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宁市长安镇是全国重点镇、省级中心镇，也是饮誉江南的文

化古镇。 长安镇文物古迹丰富，有东汉画像石墓、长安闸（唐宋）、施

家墩遗址（新石器时代）等 3 个省级文保单位，有长安虹桥、仰山书

院、翟妃墓等 16 个市级文保单位，还有始建于唐代的江南名刹觉皇

寺及汪家大院、徐家大院、陈家大院等十几座著名宅院。长安镇的运

河文化独具特色，拥有“一坝三闸”等运河水利工程，长安东、中、西

街等运河商贸街区，浙丝一厂等运河丝绸工业遗产，运河赛龙舟、祭

河神、行庙会等运河民俗文化。境内还有天下闻名的盐仓回头潮，是

最具观赏性的潮水景观。

近年来，长安镇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以大运河（长安段）申遗为

契机，不断提高群众文物保护意识，加快运河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步

伐，正向着文明富裕、充满生机的现代化小城市阔步迈进。

▲仰山书院 ▲虹桥

▲东汉画像石墓

▲天主教堂 ▲东吴翟妃墓

▲汉墓

▲觉皇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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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松懈地抓好食品安全工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事关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各级政府一定要毫不松懈地抓好食
品安全工作。

一要突出抓好食品安全治理整顿工作，尽最
大努力实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零发生”。当前,食
品安全工作要抓住主要矛盾，尽快把各类违法违
规问题最大限度的遏制下来，努力提升人民群众
的消费安全感和满意度。 要继续狠抓治理整顿，
集中力量开展好大整治百日行动，按照“检查排
查要严密、专项整治要严格、处理打击要严厉”的
要求，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取得实效。 要统筹兼
顾，全面推进，既要督促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彻
底排查隐患和问题，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
留后患；也要重点检查事故频发、隐患突出、食品
安全形势严峻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在做好日常
监管的基础上，重点对前期排查出的突出问题进
行集中整治，重在治隐患、抓反复、防反弹，切实
解决带有行业“潜规则”的问题，防范系统性、区
域性风险。 要绝不手软地加大打击力度，坚持用
重典、出重拳，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使严
惩重处成为食品安全治理常态。

二要突出抓好责任落实，尽最大努力实现食
品安全责任“零缺位”。 严格落实责任是做好食品
安全工作的重要保证。 要按照“各级政府负总责、
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要
求，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明确到人。 要认真落实食
品安全责任制，进一步理顺各部门食品安全监管
职能，堵塞监管漏洞，着力解决监管空白、边界不
清等问题。 要强化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食品
安全管理责任，充分利用基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平台，实行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将
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将问题解决在基
层。 要完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加大行政问责
力度，必要时上级监察部门要介入调查，依法依
纪追究相关负责人员失职、渎职责任。 要督促食
品企业落实责任，加强全员、全过程食品安全监
管，通过建立“诚信档案”、设立“红黑榜”等举措，
惩恶扬善、奖优罚劣。

三要突出抓好监管体系建设，尽最大努力实
现食品安全监管网“零漏洞”。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是食品安全工作的基础保障，要切实把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建设抓紧、抓好、抓实。 尽快理顺省市县
三级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体制， 形成部门各司其
职、相互衔接、运转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加
大综合协调力度，切实增强监管合力。 积极探索
开展基层食品安全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推动食品
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关口前移。 继续积极稳妥地
推进检验资源整合， 加强检验检测机构基础设
施、技术支撑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技术监
督基础， 进一步提升检测能力和隐患排查能力。
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健全各级应急
管理长效机制，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培训，提高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能够快速反应、处置得当，把危害控
制在最小程度。

四要突出抓好社会协同管理，尽最大努力做
到对一切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要树
立食品安全“责任共担”、“安全共享”的理念，积
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形成群
策群力、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合力。 要进一步健
全完善举报奖励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广泛
发动群众、知情人员积极举报。 充分发挥群众监
督作用，支持新闻媒体客观及时、实事求是报道
食品安全问题，形成执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良性
互动，形成群防群控的强大社会合力。

五要突出抓好食品产业转型提升，尽最大努
力实现食品产业健康发展“零障碍”。 要通过提高
食品安全水平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提高食品
产业素质，强化食品安全基础。 要积极引导农业
和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把农业和食品产业作为
产业调整转型的重点之一， 扶持农业龙头企业，
支持优势企业做大，努力提升农业组织化、集约
化程度，防止因争夺原料、压低成本等恶性竞争
行为产生食品安全隐患。 要鼓励通过兼并、重组、
联合以及协议等方式，发展集约化大公司，延长
产业链，从根本上逐步改变我省食品产业低、小、
散的局面，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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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５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报送的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２ 项），现予公布。请抓紧制订
各项目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责任，落实保护措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开发和利用，为加快文化强省建

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共 ２０２ 项）

民间文学（２０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１ 海瑞传说 淳安县

２ 皋亭山传说 杭州市江干区

３ 梅城传说 建德市

４ 孙权传说 富阳市

５ 玲珑山传说 临安市

６ 上林湖传说 慈溪市

７ 王十朋传说 乐清市

８ 卖技（瑞安卖技） 瑞安市

９ 洞头海岛气象谚语 洞头县

１０ 平阳童谣 平阳县

１１ 熊知县的故事 长兴县

１２ 陈霸先传说 长兴县

１３ 海盐钱氏传说 海盐县

１４ 绍兴古桥名传说 绍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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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勾践传说 绍兴市

１６ 傅大士传说 义乌市

１７ 琼奴与苕郎 常山县

１８ 临海民间谜语 临海市

１９ 高机与吴三春传说 平阳县

２０ 刘阮传说 新昌县

传统音乐（７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２１ 十番锣鼓（余姚十番、新桥十番） 余姚市、常山县

２２ 绍兴派古琴艺术 绍兴市

２３ 渔工号子 舟山市普陀区

２４ 畲族民歌 平阳县

２５ 山歌（乐清撞歌） 乐清市

２６ 吹打（丽水吹打） 丽水市莲都区

２７ 道教音乐（太极祭炼音乐、天台山道教南宗

洞经音乐）
上虞市、天台县

传统舞蹈（１７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２８ 龙舞（梓树布龙、滚花龙、鄣吴金龙、横街草

龙）
富阳市、龙游县、安吉县、临安市

２９ 红毛狮子 临安市

３０ 五凤朝阳 临安市

３１ 大陆花灯 杭州市余杭区

３２ 狮象舞（沃家狮象窜、狮象灯舞） 宁波市北仑区、开化县

３３ 大头和尚 宁波市鄞州区

３４ 车子灯 余姚市

３５ 鱼灯舞（洞头鱼灯、九龙鱼灯） 洞头县、景宁县

３６ 长兴旱船 长兴县

３７ 蔡宅高跷 东阳市

３８ 调花钹 永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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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乌龟端茶 磐安县

４０ 小蜜蜂 三门县

４１ 青田百鸟灯舞 青田县

４２ 马灯舞（跳马灯、洗马舞） 开化县、常山县

４３ 跳蚤会 舟山市普陀区

４４ 畲族貔貅 安吉县

传统戏剧（８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４５ 滑稽戏 杭州市

４６ 花鼓戏 桐乡市

４７ 西吴高腔 金华市

４８ 徽戏 金华市、龙游县

４９ 缙云杂剧 缙云县

５０ 平调 三门县

５１ 姚剧（姚北滩簧） 慈溪市

５２ 提线木偶戏 丽水市、苍南县、衢州市衢江区

曲　 艺（６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５３ 嘉善宣卷 嘉善县

５４ 浦江什锦 浦江县

５５ 鼓词（丽水鼓词、温州鼓词） 丽水市莲都区、温州市鹿城区、乐清市

５６ 绍兴莲花落 杭州市萧山区、上虞市

５７ 金华道情 东阳市

５８ 唱新闻 宁波市鄞州区、慈溪市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１７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５９ 天罡拳 建德市

６０ 鹰爪功 杭州市下城区

６１ 十八般武艺 临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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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船拳（西溪船拳、南湖船拳） 杭州市西湖区、嘉兴市南湖区

