发动机塑料油底壳６０万台套、乘用车内

饰活动件２００万台套)

２２０ 白塔镇饮马社区泵类工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５８万平方米)

２２１ 山东珂丰房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小企业科技

创新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２万平方米)

２２２ 山东鲁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档耐火材

料项目

(年产硅镁质、熔融石英耐火材料６１万吨)

２２３ 山东宏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高档日用玻璃

生产线项目

(年产高档日用玻璃４５０００吨)

２２４ 博山区八陡镇高档耐热日用玻璃项目 (年产高档耐热日用玻璃制品２０万吨)

４１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市政府文件

２２５ 淄博首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临淄区危险废

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中心项目

(年处置规模４０．６万吨)

２２６ 山东文远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塑料化粪

池和雨水收集模版系统项目

(年产５０万套塑料化粪池及５０万立方雨水收

集模版系统装置)

２２７ 山东轩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磁疗机项目 (年产３００台磁疗机)

２２８ 山东金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MZRCC联产

EPM 及配套工程项目

(年产精制芳烃１１５万吨、聚丙烯２０万吨、改质

液化气２５万吨)

２２９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农业全程机械化产

品产业化升级项目

(年产高效联合玉米收获机等农用机械９５００台)

２３０ 山东仁丰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特种材料

项目

(年产特种材料１０万吨)

２３１ 淄博科勒有限公司高档卫生陶瓷洁具二期

项目

(年产高档卫生陶瓷洁具１７４万件)

２３２ 淄博长安电力工具有限公司智能安全工器

具生产及检测项目

(年生产智能报警器１０万台,巡检机器人３００
台(套))

２３３ 山东卫康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山东省基因检

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５万平方米)

２３４ 淄博营新工贸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设备项目 (年产污水处理设备１０套)

２３５ 淄博瑞鑫投资有限公司微电器工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５万平方米)

２３６ 山东和悦生态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陶

瓷废渣自保温材料建设项目

(年产蒸压陶瓷废渣自保温材料１５０万立方米)

２３７ 淄博瑞鑫投资有限公司淄博经济开发区医

疗器械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９万平方米)

２３８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康医药产业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８万平米)

２３９ 贵州神奇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神奇医药

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７万平方米)

２４０ 山东中科洁能科技有限公司清洁能源项目 (年产高效煤粉２００万吨)

２４１ 山东华安近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一代低

碳环保制冷剂及含氟精细化学品项目

(年产新一代低碳环保制冷剂２．５万吨,含氟精

细化学品８０吨)

２４２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纤维素醚改建项目 (年产纤维素醚２万吨)

２４３ 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区搬迁改

造项目

(年产苯酐１５万吨、增塑剂２５万吨、不饱和聚

酯树脂１０万吨)

２４４ 淄博凯景镀锌薄板有限公司钢板表面无酸

清洗项目

(年钢板表面无酸清洗１５０万吨)

２４５ 淄博哈普沃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

用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及驱动系统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用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及驱

动系统２０万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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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淄博宝凤食品有限公司生物发酵调味品、
冷冻、速冻、焙烤食品加工项目

(年产酱油、食醋、酱类５万吨)

２４７ 山东清源石化有限公司汽柴油加氢精制及

延迟焦化建设项目

(建设１６０万吨/年汽柴油加氢精制装置和１４０
万吨/年延迟焦化装置各１套)

２４８ 山东鹏翔集团有限公司新型高科技塑料加

工及电缆料项目

(年产１０万吨电缆料)

２４９ 山东中筛科纺有限责任公司高档环保型筛

网项目

(年产高档环保型筛网１０００万平方米)

２５０ 临淄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０．６万平方米)

２５１ 淄博洁林塑料制管有限公司塑料管道及聚

烯烃重包装膜袋项目

(年产塑料管道产品２万吨,聚烯烃重包装膜袋

２万吨)

２５２ 山东博创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智能立体

停车设备项目

(年产３万套无避让智能立体停车设备)

２５３ 临淄经济开发区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业中

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９．３万平方米)

２５４ 山东守正农膜制造有限公司高分子分光生

态膜项目

(年产８万吨高分子分光生态膜)

２５５ 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素色装饰原纸

及无纺(布)壁纸原纸项目

(年产５万吨素色装饰原纸)

２５６ 山东一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种聚醚产品

项目

(年产特种聚醚２０万吨)

２５７ 淄博恒亿嘉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己内酰胺

绿色工艺系列催化剂项目

(年产己内酰胺绿色工艺系列催化剂１１００吨)

２５８ 山东永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新材

料项目

(年产２５００吨丙烷磺内酯、２２００吨吗啉丙磺

酸、２０００吨氟代碳酸乙烯酯)

２５９ 淄博加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催化剂技改

项目

(年产催化剂３０００吨)

２６０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光电信息与新

能源材料项目

(年产稳定同位素系列电子材料４００吨,含氟系

列电子材料６４００吨,其他电子材料８００吨,锂
电池材料２１５０吨)

２６１ 山东中世嘉新材料有限公司氧化铝系列产

品项目

(年产催化剂３８００吨)

２６２ 山东骏飞化工有限公司环保助燃剂项目 (年产 CO 助燃 剂 １０００ 吨、CO 助 燃 脱 硫 剂

２０００吨)

２６３ 淄博硅元泰晟陶瓷新材料有限公司高品质

氮化硅粉体及氮化硅制品项目

(年产氮化硅粉体１０００吨、氮化硅制品３００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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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 山东汇龙色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陶瓷激

光打印碳粉项目

(年产陶瓷激光打印碳粉１２００吨)

２６５ 淄博松阳锆业科技有限公司氧化锆陶瓷光

纤插芯、光纤套管项目

(年产氧化锆陶瓷光纤插芯８０００万套、光纤套

管８０００万套)

２６６ 山东中纤越弘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硼合金生

产项目

(年产硼合金３万吨)

２６７ 山东凯威尔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树脂项目 (年产２０万吨高性能树脂)

２６８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废旧

塑料加工项目

(年加工废旧塑料１０万吨)

２６９ 山东长志泵业有限公司 LNG 超低温泵智

能化生产项目

(年产潜液式LNG泵２００台)

２７０ 山东伯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蛋白纤维项目 (年产蛋白纤维１０万吨)

２７１ 淄博市王煤矿业煤炭产业升级改造项目 (年产煤炭４５万吨)

２７２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包装纸板

项目

(年产环保包装纸板１５０万吨)

２７３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尼龙６６切片

项目

(年产尼龙６６切片１５万吨)

２７４ 淄博金马投资有限公司生命健康研发中心

主体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１０．４万平方米)

２７５ 山东飞源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产品用高纯新

材料项目

(年产电子级六氟化硫１５００吨、四氟化碳５００
吨、三氟化氮４０００吨、三氟甲磺酸５００吨)

２７６ 淄博唐泰园区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桓台县氟

硅材料精深加工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８万平方米)

２７７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WSA 湿法制

硫酸项目

(年产硫酸２５．７万吨)

２７８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产品回收利

用项目

(年回收利用氯化钙２０万吨、环氧氯丙烷 DD
混剂１０万吨)

２７９ 山东军沃科技有限公司金属粉末注射成型

件及装备器材项目

(年产金属粉末注射成型件１５０吨,装备器材

７０００套)

２８０ 山东海思堡服装服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

能工厂改造项目

(年产服装３００万件)

２８１ 山东鹏程陶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性能

氮化硼复合陶瓷材料及其制品生产项目

(年产导电陶瓷蒸发舟１５０万支、氮化硼陶瓷制

品１００吨、高性能二硼化钛原材料２００吨)

２８２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BS及丙烯

腈项目

(年产 ABS５０万吨,丙烯腈１３万吨)

２８３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国防

动力电源产业园项目

(年产动力电源２１．７亿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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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淄能新区电池

产业总体规划项目

(年产各类铅酸蓄电池６３３万kVAh)

２８５ 山东海奥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品质蛋白

肠衣项目

(年产１０亿米高品质蛋白肠衣)

２８６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C５/C６异构

项目

(设计处理能力为２２万吨/年)

２８７ 山东贵和显星纸业有限公司纸机节能技术

改造项目

(对１＃、３＃、５＃纸机进行节能技术改造)

２８８ 高青创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高效光伏农业

示范园项目

(总装机容量３０MW)

２８９ 淄博侨森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高端输液

器注射器项目

(年产４亿套输液器、６亿支注射器)

２９０ 淄博艾福迪塑料包装有限公司高青县汽车

用品产业园项目

(年产汽车刷１２００万把、汽车包装材料１００万

平方米)

２９１ 淄博托普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风力发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５０MW)

２９２ 河北国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汽轮机叶片及

隔板生产项目

(年产汽轮机叶片２０万片)

２９３ 吉林添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物酶法医用

明胶项目

(年产医用明胶１．２万吨)

２９４ 淄博国利新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电容型镍氢

动力电池建设项目

(年产电容型镍氢动力电池１２亿 Ah)

２９５ 山东淄博汉能光伏有限公司薄膜太阳能电

池项目

(年产薄膜太阳能电池６００MW)

２９６ 山东黄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黄河医药科技

园项目

(年产吩噻嗪５０００吨、氨基锂５０吨、盐酸氯丙

嗪３００吨、利培酮２００吨、奥氮平２００吨)

２９７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聚醚技改项目 (年产聚醚多元醇２０万吨)

２９８ 滨州派斯乐笔业有限公司塑料铅笔及木质

铅笔技术改造项目

(年产环保塑料铅笔及木质铅笔１０亿支)

２９９ 淄博休普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动

力系统产品项目

(年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产品２０万台)

３００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学医药

产业化中心Ⅱ及激素系列产品项目

(年产鱼油３００吨、心脑血管药物５５吨、激素系

列产品３５吨)

３０１ 山东金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物制药项目 (年产丙谷二肽原料２００吨、维生素D３１０吨)

３０２ 山东唯亿污泥资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固体

废弃物资源化处置工程项目

(日处理６００吨固体废弃物)

３０３ 山东立新制药有限公司高端特色原料药及

制剂项目

(年产高端特色原料药３２３吨)

８１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市政府文件

３０４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园建设项目 (年产PD－１单抗体粉针剂１０万支和PD－L１
单抗体粉针剂４万支)

３０５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制剂FDA 认证技

术升级建设项目

(年产阿莫西林胶囊等固体制剂１７亿粒,注射

用美洛西林钠、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等粉针制剂７０００万支)

３０６ 蓝帆集团健康防护工业园医用手套项目 (年产医用手套６０亿只)

３０７ 山东国源电缆电器有限公司脑起搏器产业

化项目

(年产脑起搏器８千件)

３０８ 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酶抑制剂及无菌原

料药建设项目

(年产５０吨酶抑制剂产品、２００吨舒巴坦无菌

原料药产品)

３０９ 淄博银科橡塑科技有限公司２－咪唑烷

酮、FMT、医药级精品DM 生产项目

(年产２－咪唑烷酮１０００吨、医药级精品 DM
医药中间体１０００吨、FMT６００吨)

３１０ 沂源大东小微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

厂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２６．６万平方米)

３１１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一级耐水药

用玻璃管制系列瓶及一级耐水药用玻璃管

项目

(年产一级耐水药用玻璃管制系列瓶１８亿支,
耐水药用玻璃管１．２万吨)