６３ 龙舟竞渡 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

６４ 精武拳（械）技 余姚市

６５ 舞方天戟 桐乡市

６６ 赵家拳棒 诸暨市

６７ 大成拳 金华市金东区

６８ 武当太乙拳（宋氏门） 常山县

６９ 灵溪奚家拳 天台县

７０ 打油奏 天台县

７１ 小坑七心拳 三门县

７２ 菇民防身术 龙泉市、庆元县、景宁县

７３ 翻九楼 泰顺县

７４ 南拳（温州南拳） 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

７５ 线狮（草塔抖狮子） 诸暨市

传统美术（１２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７６ 失蜡浇铸技艺 宁波市鄞州区

７７ “老虎鞋”制作技艺 慈溪市

７８ 鄞州竹编 宁波市鄞州区

７９ 温州发绣 温州市鹿城区

８０ 瓯海百鸟灯工艺 温州市瓯海区

８１ 民间绘画（秀洲农民画、普陀渔民画） 嘉兴市秀洲区、舟山市普陀区

８２ 草编工艺（余姚草编、温岭草编、岭根草编、

桐屿草席编织技艺）
余姚市、温岭市、临海市、台州市黄岩区

８３ 米塑（苍南米塑） 苍南县

８４ 根雕（永康根雕） 永康市

８５ 剪纸（杭州剪纸、象山剪纸、温岭剪纸、玉环

剪纸）
杭州市、象山县、温岭市、玉环县

８６ 船模艺术 象山县、舟山市定海区

８７ 石雕（钟山石雕、大隐石雕） 桐庐县、余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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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艺（６０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８８ 奎元馆宁式大面传统制作技艺 杭州市上城区

８９ 木版水印技艺 杭州市下城区

９０ 龙坞彩灯制作技艺 杭州市西湖区

９１ 青溪龙砚制作技艺 淳安县

９２ 富阳纸伞制作技艺 富阳市

９３ 合村绣花鞋制作技艺 桐庐县

９４ 中泰竹笛制作技艺 杭州市余杭区

９５ 严州府菜点制作技艺 建德市

９６ 严漆生产技艺 建德市

９７ 清刀木雕 宁海县

９８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桐庐传统建筑群营造技

艺、慈溪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衢州祠堂营造技

艺、三门源古民居营造技艺、南田民居营造技

艺）

桐庐县、慈溪市、衢州市、龙游县、文成县

９９ 红铜炉制作技艺 慈溪市

１００ 宁波汤团制作技艺 宁波市海曙区

１０１ 戏台螺旋娥罗顶营造技艺 宁波市鄞州区

１０２ 瓯菜烹饪技艺 温州市鹿城区

１０３
湖州小吃制作技艺（“诸老大”粽子制作技

艺、周生记大馄饨制作技艺、南浔传统糕点制

作技艺）

湖州市吴兴区、吴兴区、南浔区

１０４ 平湖糟蛋制作工艺 平湖市

１０５ 海宁三把刀制作技艺 海宁市

１０６ 新塍传统糕点加工技艺 嘉兴市秀洲区

１０７ 杭白菊传统加工技艺 桐乡市

１０８ 姑嫂饼制作技艺 桐乡市

１０９ 绍兴银饰品制作技艺 绍兴市

１１０ 绍兴石宕采凿技艺 绍兴市

１１１ 绍兴菜烹饪技艺 绍兴市

１１２ 小京生炒制技艺 新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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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枫桥香榧采制技艺 诸暨市

１１４ 东阳酒酿造技艺 东阳市

１１５ 义乌枣加工技艺 义乌市

１１６ 红曲传统制作技艺（义乌红曲、乌衣红曲） 义乌市、泰顺县

１１７ 永康打金打银工艺 永康市

１１８ 永康打铁技艺 永康市

１１９ 高照马制作技艺 磐安县

１２０ 古琴制作工艺 衢州市柯城区

１２１ 江山三卿口传统制瓷工艺 江山市

１２２ 传统家具制作技艺 开化县

１２３ 齐詹记冻米糖制作技艺 开化县

１２４ 舟山螺钿镶嵌制作工艺 舟山市定海区

１２５ 戏剧服装制作技艺 台州市路桥区

１２６ 台州府城传统小吃制作技艺 临海市

１２７ 延绳钓捕捞技艺 玉环县

１２８ 通济堰营造技艺 丽水市莲都区

１２９ 遂昌白曲酒酿造技艺 遂昌县

１３０ 大說罐制作技艺 景宁县

１３１ 传统砖瓦制作技艺 新昌县

１３２ 桥墩月饼制作技艺 苍南县

１３３ 车木玩具制作技艺 泰顺县

１３４ 萧山花边制作技艺 绍兴县

１３５ 青田石雕 乐清市、泰顺县、温州市鹿城区

１３６ 南宋官窑烧制技艺 杭州市上城区

１３７ 泥金彩漆 宁波市江北区

１３８ 木活字印刷术 苍南县

１３９ 编梁木拱桥营造技艺 景宁县

１４０ 雕版印刷术（瑞安纸马雕版印刷术） 瑞安市

１４１ 萧山过江布 杭州市上城区

１４２ 土布纺织技艺 杭州市下城区、缙云县

１４３ 畲乡红曲酒酿制技艺 桐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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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木杆秤制作技艺（戥秤制作技艺） 温岭市

１４５ 香菇砍花法技艺 景宁县

１４６ 绿茶制作技艺（平水珠茶制作技艺、天台云

雾茶制作技艺、惠明茶手工制作技艺）
绍兴县、天台县、景宁县

１４７ 传统造纸技艺（南屏纸制作技艺） 瑞安市

传统医药（７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１４８
传统中医药文化（桐君中药文化、彭祖养生

文化、天目山中药文化、武义寿仙谷中药文

化、沈宝山中药文化）

桐庐县、临安市、临安市、武义县、台州市黄岩

区

１４９ 茶亭伤科 杭州市萧山区

１５０ 董氏儿科 宁波市海曙区

１５１ 施氏针灸 嘉兴市

１５２ 绍兴“三六九”伤科 绍兴县

１５３ 磐五味生产加工技艺 磐安县

１５４ 田氏传统接骨术 缙云县

民　 俗（４８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

１５５ 三月三（新叶三月三、泽国三月三、畲族三月

三）
建德市、温岭市、泰顺县

１５６ 龙门九月初一庙会 富阳市

１５７ “活金死刘”习俗 富阳市

１５８ 十六回切家宴 桐庐县

１５９ 传统婚礼（水乡婚礼、奉化婚礼） 杭州市余杭区、奉化市

１６０ 过半年 临安市

１６１ 太阳东平王庙会 临安市

１６２ 灵峰寺葛仙翁信俗 宁波市北仑区

１６３ 象山七月半 象山县

１６４ 鄞江它山贤德庙会 宁波市鄞州区

１６５ 西岙行大龙 宁海县

１６６ 迎头鬃 洞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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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刘伯温春秋二祭 苍南县

１６８ 金乡清明祭 苍南县

１６９ 太平龙迎新春 苍南县

１７０ 苍南宗谱编修习俗 苍南县

１７１ 舞阳侯会 德清县

１７２ 做社 平湖市

１７３ 潮神祭祀 海宁市

１７４ 嘉善淡水捕捞习俗 嘉善县

１７５ 护国随粮王信俗会 嘉善县

１７６ 七月七香桥会 嘉兴市秀洲区

１７７ 乌镇香市 桐乡市

１７８ 曹娥庙会 上虞市

１７９ 绍兴艺兰 绍兴市

１８０ 浦桥潮神节 嵊州市

１８１ 永康迎花烛 永康市

１８２ 婺州南宗祭孔典礼 磐安县

１８３ 高姥山七夕节 磐安县

１８４ 女儿节 衢州市柯城区

１８５ 清明祭祖灯会 龙游县

１８６ 大溪边祈水节 开化县

１８７ 保苗节 开化县

１８８ 祭海 舟山市普陀区

１８９ 温岭洞房经 温岭市

１９０ 撒梁皇 仙居县

１９１ 三门讨小海习俗 三门县

１９２ 云和讨火种习俗 云和县

１９３ 端午走桥习俗 庆元县

１９４ 太平庙会 丽水市莲都区

１９５ 迎关公案 缙云县

１９６ 迎花树 金华市金东区

１９７ 十里红妆 诸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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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抬阁（李村抬阁、遂昌抬阁） 建德市、遂昌县

１９９ 陈十四信俗 泰顺县

２００ 菇民习俗 庆元县

２０１ 畲族服饰（畲族刺绣） 苍南县

２０２ 妈祖信俗 苍南县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山区
经济发展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２〕５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山区经济发展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浙江省山区经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

　 　 本规划所指的山区是以山地为基础，包括一
部分与其经济社会活动有内在联系的相邻非山地

区域。规划范围为富阳市、临安市、建德市、桐庐

县、淳安县、余姚市、奉化市、象山县、宁海县、乐清

市、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湖州

市吴兴区、湖州市南浔区、德清县、长兴县、安吉

县、诸暨市、嵊州市、绍兴县、新昌县、金华市婺城

区、金华市金东区、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

市、浦江县、武义县、磐安县、衢州市柯城区、衢州

市衢江区、龙游县、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台州

市黄岩区、临海市、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丽水

市莲都区、龙泉市、青田县、云和县、庆元县、缙云

县、遂昌县、松阳县、景宁县等 ５３ 个县（市、区），
陆域面积 ８ ５８ 万平方公里，２０１０ 年末常住人口
约 ２８１４ 万人，２０１０ 年生产总值 １１４０８ 亿元，分别
占全省的 ８４ ３％、５１ ７％和 ４１ １％。

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山区发展，１９９７
年制定了《浙江省山区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年）》，此后又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
施，有力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与沿海

地区相比，山区特别是 ２６ 个欠发达县（市、区）发
展基础依然薄弱，离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还有较大

差距。山区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我省全面小康社

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战略的顺利实施。

为进一步加快山区经济发展，促进陆海联动、

区域协调，确保山区与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根据《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纲要》、《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欠发达地

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浙委〔２０１１〕２９ 号）等
规划、文件精神，特编制本规划。本规划目标年为

２０１７ 年，展望到 ２０２０ 年。
一、现实基础和重大意义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以及外部条件的改善，

我省山区的区位、生态和机制优势日益显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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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山区经济发展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

域协调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惠及全

省人民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

现代化浙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现实基础。

———我省山区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我省山区地处上海浦

东新区辐射前沿，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

峡西岸经济区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立体

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山区开展陆海联动、省际开放

与合作的区位优势逐步显现，有利于接受沿海发

达地区辐射，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加快崛起。

———我省山区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具有显著的生态优势。我省森林及众多的名贵动

植物资源主要集中在山区，生态资源丰富；以衢

州、丽水为代表的浙西南内陆山区承担着涵养水

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山区是除运河以外的七大水系源头，水资源充足，

湖州、金华、衢州、丽水四市水资源总量约占全省

的 ４７ ３％；山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已成为长三
角居民休闲养生度假、生态旅游的黄金区域。

———我省山区是国内发展活力较好的区域，

具有较强的机制优势。相比全国其他山区，我省

山区发展水平相对较好，部分山区县（市、区）进

入全国强县行列，２６ 个欠发达县（市、区）人均
ＧＤＰ、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也居国内前列，初步形成了工业强县、小县

大城、商贸带动、异地开发等多种发展模式，培育

了高山蔬菜、茶叶、中药材、花卉苗木等一批特色

农产品基地与农业龙头企业，建成了汽车、五金、

装备、农副产品加工等一批产业集群，“义乌市国

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山区

生态补偿机制、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不断完善，农村

土地、金融、保险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活力进一步

增强。

同时也应看到，山区经济发展依然存在诸多

问题与制约因素。一是发展潜力没有充分发挥。

山区科技、教育、人才投入不足，生态资源利用水

平较低，农林、旅游及特色制造业等产业发展滞

后，２０１０ 年人均 ＧＤＰ、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７８ ３％、
６４ ４％、７９ ３％。二是加快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山区欠发达县（市、区）有

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内在要求，但多数县（市、

区）山地丘陵面积高达 ７０％以上，山洪、滑坡、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生态较为脆弱。三是新型

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面

临人口和产业布局分散的制约。山区人口与适宜

开发用地比较分散，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投

入成本较高，制约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

的同步发展。

（二）重大意义。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有利于

引导山区人口、产业向适宜区域集聚，优化生产力

布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促进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山区居

民收入水平，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生活环境，

提高生活品质，缩小山区与全省之间的差距，加快

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有利于完善山区

生态补偿机制，构筑生态屏障，因地制宜发展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实现生态和经济协

调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优化山区交

通与物流条件，推进陆海联动、陆海共建，为沿海

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广阔腹地，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建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二、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未来一段时期是我省山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的攻坚时期，是山区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山

区陆海联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必须统一思想，科

学定位，明确目标，夯实基础，促进山区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

省”总战略，以生态文明为主题，以经济生态化和

生态经济化为主线，以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为前

提，坚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

“三化同步”，按照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

的要求，着力推动集聚平台建设，不断优化发展格

局；着力培育绿色生态产业，不断优化发展结构；

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着力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发展活力；着力强化

生态屏障建设，不断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确保山区

与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建设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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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定位。

———转型发展实验区。以衢州山区科学发展

试验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山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集聚集约发展、陆海

联动发展、经济生态发展，走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

路子。

———体制创新试验区。以丽水山区科学发展

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重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实现改革新突破，增强山区发展活力，为山区经济

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供新经验。

———省际开放合作区。以湖州省际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为重点，充分发挥边际区位优势，解放

思想，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主动接受辐射，加快承

接产业转移，构建省际区域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

局。

———生态文明示范区。以生态屏障建设与环

境保护为重点，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优化生态

环境，加快建设生态文化，努力形成能源资源节约

和生态环境友好的发展方式，探索生态文明建设

新模式。

（三）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色、生态

作为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更加注重发挥山

区的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绿色

制造业和生态旅游业，着力推进生态经济化和经

济生态化。

———坚持集聚集约，转型发展。把集聚集约

作为山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更加注重要素集

聚和资源集约，大力推进山区人口集中、产业集

聚、资源集约、功能集成，加快山区经济增长方式

由资源消耗型向绿色生态型转变。

———坚持民生为本，和谐发展。把民生改善

作为山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更加注重提高山

区人民生活质量，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

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走和谐发展道路。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把体制创新

作为山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更加注重理念创

新和体制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区域统筹发展、人

口和生产力优化布局、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生态

补偿等机制，激发内在发展活力，实现跨越式发

展。

———坚持扩大合作，联动发展。把加强区域

合作作为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更加注重与

长三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西经济区等

联动发展，进一步加强与沿海发达地区和苏、皖、

赣、闽等省际区域协作，提升开放合作水平。

（四）主要目标。到 ２０１７ 年，主要发展目标：
———转型发展走出新路子。高效生态农业、

绿色制造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加快发展，以

生态旅游业和新兴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业增加值

占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 ４０％以上；人均生产总值
达到 ６９５００ 元，年均增长 ８％；与全省平均水平差
距明显缩小。

———统筹发展取得新进展。生态城市、绿色

城镇、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城市化率达到

５９％，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城
乡居民收入比低于 ２ ３０。

———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城乡居民收入增

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４７８００ 元和 ２０９００
元，其中 ２６ 个欠发达山区县（市、区）与全省平均
水平之比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提高 ２ ７、４ ６ 个百分点；
山区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 ４％以内；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
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生态文明建设不

断加强，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生态屏障功能进一步

增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二氧化碳和主要

污染物减排实现阶段性目标；城镇生活垃圾基本

实现无害化处理，林木蓄积量达到 ２２４００ 万立方
米，生态经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形成规模。

———体制机制实现新突破。山区生态补偿、

土地利用、财政金融等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以转

型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为主导的绩效考核

体系全面推广；三大省级试验区和“四个一批”示

范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

深化，山海协作产业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山区人均生产总值力争突破
９ 万元；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型城市化和美丽
乡村建设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 ６１０００ 元和
２７０００ 元；全面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生机蓬勃的新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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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　
５３
个
山
区
县
（
市
、
区
）
经
济
发
展
目
标

类
别

指
　
标

２０
１０
年

２０
１７
年

年
均
增
长
（
％
）

转
型
发
展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
元
）

４０
５４
０

６９
５０
０

８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占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
％
）

３８
４０

〔
２〕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增
长
率
（
％
）

—
—

２０

Ｒ＆
Ｄ
经
费
占
ＧＤ
Ｐ
比
重
（
％
）

１
２

１
８

〔
０
６〕

统
筹
发
展

城
市
化
率
（
％
）

５３
５

５９
〔
５
５〕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比

２
４４

＜
２
３０

〔
－
０
１４
〕

民
生
改
善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
元
）

２６
１８
５

４７
８０
０

９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
元
）

１０
７５
０

２０
９０
０

１０

新
增
劳
动
力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
年
）

１２
１３

—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
％
）

３
２

＜
４

—

人
均
财
政
支
出
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之
比

０
６９
９
∶
１

０
８２
∶
１

〔
０
１２
１〕

高
中
段
毛
入
学
率
（
％
）

９２
５

９６
５

〔
４〕

生
态
建
设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
）

８１
６

≥
９８

〔
１６
４
〕

林
木
蓄
积
量
（
万
立
方
米
）

２１
８０
２

２２
４０
０

—

　
注
：
〔
　
〕
中
数
字
为
绝
对
值
，
下
同
。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3、994 期) 15