３１２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药用玻璃瓶

轻量化技术改造项目

(实施１１台窑炉脱硫脱硝改造)

３１３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医用高端营养液技术开发

暨FDA国际认证技术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年产卡文注射液等多室袋大输液５０００万袋,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等粉针３亿支)

３１４ 山东一诺威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聚氨酯系

列产品项目

(年产聚氨酯系列产品１６万吨)

３１５ 淄博物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电动汽车

电池原料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

(年产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原料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８０００吨)

３１６ 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全留置

针、外周静脉导管及配套产品项目

(年产安全留置针２０００万支、外周静脉导管及

配套产品５０万套)

３１７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医药国际

合作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７．６万平方米)

３１８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生物制药

装备项目

(年产生物制药真空冷冻干燥系统８０套,外保

护铝箔多烯烃共挤膜粉液双腔软袋生产成套装

备１５套,制药用消毒灭菌设备２００套)

３１９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医学影像

产品产业化项目

(年产医学影像诊断设备３８０台,医学影像治疗

设备６０台)

３２０ 山东圣海保健品有限公司保健食品项目 (年产保健食品６０亿粒)

３２１ 山东新华联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骨科

植入物项目

(年产髋人工关节３．５万套、膝人工关节３．５万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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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山东金石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纳米节能

板新材料项目

(年产微孔纳米绝热板１万立方米、纳米装饰绝

热板５０００立方米)

３２３ 淄博鑫荣昊交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现代化

城市交通设施与智能管理系统项目

(年产交通管理系统５０套、智能联网信号机

３００台、交通信号控制机１５００台)

３２４ 淄博千恒自动化有限公司电力电子试验设

备及复合绝缘子项目

(年产电力电子试验设备２００台和复合绝缘子

１２０万支)

３２５ 淄博和润马科托矿业技术有限公司矿用研

磨体项目

(年产矿用研磨体２万吨)

３２６ 淄博鲁创城镇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新华健

康产业双创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

３２７ 山东国金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纯电动汽车车

身零部件项目

(年产纯电动汽车车身零部件２０万套)

３２８ 山东新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骨科系列产品

产业化项目

(年产骨科灭菌盒４万套、骨科工具１万套、骨
科耗材１０万件、骨科植入物１０万件)

３２９ 山东齐芯微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C卡

模块及 MEMS传感器研发制造项目

(年产１５亿个IC卡模块及 MEMS传感器)

３３０ 山东圣纳医用制品有限公司医用敷料生产

项目

(年产５１９０万平方米医用敷料系列产品)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刘荣喜、盖卫星同志

工作分工的通知
淄政字〔２０１７〕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刘荣喜、盖卫星同志工作分工

公布如下:

刘荣喜同志负责国土资源、住房和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环境保护、规划、人

防、城管执法、重点工程、测绘、住房公积

金管理、房管、公用事业、城市地下管线

管理、铁路和轨道交通、生态水系建设等

方面的工作;负责安全生产委员会中分

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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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环保局、市规划

局、市人防办、市城管执法局、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淄博新城区开发建设办、

市生态水系建设指挥部、市房管局、市公

用事业局、市铁路办.

负责新区建设、高铁新城建设工作.

联系市邮政管理局、济南铁路局淄

博车务段、淄博铁塔公司,驻淄邮政企

业.

盖卫星同志协助庄鸣同志负责重大

项目推进工作;负责商务、招商、园区建

设、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管、粮食、

物资、商业、打私等方面的工作;负责安

全生产委员会中分工的工作.

分管市商务局、市招商局、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粮食

局、市物资集团总公司、市商业集团总公

司、市保税物流园区.

联系市工商联,淄博海关、淄博检验

检疫局、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淄博盐业

公司(盐务局)及驻淄成品油销售企业.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鲁政办发〔２０１６〕４２号文件促进

民间投资稳定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
淄政办发〔２０１７〕２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

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促进民间投资稳定增长若干

政策措施的意见» (鲁政办发 〔２０１６〕４２

号)精神,不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

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经市政府同意,提出

以下实施意见.

一、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１．拓 宽 民 间 投 资 领 域.要在同规

则、同待遇、降门槛上下功夫,抓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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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垄断行业、

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投融资体制

改革,深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做到市场

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对所有经济主

体公开透明、一视同仁,不得对民间资本

设置附加条件.

进一步深化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

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去除

各类对民间资本的显性或隐性限制,针

对民间投资特点,明确放开领域,吸引民

间资本参与建设. 对交通、水利、市政公

用事业等领域,坚持存量让利、增量放

开,构建合理回报机制. 支持民间资本

组建或参股相关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补助、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运

营. 对教育、卫生、养老、文化体育等社

会事业,重点解决好民办养老机构在设

立许可、土地使用、税费优惠、医保协议

管理、金融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难

题,民营医院在医疗机构注册、医师多点

执业、财税支持、土地使用等方面的突出

困难,民办学校在办学资格、招生限制、

财税支持等方面的突出矛盾. 扩大政府

购买服务范围,鼓励社会资本采取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

方式,投资运营公共服务设施. (市各有

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２．加快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严格落实«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贯

彻鲁政发〔２０１５〕１２号文件创新重点领域

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 »

(淄政发〔２０１５〕１８号),针对生态环保、农

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能源、信息

和民用空间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健康养

老、文化旅游体育等９大引导社会资本

进入的重点领域的不同特点,鼓励和引

导民间投资参与相关工程项目建设、运

营和管理. 建立健全 PPP模式制度体

系,积极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价格改

革,完善财政支持、用地支持、融资支持、

资本退出等配套政策,探索项目经营权、

收益权资产证券化,构建合理回报机制,

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合作,提高民间

资本在PPP项目中的比重. 积极参与全

省１２００亿元 PPP发展基金,支持 PPP

项目建设. 优先支持PPP项目在发债、

贷款、担保等融资方面享受优惠政策.

对符合现行政策的PPP项目公司,优先

上报争取中央、省资金投入支持. 强化

对各级政府和重点行业企业业务人员的

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解决好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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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投、不敢投”的问题. (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市金融办、市人

民银行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３．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推

动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融合发展,鼓励

民间资本以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

转债、股权置换等方式,参与市属国有企

业改制重组. 鼓励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

共同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

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加大投入力度. 积

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通过

引入增量或转让减持的方式,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中,将更多的监督权分配给民间资

本,保证民间资本在监事和独立董事人

选上有充分的话语权,建立健全合理的

分红制度,切实保障民间资本股东权益

和地位. 支持中央、省驻淄企业与地方

融合发展,坚持一企一策,制定中央、省

驻淄企业与地方融合发展方案,积极发

展注册本地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４．严格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推

开营改增试点,新增试点行业的原营业

税优惠政策原则上予以延续,确保所有

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全面落实小微企业

税收优惠政策,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前,对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３万元

(含３万元)的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对

年应纳税所得额在３０万元以下 (含３０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２０％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严格落实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研发投入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

优惠、技术转让税收减免等领域优惠政

策,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编制税收优惠

政策指南,确保让民营企业充分享受到

税收优惠政策红利. (市财政局、市国税

局、市地税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

５．全面清理涉企收费.围绕“降成

本政策”和“扩大政府性基金收费优惠”

政策落实,对国家规定收费标准有浮动

幅度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标准下

限执行;根据要求,到２０１８年年底,省定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实现“零收费”;进

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收费、金融领域

收费等涉企收费行为,精简中介服务环

节,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扩大收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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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免征范围,对国内植物检疫费

等１８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

围由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 加快推

进行业商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大

乱摊派治理力度,严禁强迫企业缴费参

加指定的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社团组

织.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工商局、市

法制办、市物价局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

６．着力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阶段性

降低“五险一金”费率,将全市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降至１８％.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的企业等,落实社保综合费用

的缓缴、延交、补贴政策. 自２０１６年７

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企业可以根

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经职工代表大会

或工会讨论通过后,在５％－１２％之间确

定合适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缴

存比例不高于职工个人缴存比例. 推进

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扩大直

接交易试点电量规模和入选企业范围,

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到２０１８年年底,

确保降低企业用电成本９亿元. 严格执

行国家、省收费公路“绿色通道”政策,逐

步取消普通公路收费站点,支持依托国

内大型物流企业建设物流“公路港”,对

进出口环节海关查验没有问题的外贸企

业免除吊装移位仓储费用. (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物价局、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淄博供电公司会同有

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７．减轻企业用地成本.民间资本投

资建设重点领域项目,与国有资本享受

同等用地政策,对重大项目建设用地应

保尽保. 完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采取

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多种方

式供应土地. 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

度,降低企业一次性置地投入. 对符合

«山东省优先发展产业和农、林、牧、渔业

产业产品初加工工业项目目录»的集约

型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

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工业用

地出让最低标准的７０％执行. 对符合产

业导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互联网＋”等国家鼓励发展的新产业、

新业态项目用地,以“先存量、后增量”的

原则,优先安排用地供应. 鼓励在规划

许可的前提下,积极盘活商业用房、工业

厂房、企业库房、物流设施和家庭住所、

租赁房等资源. 在不改变用地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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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条件的前提下,利用存量房产、土地资

源发展文化创意、众创空间、“互联网＋”

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开展线上线下

融合业务的,可实行继续按原用途土地

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 过渡

期以５年为限,过渡期满涉及转让需办

理相关用地手续的,可按新用途办理用

地手续. 对现有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

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

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出让金.

(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规划局、市

地税局会同有 关 部 门 按 照 职 责 分 工 负

责)

三、改善金融服务

８．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推行差异化

信贷政策,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增强贷

款灵活性,支持市重大、工业精准转调、

重点技改、两化融合、物流、绿动力提升

工程、电子商务等重点企业项目建设,对

建材、冶金、化工、纺织等行业中产品有

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的优质企业继续

给予信贷支持,用好市内各类 “应急转

贷”过桥资金,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资

金难题. 积极开展创新信贷业务,扩大

排污权、收费权、特许经营权、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担保以及工程供水、供热、发

电、污水垃圾处理、购买服务协议等预期

收益质(抵)押等创新贷款业务覆盖面.

加强对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评估、登

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收

费行为的监督,取消贷款融资服务中一

切不合规收费. 对以贷转存、存贷挂钩、

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变相提高利率、加

重企业负担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 (市

财政局、市金融办、市人民银行、淄博银

监分局会同有 关 部 门 按 照 职 责 分 工 负

责)

９．强化融资扶持引导.继续落实市

重大项目贷款贴息专项资金、重点行业

升级改造项目贷款财政贴息资金、创业

贴息贷款资金等,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

业和民间投资项目给予贴息补助. 落实

全省重点骨干行业贷款贴息政策,对我

市符合条件的高端装备制造、新兴产业

和消费品等领域重点骨干行业结构调整

遇到困难的投资项目贷款,以及存在某

种市场失灵的特殊领域企业技术改造项

目贷款,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

５０％给予财政贴息. 所需贴息资金,省

财政负担７０％,市、区县财政按现行财政

体制负担３０％. 其中,同一独立法人享

受财政贴息支持的项目限定为１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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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最高贴息限额为１０００万元. 对符合

条件的科技贷款项目,省财政按一定比

例补偿贷款银行本金损失,单一项目最

高补偿２００万元. 制定推动民间资金有

效转化为民间资本的政策措施,支持民

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公

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规范

发展,探索由知名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

间资本投融资控股公司. 建立政银企协

同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和“银企两会”交流

沟通机制,组织 “双５０强”金融服务活

动,进一步加强常态化政银企对接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

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金融

办、市人民银行、淄博银监分局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１０．提升融资担保能力.积极对接

省级融资性担保机构股权投资基金,市

级设立总规模５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

以股权形式出资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

积极争取上级专项建设基金注入,破解

民营企业融资担保难题. 支持区县政府

出资设立或参股、控股融资担保机构,注

册资本２０１７年年底前达到３亿元以上.