省政府文件

书书书

表
１—
２　
２６
个
欠
发
达
山
区
县
经
济
发
展
目
标

类
别

指
　
标

２０
１０
年

２０
１７
年

年
均
增
长
（
％
）

转
型
发
展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
元
）

２８
０４
９

４８
１０
０

８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占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
％
）

４０
３

４１
３

〔
１
０〕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增
长
率
（
％
）

—
—

２５

Ｒ＆
Ｄ
经
费
占
ＧＤ
Ｐ
比
重
（
％
）

０
８

１
２

〔
０
４〕

统
筹
发
展

城
市
化
率
（
％
）

４８
３

５４
６

〔
６
３〕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比

２
７１

＜
２
５４

〔
－
０
１７
〕

民
生
改
善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
元
）

２１
５２
３

３９
３０
０

９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
元
）

７９
４９

１５
５０
０

１０

新
增
劳
动
力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
年
）

１２
１３

—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
％
）

３
２

＜
４

—

人
均
财
政
支
出
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之
比

０
６０
３
∶
１

０
７８
∶
１

〔
０
１７
７〕

高
中
段
毛
入
学
率
（
％
）

９２
５

９６
５

〔
４〕

生
态
建
设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
）

７４
４

≥
９８

〔
２３
６
〕

林
木
蓄
积
量
（
万
立
方
米
）

１３
０８
１

１６
８６
１

—

　
注
：２
６
个
欠
发
达
县
（
市
、
区
）
：
淳
安
县
、
永
嘉
县
、
平
阳
县
、
苍
南
县
、
文
成
县
、
泰
顺
县
、
武
义
县
、
磐
安
县
、
天
台
县
、
仙
居
县
、
三
门
县
、
衢
州
市
柯
城
区
、
衢
州

市
衢
江
区
、
常
山
县
、
开
化
县
、
龙
游
县
、
江
山
市
、
丽
水
市
莲
都
区
、
龙
泉
市
、
缙
云
县
、
遂
昌
县
、
松
阳
县
、
景
宁
县
、
青
田
县
、
云
和
县
、
庆
元
县
。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3、994 期)16

省政府文件

书书书

表
１—
３　
１２
个
特
别
欠
发
达
山
区
县
经
济
发
展
目
标

类
别

指
　
标

２０
１０
年

２０
１７
年

年
均
增
长
（
％
）

转
型
发
展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
元
）

２５
５０
３

４３
７０
０

８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占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
％
）

３９
６

４０
６

〔
１
０〕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增
长
率
（
％
）

—
—

２５

Ｒ＆
Ｄ
经
费
占
ＧＤ
Ｐ
比
重
（
％
）

０
６

１
０

〔
０
４〕

统
筹
发
展

城
市
化
率
（
％
）

３９
９

４９
〔
９
１〕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比

２
８５

＜
２
６７

〔
－
０
１８
〕

民
生
改
善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
元
）

１９
４６
３

３５
６０
０

９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
元
）

６８
２３

１３
３０
０

１０

新
增
劳
动
力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
年
）

１１
１３

—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
％
）

３
０

＜
４

—

人
均
财
政
支
出
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之
比

０
７５
∶
１

０
９０
∶
１

〔
０
１５
〕

高
中
段
毛
入
学
率
（
％
）

９２
５

９６
５

〔
４〕

生
态
建
设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
％
）

７０
８

≥
９８

〔
２７
２
〕

林
木
蓄
积
量
（
万
立
方
米
）

７８
５０

１０
１１
８

—

　
注
：１
２
个
特
别
欠
发
达
山
区
县
（
市
、
区
）
：
泰
顺
县
、
文
成
县
、
磐
安
县
、
衢
州
市
衢
江
区
、
常
山
县
、
开
化
县
、
松
阳
县
、
景
宁
县
、
庆
元
县
、
龙
泉
市
、
遂
昌
县
、
云

和
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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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空间布局和产业导向
按照集聚集约、转型发展原则，统筹山区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形成浙东沿海陆海联动发

展、浙中北丘陵盆地集聚集约发展和浙西南内陆

绿色生态发展等三大各具特色的发展区，着力构

建有利于发挥资源特色、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的

生态产业体系。

（一）浙东沿海山区。

区域范围：包括余姚、奉化、象山、宁海、乐清、

永嘉、平阳、苍南、嵊州、绍兴、新昌、黄岩、临海、三

门、天台、仙居等 １６ 个县（市、区）。
功能定位：紧抓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

设的机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组合优势和临海的

区位优势，着力促进陆海资源共享、产业共构、设

施共建、生态共保，打造成为陆海产业融合、集疏

运网络发达、山海资源优势得到高效发挥的陆海

联动发展区。

产业导向：重点发展临港产业、先进制造业、

特色农产品种养与精深加工业、山海休闲旅游业

等特色产业。

———临港产业。发挥沿海区位、港口和滩涂

优势，加快推进宁波港象山港区、温州港乐清港区

和台州港临海港区、健跳港区建设，重点发展船舶

修造、大型装备制造、石化等临港工业及港口集疏

运输、仓储、商贸、金融等港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充分利用沿海土地、人才

等要素资源优势，改造提升纺织服装、金属制品、

汽摩配等传统优势产业，拓展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着力推进嵊州领带、永嘉泵阀等块状经济向产

业集群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特色农产品种养与精深加工业。重点发

展以茶叶、柑橘、杨梅、铁皮石斛、西兰花、乌药、花

卉苗木、木本油料、杨桐等特色农产品为重点的种

植业，以及青蟹、梭子蟹、大黄鱼等海水养殖业；积

极延伸产业链，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

———山海休闲旅游业。进一步整合山海旅游

资源，把现代渔业、山区休闲、海岛观光有机结合

起来，着力提升雁荡山绿色旅游、南麂列岛海洋旅

游、奉化溪口—滕头乡村休闲旅游、四明山红色旅

游、神仙居生态旅游、天台和新昌佛道文化旅游等

一批重点旅游景区，大力发展邮轮游艇、乡村休

闲、康体养生、佛教文化等旅游产品，形成山海旅

游资源联动发展格局。

　 　 专栏一：浙东沿海山区特色优势产业
———特色优势种养业。象山南部海岛梭子蟹海水池塘生态养殖、南麂岛无公害大黄鱼养殖、苍

南贝藻类养殖、三门青蟹养殖、临海涌泉柑橘、余姚和仙居杨梅、天台乌药和铁皮石斛、平阳蛋鸽等。

———特色优势制造业。余姚节能照明及新光源、奉化服装、乐清工业电气、永嘉泵阀、绍兴纺织、

嵊州领带、新昌医药化工与轴承、临海休闲用品等。

———特色优势服务业。象山、临海等港口物流业，乐清总部经济，绍兴纺织商贸服务业等。

　 　 （二）浙中北丘陵盆地山区。
区域范围：包括富阳、临安、建德、桐庐、吴兴、

南浔、德清、长兴、安吉、诸暨、金东、婺城、兰溪、东

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磐安、衢江、龙游、莲

都、缙云、松阳等 ２４ 个县（市、区）。
功能定位：以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和省际边界开放合作为契机，充分发挥低丘缓坡

资源优势和临近上海、南京、杭州大都市的区位优

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省际边界开放合作，

积极培大育强浙中城市群，加快融入长三角经济

一体化步伐，打造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

化深度融合的集聚集约发展区。

产业导向：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国际商贸物流业、绿色农业和山水文化旅游

业等特色产业。

———先进制造业。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发展汽车整车及关键零部件、新型纺织和服

装、五金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着力推进金华永康武

义汽摩配、诸暨大唐袜业、永康武义缙云五金等块

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积极打造国内重要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现有产业优势，

重点发展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际商贸物流业。围绕义乌市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试点，大力发展市场、物流、会展、金融、

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着力构建国际商贸物流

体系，加快推进义乌商贸服务业集聚区以及湖州

南太湖科研设计服务集聚区、永康五金产业总部

中心等一批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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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业。提升发展茶叶、笋竹、食用

菌、中药材、木本油料、蚕桑、畜牧、水果、花卉苗

木、水产等传统特色生态农产品种养业；大力发展

香榧、山核桃、高山蔬菜等种植业以及龟鳖等养殖

业；积极利用大型水库和山塘资源，发展洁水保水

渔业；着力推进特色农产品种养基地和精深加工

基地建设。

———山水文化旅游业。围绕天目山、莫干山、

太湖等一批山水资源和江南古镇、古村落、古遗址

等历史文化资源，以“名人、名山、名湖、名镇、名

村、民俗”为载体，大力发展山水生态旅游、乡村

休闲养生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等。

　 　 专栏二：浙中北丘陵盆地山区特色优势产业
———特色优势农业。临安山核桃、建德蚕桑、安吉白茶、诸暨香榧和珍珠、金华奶牛、磐安中药

材、龙游富硒产业等。

———特色优势制造业。建德精细化工、吴兴织里童装、南浔木地板、长兴蓄电池、安吉竹制品、德

清生物医药、诸暨大唐袜业、永康五金、金华汽车和零部件、义乌饰品、东阳磁性电子材料、浦江水晶、

兰溪棉纺织、缙云机床等。

———特色优势服务业：湖州南太湖科研设计服务业、南浔建材商贸业、横店影视产业、义乌国际

贸易物流和会展业、永康五金总部经济、松阳茶叶交易等。

　 　 （三）浙西南内陆山区。
区域范围：包括淳安、文成、泰顺、柯城、江山、

常山、开化、龙泉、青田、云和、庆元、遂昌、景宁等

１３ 个县（市、区）。
功能定位：立足生态环境与资源优势，发挥长

三角和海西区两大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严格产

业准入门槛，优化人口布局，强化生态屏障建设，

打造成为生态旅游业、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三

生并举”的绿色生态发展区。

产业导向：重点发展生态养生旅游业、生态绿

色农业、生态特色工业、省际商贸物流业等区域特

色产业。

———生态养生旅游业。充分依托区域山水风

光和特有的小气候、红色旅游、农业生态和乡村风

情等特色资源，大力推进省际旅游集散中心建设，

以优美的山水资源和乡村田园风光为特色，加快发

展江郎山国家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千岛湖风景名

胜区、瓯江风情旅游度假区、千峡湖旅游综合体、景

宁畲族风情旅游度假区以及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红

色旅游等一批山区旅游精品，精心打造以生态休闲

养生为特色的高品质山区生态旅游产业。

———生态绿色农业。加快培育高山、丘陵无公

害农业、盆地高效生态农业，重点发展珍稀菌类、精

品果业、高山蔬菜、笋竹、中药材、茶叶、油茶、花卉

苗木、珍贵林木等优势特色产品；大力推广洁水保

水养鱼、稻田养鱼等生态养殖，积极发展冷水鱼、清

水鱼、有机鱼等特色水产品；围绕特色农林渔产品，

积极发展农副食品、竹木精深加工业，大力推进一

批特色农林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建设。

———生态特色工业。大力发展以空气动力装

备、高压输配电设备、工程机械等为重点的先进装

备制造业，以传感器件、新型显示器件、半导体照

明器件等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业，以有机硅材料、氟

硅复合材料、特种纤维等为重点的新材料产业等，

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低碳产业体

系，加快推进衢州氟硅、龙泉汽车空调零部件等块

状经济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省际商贸物流业。依托省际边界的区位优

势，围绕粮食、特色农林产品、大宗生产物资等的集

疏运，全面推进物流资源有效整合优化配置，加快推

进一批省际综合物流中心、专业物流中心建设，打造

辐射浙、闽、赣、皖四省的现代物流发展主平台。

　 　 专栏三：浙西南内陆山区特色优势产业
———特色优势生态农业。淳安和云和有机鱼、衢州柑橘、衢州不老神土鸡、常山胡柚、江山蜂业、

开化龙顶茶叶、庆元食用菌、遂昌高山蔬菜、景宁中药材、青田稻田养鱼等。

———特色优势制造业。衢州氟硅、江山木业、遂昌金属制品、龙泉汽车空调零部件、云和木制玩

具、庆元竹木制品等。

———特色优势服务业。衢州省际边界物流、龙泉青瓷文化创意、景宁畲族风情旅游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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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点工程
（一）人口内聚外迁工程。坚持走新型城市

化和集聚集约发展道路，提升各类人口集聚平台，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协

调发展格局，优化人口布局。

———优化提升人口集聚平台。把金华—义乌

都市区和湖州、衢州、丽水中心城区作为山区人口

集聚的大平台，加快人口、要素和产业集聚，增强

综合承载能力。把县城建设作为推进山区人口集

聚的主平台，支持条件适宜的山区县实施“小县

大城”战略，全面推进扩权强县改革，增强综合服

务能力。把中心镇和小城市作为推进山区人口集

聚的新平台，全面加强中心镇建设，着力培育一批

小城市。把中心村作为山区人口集聚的有机组成

部分。加快形成集聚能力强、带动效应好、体制机

制活、管理水平高的城市化发展平台，促进农村人

口有序集聚。

———加快推进农民异地搬迁。以高山深山地

区、大中型水库库区、地质灾害隐患地区人口转移

为重点，积极创新搬迁安置模式，加大财政扶持力

度，优化创业就业环境，强化配套住房建设，努力

使异地搬迁农民搬得出、稳得住、富得起。

（二）基础设施改善工程。加快交通、能源、

水利、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网络化、智能化建

设，加强陆海联动，强化省际互联，为山区经济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构建综合交通网。建成杭长、杭宁客专

等高速铁路，完成金温铁路扩能改造，规划建设杭

黄、九景衢、商合杭、湖苏沪、衢宁、龙浦等省际互

联铁路，建设金台、衢丽、金华—建德等城际铁路，

开展杭台温、杭温等铁路前期研究，争取头门港铁

路专用线开工建设。优化公路网络，建成“省际

通道路”（杭新景高速建德至开化段、龙庆、龙

浦）、“省内联网路”（杭长、云景、东永）、“国高扩

容路”（甬台温高速复线、杭金衢高速拓宽、杭宁

高速拓宽）等高速公路，争取龙丽温（含泰顺支

线）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开展杭长北延、千黄、临

金等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钱塘江、瓯江

等航道整治改造，提升富春江、衢江、兰江等航道

通航能力。加快义乌国际机场扩建和衢州机场迁

建，积极推进丽水机场新建前期工作。

———构筑能源保障网。强化能源供给保障，

推进温州电厂和长兴电厂“上大压小”、苍南电厂

建设，加快安吉、柯城、江山、龙游、常山等天然气

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项目建设，实施金华燃机

油改气项目，积极推进安吉、建德、天台、缙云、宁

海、桐庐、泰顺、衢江、磐安等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

设，稳妥推进三门核电一、二期工程。优化能源输

送网络，加快建设以 ５００ 千伏网架为骨干、２２０ 千
伏和 １１０ 千伏相配套的电力供应网络，加快推进
甬台温、金丽温等省级输气干线和甬台温、甬绍金

衢等成品油管线建设。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推

进景宁大均和泰顺交溪流域水电开发建设，加快

山区小水电扩能改造，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积极发展山区风电项目，推进国家金太阳工程和

光电建筑一体等项目，实施开化、龙泉等生物质能

发电和余能利用项目。

———完善水利设施网。提高水资源保障能

力，适时开展千岛湖等战略性水源保护及利用试

点，推进钦寸水库、好溪水利枢纽、青田水利枢纽、

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瓯江和鳌江独流入海

治理工程等建设。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

切实改善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条件。推进农田水利

设施建设，以保障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为重点，开展农田水利标准化建设和小型农

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建设

生态清洁小流域。推进病险水库和海塘、山塘配

套加固建设，水库年病险率控制在 ３％以内，主要
城镇防洪标准达到 ５０ 年一遇以上，低洼易涝地区
排涝标准提高到 １０ 年一遇以上。

———建设高速信息网。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网

络，推进“三网”融合发展，实施宽带接入网和互

联网骨干网扩容工程，加快新一代移动通信网、互

联网建设，支持金华、义乌、丽水等加快建设“数

字城市”，到 ２０１７ 年，城市基本实现无线宽带全覆
盖和主要公共场所无线局域网全覆盖，商务楼宇

光缆通达率达 １００％，城市住宅光纤全覆盖，城市
家庭实现平均 ３０Ｍ 以上宽带接入能力。加强农
村信息服务，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乡村旅游等农

村信息服务应用产品，大力推进信息通信服务在

农村教育、科技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气象等

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三）产业集聚转型工程。围绕大平台、大产

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加快推进一批产业集聚

重点平台建设，加快实施一批产业转型重点项目，

加快建设一批高效生态农业重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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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一批产业集聚平台。把湖州南太