对合作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损失给予３０％

左右的补偿;对融资担保机构小微企业

担保贷款代偿损失,由担保机构、省再担

保集团、合作银行和代偿补偿资金,按照

４０:２５:２０:１５的比例共同承担. 完善小

额贷款保证保险补助政策,将小额贷款

保证保险保费财政补贴比例由３０％提高

到５０％,所需资金省级负担７０％,市级

负担３０％. 推行“政银保”合作机制,鼓

励借款人在向银行申请流动性贷款时由

保险公司承保,当借款人未按合同履行

还贷业务被认定为不良后,由财政、银

行、保险公司按３∶２∶５的比例承担贷

款本金损失. (市 发 展 改 革 委、市 财 政

局、市金融办、市人民银行、淄博银监分

局、市保险行业协会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１１．发挥好政府性基金杠杆和引导

作用.加强对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的

统筹管理和协同联动,市财政支持工业、

服务业、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专

项资金,原则上应按专项资金当年预算

安排额３０％左右的比例,用于增加引导

基金规模. 完善奖励激励和风险包容机

制,鼓励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及其子

基金加快投资进度. 发挥山东省鲁信资

本市场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作用,促进高

科技企业发展和培育股交市场挂牌企

业;发挥市文化旅游发展引导基金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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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城建设专项资金作用,支持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发挥市级企业技术改造引

导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支持企业技

术改造;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引导基

金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

持力度. 各级财政用于企业的各项专项

资金中,中小企业的支持比例不低于１/

３. (市 发 展 改 革 委、市 财 政 局、市 金 融

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

１２．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落实

好支持企业直接融资奖补政策,将企业

改制上市事后奖励变为事前补助,对已

完成规范化公司制改制,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IPO)且已被正式受理的企业,

在省级给予不超过申请募集规模２‰一

次性补助基础上,市级再给予１００万元

补助;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在省级给

予不超过募集资金２‰一次性补助(单户

不低于１０万元,不超过１００万元)基础

上,市级再给予８０万元补助;对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且进行直接融资的淄

博市企业,在享受省级１０万元/户补助

基础上,市级再给予２０万元/户的补助.

健全支持企业债券融资财政奖补政策,

支持民营企业利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融资. 加强保险资金的政策

引导,搭建保险资金与项目对接平台,积

极引导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于民营企业

项目. (市财政局、市金融办、市保险行

业协会会同有 关 部 门 按 照 职 责 分 工 负

责)

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１３．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认真落实

中央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按照打造“三最”城市要求,及时做好中

央和省取消、下放事项的承接和落实工

作,并加强对基层承接部门的业务培训

和业务指导,做到规范有序承接. 对于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只把选址意见、用

地预审以及必要的环评审批作为前置条

件,取消投资项目报建阶段技术审查类

相关审批手续,尽快完成投资项目报建

审批事项清理工作. 全面推进“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逐步实现

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市编

办、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局、市法制办

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４．推进行政审批高效化.发挥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作用,加快

推进投资项目联合审批,实现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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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受理、部门联合办理、信息共享、一

次办结告知的网上并联审批. 深化建设

项目视频联动审批和前置审批区域化评

估评审工作,全面提高审批效率. (市编

办、市发展改革委、市法制办会同有关部

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５．强化服务保障.按照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积极开展服

务民企活动,强化对企业和项目的靠前

服务,健全企业问题快速处置机制,落实

企业家十年培训计划,主动帮助企业解

决项目申报、技术引进、融资贷款、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 规范涉企检查和执法行

为,严格控制检查频次,最大限度地避免

因不当执法办案给民营企业产品信誉和

企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市编办、市发

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法制办

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维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１６．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

环境.破除“重外轻内”“重大轻小”“重

公轻民”倾向,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

竞争的机会和平台,保障民营企业与国

有企业在土地资源使用、政府资金安排、

信贷资金支持上享受同等待遇. 加快推

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严禁在工程

建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国有土地和

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设置

限制或者排斥民营企业的不合理条件.

加快清理政府拖欠工程款,通过安排预

算资金、资产变现、债券置换等方式予以

解决. 建立长效监管、综合治理机制,从

源头上防止新的政府拖欠工程款产生.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７．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

推进市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确保

２０１７年如期实现与省级平台的互联互

通. 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机制,完善科学规范的责任追溯制

度、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对违法

违规者严厉惩处,营造公平法治的市场

环境. (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１８．建立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投诉协

调解决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反映的市场

准入不公平问题,依托１２３４５热线电话

和市、区县政务服务投诉渠道,建立全市

民营企业投诉平台,构建跨部门跨行业

的投诉协调解决机制,督促协调责任主

体进行整改. (市政府办公厅会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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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凝聚工作合力

１９．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建

设.每年确定的市重大建设项目,民营

企业项目不少于７０％. 扎实做好土地房

屋征收、安置补偿等前期工作,加快国家

重大工程项目、省重点建设项目、市重大

建设项目、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入鲁助推

转调创洽谈会签约项目等实施进度,确

保如期建成运营. 实行项目、资金安排

与项目推进情况挂钩机制,对项目开工

率低、资金拨付慢的区县,相应调减各类

项目、资金安排规模. (市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０．加大政策解读和舆论宣传力度.

组织开展促进民间投资系列宣传活动,

重点宣传报道优秀民营企业和项目的先

进典型,形成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和支持

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的良好社会氛

围. 健全完善政策发布和政策解读的信

息公开机制,及时发布和解读国家、省市

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

营造民间投资良好舆论环境. 加大政府

信息数据开放力度,畅通为民营企业提

供信息服务的有效渠道. (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会同有关部门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２１．加 强 民 间 投 资 工 作 考 核 督 查.

将民间投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考核,积极发挥指标考核的引导作用,落

实目标责任制,制定具体措施,加强监督

检查,确保取得实效. 进一步完善民间

投资统计体系,加强民间投资项目入库

统计,强化数据质量,实现应统尽统. 建

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制度,组织开展督

导检查,对政策不力、落实政策不到位的

区县和部门进行通报.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统计局会同 有 关 部 门 按 职 责 分 工 负

责)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促进民间

投资工作,按照本实施意见的要求,进一

步分解、细化、配套相关政策措施,实行

账单工作制、限时办结制、跟踪督查制和

工作反馈制,加强协调配合,狠抓工作落

实,努力推动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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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方案的通知
淄政办发〔２０１７〕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淄博市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

资委、财政部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２０１６〕４５号)和«山东省人民

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解决省属企业办

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

知»(鲁政办发〔２０１６〕３５号)精神,为进一

步推进全市国有企业家属区供水、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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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供气)和物业分离移交工作(以下

简称“三供一业”),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企业主体责任原则.“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的责任主体为企业.

移交企业和接收单位要签订分离移交协

议,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工作有效衔接.

(二)属地管理原则.企业所在地区

县政府对本区域内的“三供一业”分离移

交工作负总责,统筹推进本区域内的“三

供一业”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三供

一业”平稳移交.

(三)先移交后改造原则.坚持“先

移交后改造”,按照技术合理、经济合算、

运行可靠的要求,以维修为主、改造为

辅,由移交企业和接收单位共同协商确

定维修改造标准,确保分离移交后设备

设施符合基本标准、正常运行.

二、移交范围

全市中央、省属、市属、区县属国有

企业承担的家属区供水、供电、供暖、燃

气、物业管理等社会职能.

三、工作目标

中央、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工作,２０１７年全面启动,２０１８年

年底前基本完成.

市属及区县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工作涉及企业少、“三供一业”

规模小,原则上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全面完

成.

四、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领导小组,分

管副市长任组长,分管副秘书长任副组

长,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与渔业局、市

信访局、市房管局、市公用事业局及各区

县政府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市财政局,统筹协调“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工作,推动各部门研究制定费用标

准和分类移交的政策措施并组织落实.

各成员单位要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对涉及办理的相关手续要简化程序,设

立绿色通道,依法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并协调解决信访稳定等相关问题.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具体责任分工如

下:

市财政局负责“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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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筹协调工作和涉及的国有资产划转

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企业人员安置政策指导

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国有企业家

属区供水、供电、供暖、燃气等专业经营

管线工程建设的协调管理工作;

市水利与渔业局负责供水设施接收

企业与移交企业、属地政府之间的协调

工作;

市信访局负责“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过程中的信访工作;

市房管局负责物业设施接收企业与

移交企业、属地政府之间的协调工作;

市公用事业局负责供暖、供气设施

接收企业与移交企业、属地政府之间的

协调工作;

各区县政府承担属地管理责任,做

好区域内的“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推进、

协调和社会维稳工作.

五、接收单位的确定

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的物业管理可

由国有物业管理公司接收,也可由当地

政府指定有关单位接收,支持实力强、信

誉好的国有物业管理公司跨地区接收移

交企业的物业管理职能. 各区县政府要

积极协调属地管理的企业做好移交工

作,市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指导,确保完

成分离移交工作.

六、移交企业与接收单位责任分工

分离移交工作的责任主体是企业,

移交企业和接收单位要根据“三供一业”

设备设施的现状,共同协商维修改造标

准及组织实施方案等事项,签订分离移

交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工作有效衔

接.

改造工程完成前,“三供一业”设施

由移交企业与接收单位共同承担运行维

护责任,具体事项双方在改造协议中明

确. 改造工程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三

供一业”设施由接收单位负责运行维护.

移交企业、接收单位应相互配合,完善分

离移交项目涉及的各项手续. 移交企业

应做好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向职工做好

政策宣传解释,预防和妥善处理由此引

发的集访或群体性事件. 职责分工未尽

事项,由移交企业、接收单位在协议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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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七、分离移交项目管理和实施

移交企业、接收单位应分别成立专

项工作组,明确项目责任人,做好衔接和

沟通工作. 接收单位应做好项目全过程

的组织管理,保证项目质量和施工安全.

移交企业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项

目管理规范,与接收单位共同协商做好

项目招投标和施工管理. 项目改造完工

后,由移交企业与接收单位共同组织项

目竣工验收,并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进行竣工审计.

八、分离移交费用测算和支付

分离移交项目的费用测算,由移交

企业、接收单位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标

准,据实测算移交费用. 分离移交费用

支付方式,由移交企业、接收单位协商决

定.

九、保障措施

分离移交“三供一业”的费用包括相

关设施维修维护费用,基建和改造工程

项目的可研费用、设计费用、旧设备设施

拆除费用、施工费用、监理费等.

中央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

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５０％,中央

企业集团公司及移交企业的主管企业承

担比例不低于３０％,其余部分由移交企

业自身承担. 原政策性破产中央企业的

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全额承担. 中央企业的分离移

交费用要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申请、预拨

和清算.