湖、金华新兴产业、义乌商贸服务业、衢州绿色产

业和丽水生态产业等省级产业集聚区作为山区产

业集聚发展的主平台，把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作为山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平台，把山海

协作产业园作为扶持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

新载体，把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作为山区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高地，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成为山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区域特色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集聚平

台。

———实施一批产业转型项目。围绕构建生态

产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实施三一

重工工程机械制造基地、德清天马轴承制造、众泰

整车及变速器等一批重大产业转型提升项目；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浙江医药昌海

生物产业园区、衢州新能源产业基地等一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实施

乐清总部经济园、湖州现代服务产业园、浙中软件

信息产业园、丽水绿谷信息产业园、青田华侨总部

经济园等一批服务业发展项目；全面建立循环经

济产业体系，加快实施南浔德清废旧家具回收利

用和木材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浙中再生塑料加

工园区、龙泉食用菌无木化生产、遂昌竹资源综合

利用等循环经济试点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一批高效生态农业基地。围绕农业

主导产业发展，加大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

进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高农业

科技和管理水平，扶持发展一批特色种养基地和

新品种扩繁基地。到 ２０１７ 年，创建 ７０ 个 ２ 万亩
以上的现代农业综合区、１４０ 个主导产业示范区、
３５０ 个特色农业精品园。

（四）公共服务提升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加

快制度创新，统筹资源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发

展，着力提升山区公共服务水平。

———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优化城乡教育布

局，实现达标中心幼儿园乡镇全覆盖，实现以县域

为单位的义务教育高水平均衡。大力发展山区职

业教育，不断提高山区高等教育水平。建立教师

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对山区教师实行工资、职称

政策倾斜，积极引入并留住优秀教师。继续实施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制度、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

制度，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爱心营养餐补助标准。

建立健全帮扶机制，实施新一轮教育对口支援工

作，完善教师下派帮带制度，鼓励名校帮扶弱校，

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医疗设施

与机构建设，完善 “２０ 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每个县至少建成一家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实现建

制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服务全覆盖。加快山区

卫生资源县、乡、村一体化配置，统筹医疗机

构、床位、人员、设备等医疗资源，实现诊疗、

健康档案等信息共享。积极培养并留住山区骨干

医生，医疗卫生机构岗位设置向全科医生和优秀

卫生人才倾斜，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力争达到全省

平均水平。

———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农民就业技

能，加大就业培训投入，每个县城、中心镇建有

就业培训机构，实施 “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

程”、“百万农村创业创新实用人才培训计划”，

加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技能培训和进城就

业技能提升培训，鼓励下山农民、种养大户、农

村经纪人、农村实用人才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培训

和学历教育。稳定提高山区就业率，每个县城、

中心镇建有就业服务公共平台，拓展工业园区、

现代农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的就业功能。大力

发展来料加工、农家乐、乡村旅游等产业，扩大

山区农民就业门路。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山区全面医保

制度，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新农合参保率

稳定在 ９５％以上，不断提高保障标准。构建养
老保障体系，扩大农民养老保险覆盖面，加大对

山区养老机构建设投入，推进一批养老项目建

设，加大农村敬老院改造、扩建力度，利用山区

环境优势鼓励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加快培育山区

养老事业。

　 　 专栏四：养老保障重点项目
富阳、建德、湖州、长兴、永康、磐安、江山等一批社会福利中心项目；象山老年公寓、嵊州养老城、

义乌怡乐新村、龙游社会养老中心、临海老年乐园、遂昌养老康复中心、景宁敬老院、云和湖养老养生

中心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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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态屏障建设工程。依据主体功能区
划和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加强生态环境分区保护、

分类管理，严格项目准入，加大生态修复与环境污

染治理力度，保护生态屏障。

———优化提升四大生态功能片。按照功能定

位，实行差别化的空间环境准入和分类管理政策，

浙中丘陵盆地生态片和浙东南沿海及近岸生态

片，实行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

指标，限制资源依赖性产业扩张。浙西北山地丘

陵生态片和浙西南山地生态片，坚持保护优先，严

控污染产业布点，科学开发利用资源要素。

———保护完善三大生态功能区。完善管理体

制，健全补偿机制，重点保护好以淳安、开化为主

的浙西山地丘陵重点生态功能区，以文成、泰顺、

遂昌、云和、庆元、景宁、龙泉为主的浙南山地丘陵

重点生态功能区，以磐安为主的浙中江河源头重

点生态功能区，加强水土保持，增强生态屏障功

能。

———建设修复一批生态功能点。加大保护力

度，严格产业准入，重点抓好钱塘江、瓯江、太

湖等主要流域源头地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的生态建设，加强河流与湖泊湿地、污染

流域、矿山等区域的生态功能修复，加强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旅游景区、地质公园建设管理

与保护，继续推进各区域生态公益林建设，保障

生态功能。

　 　 专栏五：生态功能点建设修复重点项目
“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与建设；湖州环太

湖印染企业搬迁及产业提升改造，钱江源头污染企业集中搬迁；山区生态湿地治理，鳌江生态修复，

瓯江和义乌江等水域生态治理，开化、仙居、遂昌等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六）生态旅游发展工程。依托山区生态、文
化等资源优势，着力构建浙东山海休闲、浙中北山

水文化、浙西南生态养生等三大特色旅游带，加快

形成以重点景区、旅游度假区为龙头，骨干景点为

支撑，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古村落等为特色的发

展格局。

———建设一批重点生态旅游景区。提升发展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旅游等重点

生态旅游，加快拓展古村落（遗址）、湿地景观、地

质公园、自然遗产、宗教文化、休闲养生等主题生

态旅游。重点实施百丈說·飞云湖生态旅游度假

区、安吉南部生态休闲经济度假区、中国（东阳）

古生物文化产业示范区、衢州湿地公园、丽水生态

休闲养生基地等一批重点项目，着力提升山区重

点生态旅游景区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带动力。

———提升一批旅游基础设施。围绕重点景区

基础设施、通景公路以及游客集散中心等基础设

施，加快实施雁荡山综合旅游建设大提升工程、江

郎山保护性基础设施、天台山风景旅游区基础设

施、神仙居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以及景区配套生

态旅游区气象负离子空气清洁度监测等一批旅游

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

（七）低丘缓坡开发工程。充分发挥山区低

丘缓坡资源优势，紧抓国家低丘缓坡开发利用试

点的机遇，按照“台地工业、坡地城镇”的总体思

路，积极探索低丘缓坡开发利用新路子，为山区经

济发展拓展新空间。

———加快推进低丘缓坡开发利用试点。按照

国家开展金衢丽地区低丘缓坡开发利用试点的要

求，加快编制试点项目区实施方案，加快研究低丘

缓坡开发利用配套政策，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

导，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家试点政策、低丘缓坡资

源又能得到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的具有浙江特色

的路子，力争每年开发 ３ 万亩左右。
———科学开发一批低丘缓坡重点区块。加快

实施《浙江省低丘缓坡重点区块开发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重点开发一批低丘缓坡建设
用地重点区块和耕地垦造重点区块。建设用地重

点区块要合理规划，科学开发。在城镇周边有条

件的低丘缓坡区块规划建设一批山海协作产业园

等新型产业集聚平台以及养生养老、休闲度假等

生态人居区块。耕地垦造重点区块要通过土地平

整、灌排水设施配套、田间道路、林网工程、测土配

方施肥等措施，进行综合开发、整治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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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六：低丘缓坡开发重点区块
建设用地重点区块（共 ４３ 个）。浙东沿海山区（８ 个）：宁海临港、余姚马渚牟山、奉化阳光海

湾、新昌城北、嵊州茶园、天台始平、仙居前王、临海邵家渡等区块；浙中北丘陵盆地山区（２１ 个）：建
德下涯梅城、富阳新登、临安横锦青、湖州太湖、吴兴阳山坞、德清武康、长兴城东、安吉城西北、婺城

金西、金东孝顺、武义白洋、磐安尖山、兰溪兰黄、东阳长松岗、永康东城、衢州东港、衢江沈家、丽水南

城、莲都碧湖、松阳王村择子山、缙云壶镇等区块；浙西南内陆山区（１４ 个）：淳安界首、文成樟山、泰
顺新城、衢州黄家、常山辉埠、开化茶场、龙游东华、江山莲华山、青田鹤城、遂昌云峰、云和杨柳河、庆

元屏都竹口、景宁澄照、龙泉兰巨等区块。

耕地垦造重点区块（共 ３９ 个）。浙东沿海山区（１１ 个）：余姚四明山、余姚三七市、余姚河姆渡、
奉化雷山田央、奉化朱家店岙口、新昌回山双彩、嵊州长乐姚姆山、天台华顶、仙居郑桥、仙居周坑瓦

窑头、临海永丰等区块；浙中北丘陵盆地山区（１３ 个）：吴兴大山顶、安吉高禹、婺城石门、兰溪游埠、
兰溪上朱畈、衢江湖西、龙游夏金、龙游模环、松阳西屏、松阳古市赤寿、松阳板桥、缙云大洋、缙云壶

镇等区块；浙西南内陆山区（１５ 个）：泰顺三魁、常山白石、开化路口、开化横龙、江山毛村大岗、江山
十称塘山、江山西山、江山长坑弄、青田鹤城、青田腊口、青田船寮、青田海口、遂昌金竹湖山、遂昌大

柘石练焦滩、云和朱村等区块。

注：列入该专栏的是面积超过 ２００ 公顷的低丘缓坡重点区块。

　 　 （八）人才科技支撑工程。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着力营造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发

展环境，不断强化山区发展的科技支撑，增强山区

发展的内生动力。

———培育引进一批专业人才。深入实施支持

欠发达地区人才开发“希望之光”计划、“１５１ 人才
工程”、农村“两创”人才培训计划，加大对山区农

业经营管理人才、生态旅游人才、产业实用技术人

才以及乡土适用人才培育与引进的扶持力度。建

立有利于各类人才到山区创业就业的激励机制，

通过实施住房补贴、创业支持等政策引进与留住

高层次稀缺人才和创新团队，吸引高校毕业生到

山区工作。

———扶持建设一批创新平台。规划建设一批

农副产品深加工、种子种苗繁育、资源综合开发与

利用、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疾病防

治等领域的研发机构和专业技术创新平台。通过

聘请专家、技术要素入股等形式，鼓励和吸引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与欠发达山区合作共建中试基地、

科技示范基地、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等创新平台。

（九）特色园区开发工程。充分发挥山区资

源特色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和特色制造

业，加快推进一批重点特色农业精品园和山海协

作产业园建设。

———大力推进特色农业精品园建设。充分发

挥山区自然资源优势，坚持“绿色高效、特色鲜明、

生态富民”的原则，重点推进龙游富硒产业园、庆元

食用菌精品园等 ２３个特色农业精品园建设。通过
土地流转、提升科技水平、发展精深加工等途径，将

之建设成为山区高效生态农业的主平台。

　 　 专栏七：特色农业精品园
淳安山核桃精品园、平阳鲍鱼精品园、苍南马蹄笋精品园、泰顺高山蔬菜精品园、武义有机茶精

品园、磐安中药材精品园、天台无患子精品园、仙居杨梅精品园、柯城蒰柑精品园、衢江鲟鱼精品园、

常山胡柚精品园、开化油茶精品园、龙游富硒产业园、江山蜜蜂精品园、三门青蟹精品园、莲都白莲精

品园、龙泉灵芝精品园、缙云笋竹精品园、遂昌菊米精品园、松阳香榧精品园、景宁草本药材精品园、

青田稻田养鱼精品园、庆元食用菌精品园。

　 　 ———加快建设山海协作产业园。坚持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按照

“发展有空间、用地有保障；产业有基础、合作有

对象；开发有项目、环境得保护”的总体思路，在

欠发达山区县（市、区）和国家低丘缓坡开发试点

的地区，选择邻近城市或开发区的集中连片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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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地区合作，第一批先行建设 １０ 个左右特色
鲜明的山海协作产业园。强化规划引领，严格产

业准入，加强环境保护，建设成为欠发达山区绿色

制造业发展的新平台。

　 　 专栏八：山海协作产业园
江山产业园。位于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江山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２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

输配电、新型电光源、低碳木业加工、消防器材等产业。

龙游产业园。位于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龙游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先
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

常山产业园。位于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常山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３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商
用特种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

龙泉产业园。位于丽水生态产业集聚区龙泉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五
金、汽配、竹木制品精深加工、青瓷宝剑文化等产业。

缙云产业园。位于丽水生态产业集聚区缙云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带
锯床和特色机械装备、工模具等新型材料、五金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松阳产业园。位于丽水生态产业集聚区松阳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金
属制品、汽配、轻工纺织等产业。

莲都产业园。位于丽水生态产业集聚区莲都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３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农
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等。

柯城产业园。位于衢州绿色产业集聚区柯城分区，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汽
车配件、汽车电器、五金机械等产业。

武义产业园。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技
术等产业。

衢江产业园。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４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高档特种纸及制品、机械装备制造等产
业。

遂昌产业园。规划近期重点开发 ３ ５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金属制品、电子信息、生态农产品加
工、节能环保等产业。

　 　 五、体制创新
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深化改革、机制创新作为

山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强大动力、关键之举，

建立三大省级试验区、“四个一批”县域示范区，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构建有利于山区协同发

展和科学跨域的体制机制。

（一）建设三大省级试验区。在衢州、丽水和

湖州设立三大省级发展试验区，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先行先试，创新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

探索山区科学发展新路子。

———建设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

长兴泗安和安吉天子湖为核心，坚持开放开发，推

进省际区域合作，海陆联动发展；坚持集聚集约，推

动产业集聚、功能集成和要素高效利用；坚持合作

共赢，推动制度管理创新，提升发展水平、增强发展

活力。引进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着力推进三次产业联动和生产、生活、生

态融合发展，打造产业层次高、竞争能力强、体制机

制活、发展环境好的省际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衢州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以省级

绿色产业集聚区为主平台，着力推进“小县大城”

和人口“内聚外迁”，加快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

严格产业准入和环境保护，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生

态农业，以及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商贸、物流、信息等现代服务业。

加大钱塘江源头和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力度，加强

对各类自然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生态湿地的保

护。努力构建生产发展、生态秀美、生活富庶的新

山区，为全省山区科学发展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建设丽水山区科学发展综合改革试验

区。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活力，解放

思想、先行先试、大胆探索，重点抓好农村扶贫开

发综合改革、低丘缓坡开发利用、农村金融改革和

生态经济创新发展等四大方面改革，实现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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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再创山区科学发展新优势，

激发山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山区加快发展、科学

跨域、生态富民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二）建设“四个一批”示范区。鼓励探索，大

胆创新，支持开展各具特色的县域山区发展试点，

着力推进“四个一批”示范区建设，实现山区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新突破。

———建设一批生态经济发展示范区。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倡导绿色和低碳的

发展模式，以高效生态农业、绿色制造业和文化生

态旅游业为重点，加快促进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

态化，实现山区科学跨越和绿色发展。

———建设一批小县大城集聚集约发展示范

区。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双向互动发展道

路，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和人口内聚外迁，大力

推进要素集聚集约和优化组合，实现城市文明有

效扩散和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建设一批陆海联动发展示范区。坚持以

海带陆、以陆促海，统筹谋划陆海资源联动开发、

产业联动发展、城镇联动建设和生态环境联动保

护，以海洋经济发展带动内陆发展，以内陆腹地支

撑海洋开发，实现陆海统筹发展。

———建设一批省际开放合作发展示范区。加

强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合作交流，谋划建设一批

省际边界产业集聚平台，高质量承接产业转移，探

索建立跨省要素联动配置机制和生态共建机制，

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围绕加快转变山

区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开发和保护的关系，着

力创新土地利用机制、生态保护机制、地方金融机

制，探索有利于山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创新土地利用机制。加快推进山区零星

分包土地的规模化流转，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高

土地利用率和投入产出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探索山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和置换

机制，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探索开展

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

让，鼓励农民集体土地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非

公益性项目的开发经营；加快低效建设用地二次

开发，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批后监管工作，建

立健全用地评价考核和奖励激励机制。

———创新生态保护机制。探索建立以生态环

境保护及质量为主导，生态公益林面积、水系水

质、大气质量为指标的生态考核和补偿体系；调整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补偿资金重点向源头生态环

境敏感县（市、区）倾斜，补偿标准随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动态调整；开展碳汇交易试点，建立以县

（市、区）域碳汇计量为依据的碳汇交易机制。

———创新地方金融机制。创新山区金融组

织，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山区中小城市和中心镇

布局网点机构，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

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加快金

融产品创新，探索所有权、股权、使用权、经营权、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抵押贷款；开展农户信用等

级评定，扩大农村信用贷款；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加快发展政策性担保、农户联保、企业联保等担保