省属企业的分离移交家属区符合老

旧小区改造条件的,纳入所在地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其设备管线设施维修改造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省级老旧

小区改造奖补资金对省属国有企业困难

工矿区较多的地区予以适当倾斜.

市属、区县属国有企业的分离移交

费用由市属、区县属国有企业自行承担.

十、资产处置

分离移交工作涉及的各类设备设施

等国有资产,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分离

办社会职能有关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

(财企〔２００５〕６２号)等相关文件规定进行

划转. 项目改造建设所需土地,根据移

交区域供水、供电、供暖设施设备的实际

需要由移交企业协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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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人员安置

移交“三供一业”涉及的从业人员,

原则上按照中央、省有关政策接收安置,

按照有关政策无法接收的人员由移交企

业妥善安置. 企业集团公司及移交企业

要做好相关工作衔接,深入细致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确保企业正常运转和职工

队伍稳定.

十二、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由市分离移交工作

领导小组组织相关单位,按照 “一事一

议”的方式协商解决.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１７〕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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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预案

　　１　总　则

１．１　编制目的

为提高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预

防、应急处置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能力,

最大限度减轻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造

成的损失,及时铲除和扑灭农业植物重

大检疫性有害生物及危险性有害生物,

保护农业生产,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制定本预

案.

１．２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植物检疫条

例»«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重

大有害生物及农业外来生物入侵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淄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淄博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

１．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淄博市行政区域内

发生暴发性、流行性、迁飞性农业植物重

大生物灾害,或检疫性、危险性外来有害

生物侵入本市时的应急处置工作.

１．４　工作原则

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多措并举;科

学决策,快速反应,依法处置;分级响应,

属地为主,上下联动.

１．５　灾害分级

根据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的性

质、严重和紧急程度等因素,将灾害分为

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

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１．５．１　特别重大农业植物生物灾

害(Ⅰ级).

重大有害生物在全市预测发生面积

１００万亩以上或在区县行政区域内预测

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的５０％以上,发生

程度为大发生,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

或发现本市从未发生且风险极大的检疫

性、危险性外来有害生物发生危害;经专

家评估认为对农业生产构成特别重大威

胁的生物灾害;特殊情况需要划定为一

级灾情的.

１．５．２　重大农业植物生物灾害(Ⅱ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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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有害生物在全市预测发生面积

５０万亩以上或在区县行政区域内预测发

生面积占播种面积的３０％以上,发生程

度为大发生,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或

本市虽有零星发生但发生范围不广的检

疫性、危险性外来有害生物在我市２个

以上区县、１０个以上镇(街道)发生危害;

经专家评估认为可能暴发且对农业生产

造成较大危害的生物灾害;特殊情况需

要划定为二级灾情的.

１．５．３　较大农业植物生物灾害(Ⅲ

级).

重大有害生物在全市预测发生面积

３０万亩以上或在区县行政区域内预测发

生面积占播种面积的３０％以上,发生程

度为中等偏重发生;或本市有一定发生

范围的检疫性、危险性外来有害生物在

我市４个以上区县、２０个以上镇(街道)

发生危害;经专家评估认为易扩散蔓延,

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危害的生物灾

害;特殊情况需要划定为三级灾情的.

１．５．４　一般农业植物生物灾害(Ⅳ

级).

重大有害生物在区县行政区域内预

测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的２０％以上,发

生程度为中等偏重发生;或检疫性有害

生物在已发生的区县行政区域内快速扩

散蔓延;特殊情况需要划定为Ⅳ级灾情

的.

２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市政府成立市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

害应急处置指挥部 (以下简称市指挥

部),各区县政府,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也要成立相应的应急处置指

挥机构,分级负责应急处置工作.

２．１　市指挥部组成

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

农业局局长.

成员: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卫生计

生委、市工商局、淄博检验检疫局、市政

府新闻办等部门和单位分管负责人.

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专家委员

会. 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专家委员会

以本市农业植物有害生物防治领域的专

家为主,并根据需要邀请上级业务部门、

市外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专家参与.

２．２　职责

２．２．１　市指挥部职责

负责全市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

急处置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研究解

决区县指挥机构的请示和应急需要.

２．２．２　市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负责全市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

急处置的日常工作,及时向市政府、省农

６３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业厅报告情况,及时向有关区县通报情

况,做好信息整理上报和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之间的工作衔接.

２．２．３　各部门职责

(１)市科技局:负责对农业植物重大

生物灾害应急处置技术的立项,组织开

展联合技术攻关等.

(２)市公安局:负责农业植物重大生

物灾害应急处置物资及重要设施的安全

保卫,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处置过程

中的社会治安维护等工作.

(３)市财政局:根据指挥部意见和需

要,及时筹措和拨付应急处置救灾资金,

并监督资金的使用.

(４)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农业植物重

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物资紧急调运的交

通保障.

(５)市农业局:具体负责全市农业植

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

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包括提出启动、结

束应急响应的建议;紧急组织农药、药械

等应急处置物资,组织封锁、扑灭疫情;

进行生物灾害损失的评估及善后工作

等.

(６)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农业植物重

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过程中农药中毒事

故的医疗救治工作等.

(７)市工商局:负责农业植物重大生

物灾害应急处置过程中相关农业投入品

的市场管理.

(８)淄博检验检疫局:与农业植物检

疫部门互通信息,做好口岸疫情封锁控

制.

(９)市政府新闻办:配合做好农业植

物重大生物灾害的发生发展、群防群控

等情况的报道及有关知识的宣传普及

等.

２．２．４　专家委员会职责

专家委员会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

对市指挥部负责. 主要职责是:诊断、确

认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的种类及来

源;研究分析外来入侵农业有害生物发

生现状和趋势,并进行风险评估,提出农

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技术措施

建议等;参与制订或修订农业植物重大

生物灾害应急预案和处置技术方案;及

时对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进

行现场技术指导、培训;提出农业植物重

大生物灾害应急响应结束和后期评估建

议.

３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监测预

警

３．１　预测与预警

市、区县农业部门要根据作物布局

和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发生现状,完

善预测预警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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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行动. 建立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系

统监测体系,完善市、区县、镇(街道)、村

(居)４级测报网络. 每５万亩设１个监

测点,每村有１名技术人员,做到及时监

测、认真记录、科学分析. 要对生物灾害

发生的相关因素及生态环境等进行综合

分析,预测灾害发生等级,并及时报告上

级主管部门. 对发生范围广、损失重的

生物灾害或首次发现的外来有害生物,

要及时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３．２　灾害评估

３．２．１　市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灾

害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和农业

专家现场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对生物灾

害的类型、性质、危害程度和波及范围进

行技术分析、评估确认.

３．２．２　当地专家不能确诊检疫性、

危险性外来有害生物类别时,应立即向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报告并邀请省或省以

上专家协助诊断,同时到省或省以上有

关单位做进一步室内检验鉴定.

３．３　信息报告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的信息报

告,应当遵循依法、科学、及时的原则.

报告单位是市、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其负责人是报告责任人. 信息内容包括

灾害发生时间、地点、确认过程、来源分

析、寄主植物和品种、危害症状、发生范

围和面积、采取的措施、潜在风险以及报

送单位和报告人等.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发生后,区

县农业主管部门要在１２小时内通过电

话或直接报告的形式向同级政府和市农

业局报告 (属于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的,市、区县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在１２

小时内报告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市农业

局接到报告后,应迅速报送省农业厅并

报告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农业植物

重大生物灾害的信息实行集中会商,按

规定权限发布,严禁擅自外传和泄露.

４　应急响应

４．１　应急响应原则

发生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时,事

发地的区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响应

原则做出应急响应,并采取边调查、边处

理、边落实的方式,及时有效地控制农业

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并负责事发地的社

会稳定.

４．２　分级响应

发生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时,启

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

Ⅰ级响应. 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在１小时内核实

突发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范围、

等级和可控情况等,确认属于特别重大、

重大农业植物生物灾害事件的,立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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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启动相应预案的应急响应建议,经市

政府同意后实施,动员全市有关部门及

资源进行应急处置.

Ⅱ级响应. 由市指挥部作出应急指

令,启动市专项应急预案,动员市有关部

门及资源进行应急处置.

Ⅲ级响应. 以区县政府为主处置并

启动区县应急预案,必要时,由区县突发

事件应急领导机构报市指挥部,市指挥

部发出救援指令,启动市有关部门的应

急预案,参与救援行动.

Ⅳ级响应. 以县级以下人民政府为

主处置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必要时,

由县级以下突发事件应急领导机构报市

指挥部办公室,由市指挥部办公室通知,

启动市有关部门的应急预案,参与救援

行动.

４．３　结束响应

在做好控制扑灭灾害的同时,专家

组负责做好对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发

展情况和防治效果的评估,及时向市指

挥部、有关区县政府提交评估报告,提出

继续实施应急处置、结束应急响应或转

为实施非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防治的

意见.

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由启动应

急响应的机构作出决定,结束应急响应.

已经发布警示通告的,由发布警示通告

的部门解除警示,撤销警示标志.

５　保障措施

５．１　技术保障

市及各区县要加强植物检疫实验室

建设,开展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诊断

防控技术研究,制订«农业植物重大生物

灾害应急控制规程»和«农业植物重大生

物灾害应急防控意见»,并及时开展技术

培训,推动防治工作.

５．２　 经费保障

市政府设立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

应急处置专项资金,用于宣传发动、技术

培训、印发资料和统防统治的资金保障.

各区县也要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农业植

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财政部

门负责资金的筹措、划拨和使用监督.

５．３　物质保障

市及各区县有关部门、单位要做好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所需农药、

药械、交通、通讯等物资准备,建立应急

物资储备制度,做好物资保障.

５．４　队伍保障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队

伍建设采取政府引导、部门支持、群众参

与的方式,鼓励社会各界通过资金入股

等多种形式参与组建有害生物专业化防

治队伍,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５．５　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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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时做

好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的技术宣传,

按照应急处置的要求及时播发有害生物

发生警报,宣传防治技术,报道防治动

态. 农业部门要公开植保技术咨询热线

电话,及时将防治技术传送到千家万户,

促进防治工作开展.

５．６　市场管理

农业、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农药市场管理工作,组织人员搞好市

场检查,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清

查假冒伪劣和禁用农药,净化农药市场,

确保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６　后期管理

６．１　后期评估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

作结束后,区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立即

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灾害的处置情况进

行评估,包括灾害基本情况、发生经过、

现场调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灾害发生

的主要原因及结论、采取的处理措施及

效果、造成的损失、应急处置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的改进建议及对策等. 评

估报告报本级政府,同时报市农业局.

６．２　灾害补偿

按照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有关

规定,对在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

处置过程中给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等造

成损失的,当地政府应酌情给予相应补

助,损失特别严重的,报上一级政府研究

解决.

７　监督管理

７．１　预案演练

各区县政府,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及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要

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预案演

练.

预案演练应从实战出发,分准备、实

施和总结三个阶段,演练内容包括应急

联动、紧急集结、协同配合、现场救援、应

急保障等. 通过应急演练,培训应急队

伍,落实岗位责任制,熟悉应急工作的指

挥机制和决策、协调、处置的基本程序.

７．２　奖惩

对首次发现国家、省植物检疫性、危

险性外来有害生物的人员,根据«植物检

疫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经市专家委员会

认定给予奖励. 对因信息报送不及时、

不准确,采取措施不当,组织发动不力,

导致有害生物暴发成灾的,或疫情扩散

蔓延造成重大损失的,将依法追究有关

责任人的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７．３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及组织实施. 专家委员会应当根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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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要和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提出修订建议. 各区县政府,高

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及市政

府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本预案的规定

履行职责.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２０１０年

６月１３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淄博市

农业植物重大生物灾害应急处置预案»

(淄政办发〔２０１０〕７１号)同时废止.

附件:有关农业植物有害生物名单

附件

有关农业植物有害生物名单

　　一、重大农业有害生物

小麦条锈病菌、小麦赤霉病菌、棉花

棉铃虫、玉米粗缩病毒、玉米丝黑穗病

菌、灰飞虱、二点委夜蛾、粘虫、草地螟、

番茄黄化曲叶病毒.

市专家委员会根据不同阶段、不同

时期,确定增减对农业植物生长影响较

大的有害生物.

二、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一)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昆虫:(１)菜豆象、(２)蜜柑大实蝇、

(３)四纹豆象、(４)苹果蠹蛾、(５)葡萄根

瘤蚜、(６)美国白蛾、(７)马铃薯甲虫、(８)

稻水象甲、(９)红火蚁、(１０)扶桑绵粉蚧

线虫:(１１)腐烂茎线虫、(１２)香蕉穿

孔线虫

细菌:(１３)瓜类果斑病菌、(１４)番茄

溃疡病菌、(１５)十字花科黑斑病菌、(１６)

柑桔溃疡病菌、(１７)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菌、(１８)柑桔黄龙病菌

真菌:(１９)黄瓜黑星病菌、(２０)玉蜀

黍霜指霉菌、(２１)大豆疫霉病菌、(２２)内

生集壶菌、(２３)苜蓿黄萎病菌、(２４)香蕉

镰刀菌枯萎病菌４号小种

病毒:(２５)李属坏死环斑病毒、(２６)

烟草环斑病毒、(２７)黄瓜绿斑驳花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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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杂草:(２８)毒麦、(２９)列当属、(３０)

假高粱

(二)山东省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

物(１４种)

(１)甘薯小象鼻虫、(２)马铃薯块茎

蛾、(３)谷象、(４)苹果小吉丁虫、(５)扶桑

绵粉蚧、(６)柑桔小实蝇、(７)小麦腥黑穗

病菌、(８)苹果黑星病菌、(９)十字花科根

肿病菌、(１０)玉米干腐病菌、(１１)三裂叶

豚草、(１２)黄顶菊、(１３)银胶菊、(１４)加

拿大一枝黄花

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根据

农业部、省农业厅规定及时调整.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

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１７〕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２０１７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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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２０１７年土地矿产卫片

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土地、矿产保护和开

发利用秩序,确保顺利完成２０１７年土地

矿产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按照国土

资源部«关于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１６〕１８３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

(一)工作任务.通过对２０１７年土

地矿产开发利用情况开展卫片执法监督

检查,进一步落实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

制,全面查处整改国土资源违法问题,检

验日常履职情况,推动执法监管向“发现

在初始,解决在萌芽”转变,维护国土资

源管理秩序,提升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平.

(二)职责分工.依照全市土地矿产

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图斑核查的统一核

测、统一定性、限期整改要求,市政府负

责全市２０１７年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

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区县国土资源违

法违规问题整改到位;市国土资源局负

责指导、督促各区县开展好土地矿产卫

片执法检查相关工作,组织业务培训、数

据初审和实地验收,直接查处、挂牌督办

和公开通报典型违法案件,督促违法违

规问题依法查处整改到位,并出具验收

意见;财政部门负责做好统一核测经费

等保障工作.

各区县政府对本辖区土地矿产卫片

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负总责,承担整改主

体责任. 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按照有关

时间安排、政策界限和技术规范,依法依

规查处土地和矿产资源违法案件,对填

报为拆除(复耕)、恢复土地原貌的地块

必须坚决逐宗拆除整改到位;对２０１７年

遥感监测图斑合法性判定以及卫片执法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负直接责

任.

二、工作重点

(一)突出整改实效.坚持“查处整

改成效第一标准”,凡国土资源部下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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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度遥感监测图斑涉及的违法用

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必须全

部纳入查处整改范围,并通过卫片执法

信息系统上报. 各区县政府要按照市委

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鲁办发

〔２０１５〕３５号文件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管

建立 共 同 责 任 机 制 的 意 见 » (淄 办 发

〔２０１５〕４１号)要求,组织相关共同责任部

门,开展专项行动和联合执法,督促整改

到位. 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国土资源违

法行为,立案率必须达到１００％,结案率

不得低于９５％,不达标准的不予通过验

收. 对违法用地,具备条件的要积极补

办手续,无法补办手续以及不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且占用农用地的要依法依

规拆除(复耕)到位,全面消除违法状态.

对不能有效扭转混乱秩序、整改成效差

的区县,市政府将公开通报,暂停有关土

地、矿产审批事项,直至整改到位.

(二)落实约谈问责.对土地和矿产

资源违法严重,整改成效不明显,弄虚作

假或者瞒报违法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

产资源问题严重的区县、镇(街道),将实

施警示约谈. 对经警示约谈、集中整改

后,仍符合淄办发〔２０１５〕４１号文件中规

定的责任追究情形的,坚决追究有关责

任人员责任. 在２０１７年土地矿产卫片

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中整改成效明显、已

经消除违法状态,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或

其他严重后果,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明显

好转的区县、镇(街道),在落实责任追究

时视情区别对待.

(三)与土地督察工作密切衔接.对

全域土地例行督察发现的２０１６年度土

地违法问题,必须全部纳入查处整改范

围,并通过卫片执法信息系统上报. 各

区县、镇(街道)要按照国家土地督察济

南局要求,结合卫片执法工作,全面整改

２０１６年度土地违法问题,彻底消除违法

状态.

(四)实现监管转变.加强对各区县

贯彻落实国土资源执法监管主体责任和

各相关部门、单位共同责任落实情况督

查考核,考核结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考核、年度工作考核土地管理部分考

核成绩,督促落实淄办发〔２０１５〕４１号文

件规定,推动国土资源管理利用方式由

“一家管、大家用”向“大家管、大家用”转

变,努力实现执法监管方式由事后查处

向“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转变.

三、工作对象、工作方式和技术要求

(一)工作对象.２０１７年土地矿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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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执法的工作对象为国土资源部下发的

２０１６年度土地变更调查遥感监测变化图

斑经合法性判定后,涉及违法用地图斑

及矿产疑似违法图斑.

(二)工 作 方 式.土地卫片执法与

２０１６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基本同步开展,

协同推进,相互支撑. 矿产卫片执法工

作方式同往年不变.

(三)技术要求.严格按照国土资源

部«关于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

法监 督 检 查 工 作 的 通 知 » (国 土 资 发

〔２０１６〕１８３号)规定执行. ２０１７年卫片

执法,启用省级信息系统(省国土资源厅

将对系统运行等事项进行培训).

四、时间安排

(一)部署开展.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

前,各区县按照统一部署,成立或调整卫

片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制发工作方案,组

织开展工作.

(二)统一核测.２月１０日开始,市

国土资源局组织专业测绘队伍,各区县

配合完成对土地变更调查图斑和矿产卫

片执法检查图斑的现场确认、测量和定

性工作. 各区县对２０１６年度土地变更

调查同步下发遥感监测变化图斑数据,

同步开展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

(三)数据初报.３月１０日前各区县

完成卫片执法数据初报工作,市国土资

源局及时组织初审.

(四)督导检查.４月１０日前,市国

土资源局根据数据初审情况,对整改推

进迟缓、问题较多的地区进行重点督导.

(五)查处整改.４月３０日前,各区

县根据２０１６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图斑定

性和实测情况、矿产卫片执法检查核查

情况,按照要求,全面完成对２０１６年度

违法违规用地、违法勘查开采矿产资源

行为的查处整改工作.

(六)数据终报.５月５日前,各区县

完成数据终报工作,市国土资源局组织

数据终审.

(七)总结验收.５月３０日前,市政

府组织市级验收评估,全面做好迎接省

级检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各区县在开展本次土地矿产卫片执

法监督检查工作中的经验做法、重大问

题和情况动态,要以月报和专报的形式

及时报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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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１７〕５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４日

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１总则

１．１编制目的

正确、有效、有序地处置电网大面积

停电事件,建立健全大面积停电事件应

对工作机制,提高应对效率,最大程度减

少停电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维护全

市社会稳定.

１．２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电力安全事故应急

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电网调度管理条

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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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山东

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山东省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淄博市突发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１．３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淄博市境内发生的大

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大面积停电事件是指由于自然灾

害、电力安全事故和外力破坏等原因造

成区域性电网、淄博电网大量减供负荷,

对市域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造成影响和威胁的停电事件.

１．４处置原则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

领导、综合协调,属地为主、分工负责,保

障民生、维护安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

则.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市、区县政

府(含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旅游

度假区管委会,下同)及其有关部门、电

力企业、重要电力用户应立即按照职责

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处置工作.

１．５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严重性和受影响程度,大

面积停电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

和一般四级(分级标准见附件１).

２组织体系

２．１市级组织指挥机构

市政府成立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

件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应急领导

小组),负责相关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组织

管理. 市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市应急领导小组组成及工作职责见附

件２).

当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大面积停电

事件且淄博市是停电区域之一时,市应

急领导小组在山东省处置大面积停电应

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下开

展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当发生一般、较大大面积停电事件

时,市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本行

政区域内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超

出淄博市处置能力时,应按程序报请省

政府批准,由省应急领导小组或省政府

授权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成立省大面积停

电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和指

挥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２．２区县级组织指挥机构

各区县政府负责指挥、协调本行政

区域内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 要结

合本地实际,明确相应的组织指挥机构,

建立健全应急联动机制. 各区县有关部

门、电力企业、重要电力用户,按照职责

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大面积停电事

件应对工作.

发生跨行政区域的大面积停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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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发地政府应根据需要建立跨区域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合作机制.

２．３现场指挥机构

负责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的政府根

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组织

指挥工作. 参与现场处置的有关单位和

人员应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２．４电力企业

电力企业(包括电网企业、发电企业

等,下同)建立健全应急指挥机构,在市

应急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大面积停电事

件应对工作. 淄博供电公司负责全市主

网、所辖供电区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应对

处置,各级调度机构应按照«电网调度管

理条例»及相关规程执行电网调度工作.

各发电企业负责本企业的事故抢险和应

对处置.

２．５重要电力用户

对维护基本公共秩序、保障人身安

全和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具有重要意义的

政府机关、医疗、交通、通信、广播电视、

供水、供气、供热、排水泵站、污水处理、

石化企业、工矿商贸等单位应根据有关

规定合理配置供电电源和自备应急电

源,完善非电保安等各种保障措施,并定

期检查维护,确保相关设施设备的可靠

性和有效性. 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时,

负责本单位事故抢险和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情况,向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２．６专家组

各级组织指挥机构根据需要成立大

面积停电事件应急专家组,成员由电力、

气象、地质、地震、水文等领域相关专家

组成,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提供

技术咨询和建议. 各电力企业根据实际

情况成立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专家组.

３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３．１监测和风险分析

电力企业要加强对重要电力设施设

备运行、发电燃料供应等情况的监测,建

立与经济和信息化、气象、水利、林业、地

震、公安、交通运输、国土资源、通信等部

门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分析各类情况对

电力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预计可能影

响的范围和程度.

３．２预警

３．２．１预警信息发布

电力企业研判可能造成大面积停电

事件时,要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受影响

区县的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并

视情况通知重要电力用户. 事发地区县

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研

判,必要时报请当地政府批准后向社会

公众发布预警,并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

门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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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电力企业要加强

设备巡查检修和运行监测,采取有效措

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相关应急救援队

伍和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

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准备,并

做好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所需物资、装

备和设备等应急保障准备工作. 重要电

力用户做好自备应急电源启动准备和非

电保安措施准备. 受影响区域区县政府

启动应急联动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和单

位做好维持公共秩序、供水、供气、供热、

通信、加油(气)、商品供应、交通物流、抢

险救援等方面的应急准备;加强相关舆

情监测,主动回应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

问题,及时澄清谣言传言,做好舆论引导

工作.

３．２．３预警解除

根据事态发展,经研判不会发生大

面积停电事件时,按照“谁发布、谁解除”

的原则,由发布单位解除预警,适时终止

相关措施.

３．３信息报告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淄博供电

公司应立即将停电范围、停电负荷、影响

用户数、发展趋势等有关情况向所在区

县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通报.

事发地区县政府电力运行主管部门

接到大面积停电事件信息报告或者监测

到相关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大

面积停电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

定,按照国家规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向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及同级政府报告,并

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 各区县

政府及其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逐级上报,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接到大面积停电事件

报告后,应当立即核实有关情况并向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报告,同时通报事发地

区县政府. 对初判为重大以上的大面积

停电事件,按照规定由省政府立即向国

务院报告.

４应急响应

４．１响应分级

根据大面积停电事件的影响范围、

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

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分

别对应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大面

积停电事件.

４．１．１Ⅰ、Ⅱ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重大及以上电网大面积停

电事件,由省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Ⅰ、

Ⅱ级应急响应. 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省

应急领导小组的决定启动相应级别的应

急响应. 在省应急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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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指挥下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

工作.

４．１．２Ⅲ、Ⅳ级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大面积停电事件及一

般大面积停电事件,由市应急领导小组

决定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并负责协

调应对工作. 市应急领导小组立即组织

召开小组成员和专家组会议,进行分析

研判,开展协调应对工作,对事件影响及

发展趋势进行综合评估,就有关重大问

题做出决策和部署;向各有关单位发布

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并立即派出

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将

有关情况迅速报告省政府应急办、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等有关部门. 超出本市应

对能力时,应立即向省应急领导小组求

援.

４．１．３对未达到大面积停电事件标

准,但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由事发地区县政府视情况决定启动应急

响应.

４．１．４预案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

件造成损失情况及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

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４．２响应措施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后,相关电力

企业和重要电力用户要立即实施先期处

置,全力控制事件发展态势,减少损失和

影响. 各事发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采取以下措施.

４．２．１抢修电网并恢复运行

电力调度机构合理安排运行方式,

控制停电范围;尽快恢复重要输变电设

备、电力主干网架运行;在条件具备时,

优先恢复重要电力用户、重要城市和重

点地区的电力供应.

电网企业迅速组织力量抢修受损电

网设备设施,根据应急指挥机构的要求

向重要电力用户及重要设施、场所提供

必要的电力支援.

发电企业保证设备安全,抢修受损

设备,做好发电机组并网运行准备,按照

电网调度指令恢复运行.

４．２．２防范次生衍生事故

停电后易造成重大影响和生命财产

损失的金融机构、医院、交通枢纽、通信、

广播电视、公用事业单位、煤矿及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冶炼企业等

重要电力用户,按照有关技术要求迅速

启动自备应急电源或采取非电保安措

施,及时启动相应停电事件应急响应,避

免造成更大影响和损失. 各类人员聚集

场所停电后要迅速启用应急照明,组织

人员有秩序地疏散,确保人身安全. 消

防、武警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及

时处置各类火灾、爆炸事件,解救被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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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在供电恢复过程中,各重要电力用

户严格按照调度计划分时分步恢复用

电. 加强重大危险源、重要目标、重大关

键基础设施隐患排查与监测预警,及时

采取防范措施,及时扑灭各类火灾,解救

被困人员,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４．２．３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经济和信息化、交通运输、铁路等部

门组织生活必需品的应急生产、调配和

运输,保障停电期间居民基本生活. 卫

生计生部门保障好抢救、治疗病人的应

急队伍、车辆、药品和物资,保证病人能

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水利部门负责启

用应急供水措施,保障居民基本用水需

求.

４．２．４维护社会稳定

公安、武警等部门加强涉及国家安

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

作,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对停电区域内繁华街区、大型居民

区、大型商场、学校、医院、金融、车站及

其他重要生产经营场所等重点地区、重

点部位、人员密集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时

疏散人员,解救被困人员,确保人身安

全,防范治安事件.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加强停电地区道路交通指挥和疏导,维

护道路交通秩序,优先保障应急救援车

辆通行. 要积极组织力量,严厉打击造

谣惑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各种违法

行为.

４．２．５加强信息发布

新闻宣传部门按照及时准确、公开

透明、客观统一的原则,加强信息发布和

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媒体渠道,主动向社

会发布停电相关信息和应对工作情况,

提示相关注意事项和安保措施. 加强舆

情收集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

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稳定公众情

绪.

４．２．６组织事态评估

应急指挥机构及时组织对大面积停

电事件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发展趋势及

恢复进度进行评估,为进一步做好应对

工作提供依据.

４．３响应终止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由启动预案

应急响应的应急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

应.

(１)电网主干网架基本恢复正常,电

网运行参数保持在稳定限额之内,主要

发电厂机组运行稳定;

(２)减供负荷恢复８０％以上,受停电

影响的重点地区负荷恢复９０％以上;

(３)造成大面积停电事件的隐患基

本消除;

(４)大面积停电事件造成的重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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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衍生事故基本处置完成.

５后期处置

５．１处置评估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

要及时组织对事件处置过程进行评估,

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改进

措施,形成处置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一

般包括事件发生原因和经过、事件造成

的直接损失和影响、事件处置过程、经验

教训以及改进建议等,必要时可开展第

三方评估.

５．２事件调查

大面积停电事件发生之后,市应急

领导小组根据有关规定成立调查组进行

事件调查. 各事发地政府、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认真配合调查组的工作,客观、公

正、准确地查明事件原因、性质、影响范

围、经济损失等情况,提出防范、整改措

施和处理建议.

５．３善后处置

事发地政府要及时组织制订善后工

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保险机构要及时开

展相关理赔工作,尽快消除大面积停电

事件的影响.

５．４恢复重建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

需对电网网架结构和设备设施进行修复

或重建的,由市政府或授权市发展改革

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编制恢复重建

规划. 相关电力企业和受影响区域政府

应当根据规划做好本行政区域电力系统

恢复重建工作.

６应急保障

６．１队伍保障

电力企业应建立健全电力抢修应急

专业队伍,加强设备维护和应急抢修技

能方面的人员培训,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各区县政府要根据

需要组织动员通信、交通、供水、供气、供

热等其他专业应急队伍和志愿者等参与

大面积停电事件及其次生衍生灾害处置

工作. 武警部队、公安消防等要做好应

急力量支援保障.

６．２装备物资保障

电力企业应储备必要的专业应急装

备及物资,建立和完善相应保障体系.

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区县政府要加强应

急救援装备物资及生产生活物资的紧急

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保障支

援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工作需要. 鼓励

支持社会化储备.

６．３通信、交通与运输保障

各区县政府及通信运营商要建立健

全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

形成可靠的通信保障能力,确保应急期

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 交通运输

２５淄博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部门要健全紧急运输保障体系,保障应

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

运输;公安部门要加强交通应急管理,保

障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根据全面推

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规定,有关单

位应配备必要的应急车辆,保障应急救

援需要.

６．４技术保障

市气象、国土资源、地震、水文、林业

等部门应为电力日常监测预警及电力应

急抢险提供必要的气象、土质、地震、水

文、森林防火等服务. 电力企业要加强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和监测先进技术、

装备的研发,制定电力应急技术标准,加

强电网、电厂安全应急信息化平台建设.

６．５应急电源保障

提高电力系统快速恢复能力,加强

电网“黑启动”能力建设. 市政府有关部

门和电力企业应充分考虑电源、电网规

划布局,保障各地区“黑启动”电源,适度

提高重要输电通道抗灾设防标准. 电力

企业应配备适量的应急发电装备,必要

时提供应急电源支援. 重要电力用户应

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要求配置应急电源,

制定突发停电事件应急预案和非电保安

措施,并加强设备维护和管理,确保应急

状态下能够投入运行.

６．６资金保障

市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政、

民政等有关部门和各区县政府,以及各

相关电力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对大面

积停电事件处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提供必

要的资金保障.

６．７宣教、培训和演练

６．７．１宣传教育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各区县政府、电

力企业、重要电力用户等单位要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加大对大面积停电事件应

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公众

的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加大保护

电力设施和严厉打击破坏电力设施的宣

传力度,增强公众保护电力设施的意识.

６．７．２培训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电力

企业和重要电力用户应定期组织大面积

停电应急业务培训. 电力企业和重要电

力用户还应加强大面积停电应急处置和

救援技术培训,开展技术交流和研讨,提

高应急救援业务知识水平.

６．７．３演练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应根据实际情

况,至少每３年组织开展一次大面积停

电事件应急联合演练,建立完善政府有

关应急联动部门单位、电力企业、重要电

力用户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应急协同联

动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各电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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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重要电力用户应根据生产实际,至少

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本单位的应急演练.

７附则

７．１预案管理

本预案发布后,由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

各应急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区县政

府、电力企业要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

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各重要

电力用户应制定突发停电事件应急预

案,并按照应急预案管理要求进行备案.

７．２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解

释.

７．３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２０１１年

１月４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淄博市处

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淄政

办字〔２０１１〕２号)同时废止.

附件:１．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分

级标准

２．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

急领导小组组成及职责

附件１

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大面积停电事件

按照国务院«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山东省大面积停

电事件应急预案»事件分级标准,淄博电

网现有规模单独构不成特别重大大面积

停电事件. 但是造成山东电网大面积停

电,减供负荷达到３０％以上,山东省启动

包括淄博电网在内的特别重大大面积停

电事件响应时,淄博市相应启动特别重

大大面积停电事件响应.

二、重大大面积停电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大面

积停电事件:

１．造成山东电网大面积停电,减供

负荷达到１３％以上３０％以下,对淄博电

网造成严重影响的;

２．造成淄博电网减供负荷６０％以

上,或７０％以上供电用户停电.

三、较大大面积停电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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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停电事件:

１．造成山东电网大面积停电,减供

负荷１０％以上１３％以下,对淄博电网造

成较重影响的;

２．造成淄博电网减供负荷４０％以上

６０％以下,或５０％以上７０％以下供电用

户停电;

３．造成区县电网大面积停电,减供

负荷６０％以上,或７０％以上供电用户停

电.

四、一般大面积停电事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大面

积停电事件:

１．造成山东电网大面积停电,减供

负荷５％以上１０％以下,对淄博电网造

成影响的;

２．造成淄博电网减供负荷２０％以上

４０％以下,或者３０％以上５０％以下供电

用户停电;

３．造成区县电网大面积停电,减供

负荷４０％以上６０％以下,或５０％以上

７０％以下供电用户停电.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中的表述

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２

淄博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组成及职责

　　一、市应急领导小组及职责

市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

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副秘

书长、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淄博供电公司

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

(含新闻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水利与渔业局、市林业局、

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卫

生计生委、市安监局、武警淄博市支队、

市地震局、市气象局、淄博供电公司、华

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华能淄博白杨河

发电有限公司、华能辛店电厂有关负责

人. 根据应对工作需要,增加有关区县

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相关电力企

业.

市应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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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负责全市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处

置的指挥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

行会商、研判和综合评估,研究保证淄博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电力可靠有序

供应等重要事项,研究重大应急决策,部

署应对工作;

２．统一指挥、协调各应急指挥机构

相关部门、区县政府及高新区、经济开发

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做好大面

积停电事件电网抢修恢复、防范次生衍

生事故、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安

全稳定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指挥

其他社会应急救援工作;

３．宣布进入和解除电网停电应急状

态,发布应急指令;

４．视情况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协

调开展应对工作,组织事件调查;

５．统一组织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

作;

６．及时向山东省工作组或山东省大

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指挥部报告相关情

况,视情况提出支援请求.

二、市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职责

市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负责市应急领导小组日常

工作.

办公室主要职责:

１．督促落实市应急领导小组部署的

各项任务和下达的各项指令;

２．密切跟踪事态,及时掌握并报告

应急处置和供电恢复情况;

３．协调各应急联动机制成员部门和

单位开展应对处置工作;

４．按照授权协助做好信息发布、舆

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应对工作;

５．建立电力生产应急救援专家库,

根据应急救援工作需要随时抽调有关专

家,对应急救援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三、市应急领导小组现场工作组主

要职责

初判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时,市应

急领导小组根据情况派出现场工作组,

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１．传达上级、市政府领导同志指示

批示精神,并督促各区县、各有关部门和

电力企业贯彻落实;

２．迅速掌握大面积停电事件基本情

况、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应对进展及当地

需求等,根据各地和电力企业请求,协调

有关方面派出应急队伍、调运应急物资

和装备、安排专家和技术人员等,为应对

提供支援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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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跨行政区域大面积停电事件应

对工作进行协调;

４．赶赴现场指导各区县开展事件应

对工作;

５．指导开展事件处置评估;

６．协调指导大面积停电事件宣传报

道工作;

７．及时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相关

情况.

四、市应急领导小组工作组分组和

单位职责

(一)市应急领导小组工作组和职责

分工

市应急领导小组设立相应工作组,

各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１．电力恢复组:由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国土资源局、

市水利与渔业局、市林业局、市安监局、

武警淄博市支队、市地震局、淄博供电公

司、市气象局、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华能淄博白杨河发电有限公司、华能辛

店电厂等参加,视情况增加其他电力企

业.

主要职责:组织进行技术研判,开展

事态分析;负责组织电力抢修恢复工作,

尽快恢复受影响区域供电工作;负责重

要用户、重点区域的临时供电保障;负责

组织电力应急抢修恢复协调工作;协调

武警有关力量参与应对.

２．新闻宣传组:由市委宣传部牵头,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公

安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政府新

闻办、市网络办、淄博供电公司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

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加强新闻宣

传报道;收集分析国内外舆情和社会公

众动态,加强媒体、通信和互联网管理,

正确引导舆论;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

社会关切.

３．综合保障组:由市发展改革委牵

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公安局、市民

政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与渔

业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市卫生计生委、淄博供电公司等参

加.

主要职责:对大面积停电事件受灾

情况进行核实,指导恢复电力抢修方案,

落实人员、资金和物资;组织做好应急救

援物资及生产生活物资的紧急生产、储

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及时组织调运

重要生活必需品,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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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应;维护供水、供气、供热、通信、

广播电视等设施正常运行;维护铁路、道

路、水路、民航等基本交通运行;组织开

展事件处置评估.

４．社会稳定组:由市公安局牵头,市

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民政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武警淄博

市支队等参加.

主要职责: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

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

会恐慌,以及趁机盗窃、抢劫、哄抢等违

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

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加强

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

调控,打击囤积居奇行为;加强对重点区

域、重点单位的警戒,切实维护社会稳

定.

(二)各单位职责

１．市委宣传部:根据市应急领导小

组的安排,协助有关部门统一宣传口径,

组织媒体播发相关新闻;根据事件的严

重程度或其他需要组织现场新闻发布

会;加强对新闻单位、媒体宣传报道的指

导和管理;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对外发布

信息.

２．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综合保

障,协调电力企业设备设施修复项目计

划安排,为应急抢险救援、恢复重建提供

资金保障.

３．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组织、召

集市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成员会

议;迅速掌握大面积停电情况,向市应急

领导小组提出处置建议;组织研判事件

态势,按程序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并通

报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组织协调

全市电力资源的紧急调配,组织电力企

业开展电力抢修恢复及统调发电企业重

点电煤供应的综合协调工作;协调其他

部门、各区县政府和重要电力客户开展

应对处置工作;为指定的新闻部门提供

事故发布信息;派员参加工作组赴现场

指导协调事件应对工作.

负责组织协调大面积停电事件应对

处置中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抢险救援工

作.

４．市公安局:负责协助市应急领导

小组做好事故灾难的救援工作,及时妥

善处理由大面积停电引发的治安事件,

加强治安巡逻,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及时

组织疏导交通,保障救援工作及时有效

地进行.

５．市民政局:负责协助做好受灾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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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人员的生活安置.

６．市财政局:负责组织协调电力应

急抢修救援工作所需经费,做好应急资

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７．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对地质灾害

进行监测和预报,为恢复重建提供用地

支持.

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协调维

持和恢复城市排水设施运行,保障居民

基本生活需要.

９．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应

急救援客货运输车辆,保障发电燃料、抢

险救援物资、必要生活资料和抢险救灾

人员运输,保障应急救援人员、抢险救灾

物资公路运输通道畅通.

１０．市水利与渔业局:组织、协调防

汛抢险,负责水情、汛情、旱情的监测,提

供相关信息,维持和恢复城市供水.

１１．市林业局:负责森林火灾的预防

和协调组织扑救工作,提供森林火灾火

情信息.

１２．市商务局:负责组织调运重要生

活必需品,加强市场监管和调控.

１３．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负责维

护广播电视等设施正常运行,加强新闻

宣传,正确引导舆论.

１４．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协调医

疗卫生应急救援工作,重点指导当地医

疗机构启动自备应急电源和停电应急预

案.

１５．市安监局: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

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１６．市地震局:对地震灾害进行监测

和预报,提供震情发展趋势分析情况.

１７．市气象局:负责大面积停电事件

应急救援过程中提供气象监测和气象预

报等信息,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１８．武警淄博市支队:负责协助市应

急领导小组做好事故灾难的救援工作,

加强治安巡逻,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１９．淄博供电公司:在市应急领导小

组、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的领导下,具体

实施在电网大面积停电应急处置和救援

中对所属企业的指挥.

２０．各发电企业:组织本企业做好电

网大面积停电时的应急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单位做好职责范围

内应急工作,完成市应急领导小组交办

的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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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CR－２０１７－００２０００１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淄政办字〔２０１７〕７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６日

淄博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依法对

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进行救助,保障受

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财政部、

保监会、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财政

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财务管

理暂行规定»(财金〔２００９〕１７５号)以及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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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法›办法»«山东省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操作规程»

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

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是指

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

者全部抢救费用以及特殊困难家庭补助

的社会专项基金.

本细则所称受害人,是指在淄博市

境内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除被

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

受害人.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丧葬费用,是

指丧葬所必需的尸体运送、停放、冷藏、

火化的服务费用. 丧葬费垫付最高金额

为山东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的６个月总额.

本细则所称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

疗机构按照卫生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

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对生命体征不平稳

和虽平稳但如果不及时采取抢救措施会

产生生命危险,或者导致残疾、器官功能

障碍,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伤人

员,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

费用.

垫付抢救费用原则上每起事故每名

受害人不得超过１０万元.

确定垫付金额时,不得按受害人在

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减少垫付金

额. 同意垫付抢救费用的,市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

称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在扣除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

险)及其他支付金额后,确定垫付金额.

第四条　遇有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需要巨额垫付抢救费用的,由市救助

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召开善后工作协调会

议,形成会议纪要,确定多方筹措善后抢

救资金数额以及垫付方法.

对于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特殊困难

的家庭,救助基金将给予适当补助. 原

则上每起事故不超过５万元.

交通事故造成特殊困难的救助对象

是指事故当事人经济特殊困难,确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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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救助的人员.

第五条　救助基金实行市级筹集管

理,统一政策,专户管理,单独核算.

第六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救助基金

的分配,对救助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

进行指导和监督.

事故管辖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

通知医疗机构或殡葬服务机构申请垫付

救助基金,负责通知救助基金管理办公

室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抢救费

用,协助追偿垫付费用.

市、区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监督

医疗机构按照卫生部«道路交通事故受

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标准,及时抢救道路交通事故中的

受害人及依法申请或协助受害人申请救

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 负责审核医疗机

构申请垫付的抢救费用以及相关证明材

料是否真实、合理. 相关证明材料包括

伤者住院病例材料复印件、抢救医嘱单

复印件,抢救费用明细清单、医疗发票,

特殊情况无法开具医疗发票的情形,须

审核确定医疗机构出具的无法开具医疗

发票的证明书. 负责督导、审核市属、市

管医疗机构申请救助基金的相关工作,

并督导各区县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做好有

关工作. 各区县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

督导、审核本辖区内医疗机构申请救助

基金的相关工作.

市民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殡葬服务

机构开展有关救助基金垫付丧葬费的工

作. 依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及省、

市有关规定,监督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

丧葬费用以及相关证明材料是否真实、

合理. 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尸体火化证明

材料、殡葬费用明细清单、殡葬费用发票

等.

市农机管理部门负责协助救助基金

管理机构向涉及农业机械的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人追偿垫付费.

市保险行业协会负责监督检查保险

公司是否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向省级救助

基金专户交纳救助基金,监督保险公司

是否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及时垫付抢救费

用. 负责监督保险公司对于已垫付救助

基金的案件,在支付赔偿款前首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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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相关费用.

第二章　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

第七条　成立市救助基金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协调有关部门

和单位,明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 市财政局为市救助基金

主管部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市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下设救助基金管理

办公室,负责市救助基金具体业务工作

和财务管理. 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在行

政辖区高速公路事故处理大队、各区县

交警大队成立救助基金管理工作站并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救助基金的

初审、材料报送及救助基金追偿等相关

工作.

第八条　市救助基金主管部门的具

体职责:

(一)对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筹集、垫

付、追偿和管理救助基金情况实施监督

检查,并定期予以公告;

(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救助基金

管理机构救助基金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

行审计,并予以公告;

(三)协调解决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与

医疗机构因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引发

的争议问题.

(四)定期召集有关单位召开例会,

研究分析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救助基金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九条　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具

体职责:

(一)依法筹集本级救助基金;

(二)受理、审核垫付申请,并依法垫

付、追偿垫付款;

(三)向社会公布其电话、地址、联系

人等信息;

(四)按照国家有关银行账户管理规

定,开立救助基金财政专用账户,实行单

独核算、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将救

助基金用于投资,年终结余转入下一年

度继续使用;

(五)对市救助基金的各项资金来源

及时入账,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定期向

市救助基金主管部门报告救助基金筹

集、使用、管理情况;并于每月７日前公

示上月救助基金救助情况;

(六)季度终了１０日内,将上季度救

助基金的筹集、垫付、追偿情况报送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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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基金主管部门和省级救助基金管理机

构;

(七)每年１月２０日前,将上一年度

救助基金的筹集、垫付、追偿情况报送市

救助基金主管部门和省级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

(八)机构变更或终止时,应当依法

进行审计、清算;

(九)依法为道路交通事故无主或者

无法确认身份的未知名死者(以下简称

“未知名死者”)或明确无损害赔偿权利

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死者主张权利;

(十)召开工作例会,研究分析工作

情况,协调解决救助基金管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并形成工作报告报送市救助

基金主管部门和省级救助基金管理机

构,遇重大问题可随时上报;

(十一)救助基金管理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费

用支出纳入市财政预算,不得在救助基

金中列支.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费用支出包括

人员费用、办公费用、追偿费用、委托代

理费用等,具体支出标准按照有关规定

执行.

人员费用是指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人

员的工资、津贴、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

积金等.

办公费用是指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正

常运转发生的办公、水电、邮电、交通、会

议、物业管理等费用.

追偿费用是指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按

照规定垫付抢救费用、丧葬费用以后,向

道路交通事故相关责任人追偿垫付款所

发生的费用,包括追偿过程中发生的差

旅、交通、查证等费用.

委托代理费用是指救助基金管理机

构在筹集、垫付、追偿和管理救助基金过

程中,在必要情形下发生的委托代理费

用.

第三章　救助基金的筹集

第十一条　救助基金按照«山东省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确定的来源渠道进行筹集:

(一)上级救助基金主管部门分配的

救助基金;

(二)市、区县两级政府按照保险公

司经营交强险缴纳营业税数额确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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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政补助;

(三)对未按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罚款缴入市级国库部

分;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机

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六)社会捐款;

(七)其他资金.

第十二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当

年预算于每季度终了１０日内,按照上个

季度保险公司缴纳的交强险营业税数额

分成的确定部分,向市救助基金财政专

户拨付财政补助. 区县级分成的交强险

营业税数额对救助基金的财政补助办法

另行通知.

第十三条　对未投保交强险机动车

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的罚款,按规定分别

缴入省、市级国库,其中县级的罚款缴入

市级国库. 市财政部门应在省级财政部

门为公安机关设立“交强险罚没收入”执

收项目及编码,于每季度终了１０日内,

将全市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缴入市

级国库的罚款全额划拨至市救助基金财

政专户.

第十四条　未知名死者或明确无损

害赔偿权利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死者的死

亡赔偿金应当在救助基金账户内分账核

算,不得作为救助基金使用,不得冲销,

待死者身份确定后依法处理.

第四章　救助基金的垫付

第十五条　在淄博市行政区划范围

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及时垫付道

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

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一)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

的,垫付差额部分抢救费用;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的,

垫付全部抢救费用;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垫付全

部抢救费用.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一般垫

付受害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７２小时内

的抢救费用;特殊情况下如需垫付超过

７２小时的抢救费用,应由医疗机构提出

书面理由,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机动

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地物价部门核定的

收费标准予以审核后,按照规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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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拨付.

第十六条　省管高速公路上发生的

符合救助情形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

生路段在淄博市行政区划内的,由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按照本细则规定的相关

程序垫付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

费用. 所需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资金从救

助基金省调剂补助部分中支出.

第十七条　符合救助基金垫付抢救

费用条件的,办理程序如下:

(一)事故案件主办人对辖区内发生

的交通事故符合救助基金救助情形的应

当及时告知受害人、法定监护人或代理

人可以书面申请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

用,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告知书». 事故案件主办

人对提出救助申请的应填写«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救费用垫付通知

书».

(二)接到垫付抢救费用申请后,救

助基金管理工作站应审核以下材料:

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告

知书».

２．«受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登 记

表».

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

救费用垫付通知书».

４．«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

救费用垫付申请书».

５．受害人、法定监护人或法定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关系证明或身份

无法确定的证明.

６．交通事故受害人抢救费用的诊断

证明,包括自抢救之时起７２小时内的抢

救费用汇总清单、每日清单、病历资料等

复印件;超过７２小时的,还应当提供«道

路交通事故伤员抢救费用超过７２小时

情况说明».

７．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所有人和驾

驶人身份证明材料、车辆保险、事故双方

驾驶证及行驶证复印件,无牌车辆应提

供车辆查询信息.

８．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

管辖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出具«交通

事故基本案情说明». 死者身份无法确

认的,应当出具死者身份无法确认的证

明.

交通事故受害人身份不明或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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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后机动车逃逸等,不能提供第

５、７项有关材料的,由事故管辖地公安交

通管理部门提供书面说明.

对于暂时不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的,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３

日内,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报送救助

基金管理工作站.

第十八条　符合救助基金垫付丧葬

费用条件的,办理程序如下:

(一)事故案件主办人在处理死亡道

路交通事故案件中,对符合救助情形的,

在向受害人亲属送达«尸体处理通知书»

的同时,应告知受害人亲属(法定继承人

或法定代理人)或者殡葬服务机构可以

书面申请救助基金垫付丧葬费,并向双

方当事人送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告知书».

(二)接到垫付丧葬费用申请后,救

助基金管理工作站应审核以下材料:

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告

知书».

２．«受 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登 记

表».

３．«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丧

葬费用垫付申请书».

４．受害人法医尸体检验报告或鉴定

书.

５．«尸体处理通知书».

６．受害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受害

人近亲属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户籍

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近亲属证明、委托代

理人的委托书.

７．车辆驾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车

辆行驶证复印件、车辆保险信息复印件.

８．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

管辖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出具«交通

事故基本案情说明»,死者身份无法确认

的,应当出具死者身份无法确认的证明.

对于暂时不能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书的,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３

日内,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报送救助

基金管理工作站.

第十九条　符合交通事故特殊困难

家庭补助条件的,办理程序如下:

(一)救助对象需要申请救助的,由

事故当事人或代理人填写申请,申请内

容必须注明简要案情、申请理由、医院诊

断证明以及事故善后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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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受理

申请,对申请进行审查并提出初步意见,

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研究审批.

第二十条　市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

自收到救助基金管理工作站报送的申请

材料之日起,３日内予以审核,并由市救

助基金管理机构审批.

(一)经审核批准垫付的,制发«垫付

通知书»,自批准之日起３日内,将相关

费用划入医疗机构、申请人或者殡葬服

务机构账户.

(二)垫付费用到账后,相关医疗机

构、殡葬服务机构、丧葬费申请人应当出

具收款凭证.

(三)符合垫付条件,但申请材料不

全的,由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在２日内

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四)不符合垫付条件的,经救助基

金管理机构批准不予垫付,制发«不予垫

付通知书»,写明理由送达申请人或者申

请机构.

第二十一条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与

医疗机构因垫付抢救费用问题发生争议

时,由市救助基金主管部门会同市卫生

计生主管部门聘请专家组进行复核,并

将复核结果告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和相

关医疗机构.

第五章　 垫付费用的追偿

第二十二条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根

据本细则垫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

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应当及时向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送达«偿还道路交

通事故垫付费用通知书»,并明确偿还的

方式、金额及期限.

第二十三条　对属于救助基金救助

情形并且已经垫付费用的,事故管辖地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生效后,及时通知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依法追偿垫付费用.

第二十四条　事故管辖地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

解申请的,应当通知救助基金管理办公

室派人参与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调解书中应当记录交通事故责任人偿

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所垫付费用的方式

和期限,并责令交通事故责任人及时偿

还.

第二十五条　对不偿还垫付费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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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通事故未知名死者人身损害赔偿

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 有关单位、受

害人或者其继承人有义务协助救助基金

管理机构进行追偿.

第二十六条　相关责任人未偿还救

助基金垫付费用的,交通事故处理机构

应当依法将责任人在该道路交通事故中

涉及的车辆予以标注,在其办理车辆年

审、过户等相关业务时,督促相关责任人

及时偿还救助基金垫付费用.

第二十七条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

偿还的救助基金垫付费用,应当缴入市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指定的专用账户,并

将收款收据副联存入申请救助基金案

卷,及时对已偿还的费用进行冲销.

第二十八条　市辖区内道路交通事

故未知名死者或明确无损害赔偿权利人

的道路交通事故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

款,赔付人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市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指定的专用账户,并

注明赔付具体事故受害人,赔付人保留

银行转账凭证作为已支付证明. 市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在收到赔偿款后,应书面

告知交通事故处理机构,并于５日内将

市救助基金垫付费用全额缴入市救助基

金财政专户,同时注明偿还项目.

第二十九条　 对垫付时间超过 ２

年,因义务人没有支付能力未追回垫付

费用的,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提出核

销意见,报市救助基金主管部门审批,经

批准后予以核销,但保留对垫付费用的

追偿权.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在垫付费用核销

后侦破的,交通事故处理机构应及时通

知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市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应按规定追偿垫付费用,追回的

垫付费用按本细则第五章有关规定纳入

市救助基金财政账户管理.

第六章　救助基金的管理监督

第三十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

本级救助基金的财务收支管理进行监督

检查.

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应依法接受市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市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当每年不定

期对医疗机构依照规定标准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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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督检查. 对推诿、拖延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抢救治疗,提供虚假医疗证明

和医疗费用证明等的医疗机构,对直接

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市民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年不定期对

殡葬服务机构依照规定标准开展殡葬服

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出具虚假殡葬

证明和违反规定收取殡葬费用的殡葬机

构和人员,根据有关法律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在核定抢救费用或者丧葬费用中发现医

疗机构或者殡葬服务机构有涉嫌违法行

为的,应当及时通报市卫生计生主管部

门或者民政主管部门. 市卫生计生主管

部门或民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相关

医疗机构或者殡葬服务机构进行调查处

理.

第三十二条　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救助基金

主管部门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责任:

(一)未按照本细则规定受理、审核

救助基金垫付申请并进行垫付的;

(二)提供虚假工作报告、财务会计

报告的;

(三)违反本细则规定使用救助基金

的;

(四)拒绝、妨碍主管部门或其他有

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三条　救助基金机构和有关

部门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所称“２日”“３

日”“５日”“７日”“１０日”是指工作日,不

包括节假日.

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

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

参照本细则执行. 本细则由市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自２０１７年２

月２０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２年２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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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任免

淄博市人民政府任免的工作人员名单

　　二○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经淄博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决定,任命:
陈思林为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免去:
沙向东的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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