体系。

六、保障举措

严格产业准入，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组织协

调，强化监督考核，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一）严格产业准入，强化生态保护。按照科

学发展、集聚集约、分类指导的原则，依据国家产

业发展政策，严格实施全省山区产业指导目录。

结合全省山区主体功能分区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

力，统筹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空间布局优

化，明确功能区产业发展定位，严把产业项目能

耗、环保准入关，提高产业发展准入门槛，强化生

态环境保护。

（二）加大投入力度，增强发展动力。进一步

整合山区发展的各类资金，设立山区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重点扶持产业平台建设、低丘缓坡重点区

块开发、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保、科技研发、人才

引进培养等，重点支持欠发达山区县。在生态保

护上，要创新补助办法，提高补助标准；在设施建

设上，要注重对中央项目的补助，提高配套比例；

在产业发展上，要注重实效，加大补助力度。积极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山区现代农业、绿色制造业、生

态休闲旅游业等特色产业。

（三）加强组织领导，完善考核管理。加强组

织领导，建立省山区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

责推进山区经济发展规划实施和政策协调落实，

强化山区产业准入把关，加强山区专项资金管理，

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以经济生态化为主要内

容的政绩考核体系。

附件：浙江省山区发展重大建设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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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浙
江
省
山
区
发
展
重
大
建
设
项
目
表

单
位
：
亿
元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建
设

性
质

建
设
地
点

建
设
规
模
和
内
容

总
投
资
“
十
二
五
”

计
划
投
资

１１
５３
３
５
９１
４７
７

一
、
人
口
内
聚
外
迁
工
程

３５
４３

３５
２１

１
小
城
市
培
育
试
点
“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和
中
心
镇
“
两
百
双
千
”
工
程

新
建
／

续
建

山
区
小
城
市
和
省

级
中
心
镇

中
心
镇
产
业
集
聚
提
升
和
公
共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
小
城
市
培
育
行
动
计
划
项
目
。

３２
００

３２
００

２
重
点
欠
发
达
县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奔
小

康
工
程
项
目

新
建

泰
顺
、
文
成
、
开

化
、
松
阳
、
庆
元
、

景
宁
、
磐
安
、
衢

江
、
常
山
、
龙
泉
、

遂
昌
、
云
和

产
业
帮
扶
、
金
融
扶
贫
、
结
对
帮
扶
等
扶
贫
开
发
；
现
代
农
业
、
生
态
旅
游
等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
稻
田
养
鱼
、
清
水
鱼
规
模
化
养
殖
；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
美
丽
乡
村
、
异

地
搬
迁
、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及
城
乡
基
础
设
施
等
项
目
。

８５
８５

３
温
州
市
人
口
内
聚
外
迁
工
程

新
建

文
成
、
泰
顺
、
永

嘉
、
平
阳
、
乐
清
等

包
括
文
成
县
农
房
集
聚
建
设
工
程
（
续
建
）
、
泰
顺
县
中
心
镇
农
房
集
聚
点
建
设
、

永
嘉
县
农
房
集
聚
工
程
、
平
阳
县
农
房
集
聚
点
及
顺
溪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古
农
移
民

点
建
设
工
程
、
乐
清
市
移
民
安
置
工
程
五
大
子
工
程
。

２１
１

２１
１

４
衢
州
市
人
口
内
聚
外
迁
工
程

续
建

衢
州

包
括
衢
州
市
美
丽
乡
村
行
动
计
划
、
衢
州
市
中
心
村
培
育
建
设
、
衢
州
江
山
农
村
住

房
改
造
工
程
三
大
子
工
程
。

４７
２５

二
、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２４
３６
４

１６
５６
１

５
临
金
高
速
公
路
临
安
千
秋
关
至
金
华
段

新
建

临
安
、
金
华

高
速
公
路
约
１４
８
３
公
里
。

１４
５

８０

６
龙
丽
温
高
速
公
路
（
含
泰
顺
支
线
）

新
建

文
成
、
泰
顺
、
景
宁

高
速
公
路
１６
７
公
里
。

２１
５

２１
５

７
金
华
—
建
德
铁
路

新
建

金
、
杭

里
程
约
８０
公
里
。

１０
４

５０

８
金
温
扩
能
改
造
工
程

续
建

金
、
丽
、
温

里
程
１８
７
７
公
里
。

１８
０

１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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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金
台
铁
路
及
头
门
支
线

新
建

金
、
台

里
程
约
１４
２
公
里
，
头
门
支
线
约
６０
公
里
。

２２
５

２０
０

１０
东
阳
至
永
康
高
速
公
路

续
建

金
华

高
速
公
路
４４
７
公
里
。

２９
２１

１１
杭
金
衢
高
速
杭
州
至
金
华
段
拓
宽

新
建

诸
暨
、
金
华
等

高
速
公
路
１５
０
８
公
里
。

６８
６８

１２
龙
庆
高
速
公
路

续
建

丽
水

高
速
公
路
５４
３
公
里
。

４６
３７

１３
云
景
高
速
项
目

续
建

丽
水

高
速
公
路
１１
５
公
里
。

１５
９

１４
丽
水
城
市
快
速
路
网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丽
水

城
北
路
、
桐
岭
路
和
南
七
路
、
大
溪
南
路
、
银
杏
大
道
等
快
速
路
。

２８
１０

１５
５０
省
道
遂
昌
段
公
路
改
建
工
程

改
建

遂
昌

一
级
公
路
１９
公
里
。

１２
１２

１６
山
区
天
然
气
热
电
联
产
和
分
布
式
能

源
项
目

新
建
／

扩
建

安
吉
、
柯
城
、
江

山
、
龙
游
、
常
山
等

热
电
联
产
和
分
布
式
能
源
项
目
。

３０
０

２９
０

１７
灵
溪
至
龙
沙
公
路

新
建

苍
南

用
地
１２
１２
亩
，
路
线
全
长
１９
１
２６
公
里
，
双
向
四
车
道
。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８
苍
南
桥
墩
３２
７
省
道
连
接
线

新
建

苍
南

总
里
程
１４
公
里
，
设
计
标
准
为
二
级
。

５
５

１９
温
州
港
乐
清
湾
港
区
Ａ
区
、
Ｄ
区
、
Ｅ

区
码
头
工
程

续
建

乐
清

Ａ
区
５
万
吨
级
多
用
途
泊
位
２
个
，
Ｄ
区
５
万
吨
级
散
杂
件
泊
位
２
个
；
Ｅ
区
３
万

吨
级
石
化
泊
位
１
个
。

４２
２８

２０
乐
清
雁
荡
道
路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乐
清

雁
楠
公
路
（
乐
清
段
）
长
２２
公
里
，
宽
１２
米
，
二
级
公
路
技
术
标
准
；
白
芙
线
改
造

工
程
长
３
公
里
，
宽
１２
米
，
雁
荡
集
散
中
心
至
雁
荡
中
学
段
公
路
长
４
公
里
，
宽

８—
１５
米
，
二
—
三
级
公
路
技
术
标
准
；
沙
门
岛
至
１０
４
国
道
段
公
路
长
８
公
里
，
宽

１２
米
，
二
级
公
路
技
术
标
准
；
雁
荡
山
核
心
景
区
内
部
交
通
环
线
长
２
公
里
，
宽
１０

米
，
用
地
３８
亩
，
雁
荡
火
车
站
至
１０
４
国
道
连
接
线
道
路
长
２
公
里
，
二
级
公
路
。

６
９

６
９

２１
山
区
老
区
联
线
公
路

新
建
／

改
建

乐
清

湖
江
线
湖
雾
至
温
岭
段
改
建
工
程
、
永
乐
黄
连
线
公
路
福
甸
段
、
雁
荡
旅
游
环
线
公

路
、
雁
荡
旅
游
环
线
公
路
延
伸
工
程
、
岭
底

!
"
至
枫
林
田
寮
公
路
、
珍
上
线
延
伸

工
程
、
溪
南
路
、
山
老
区
联
线
公
路
岭
底
至
雁
湖
段
、
虹
芙
隧
道
与
雁
楠
公
路
连
接

线
、
雁
荡
山
西
大
门
到
雁
楠
公
路
至
东
岭
接
线
工
程
、
虹
三
公
路
（
四
都
段
、
淡
溪

段
）
、
石
帆
至
四
都
段
公
路
、
老
区
联
线
备
道
白
石
山
段
、
山
老
区
主
线
白
石
段
、
乐

白
路
二
期
工
程
白
石
段
、
绅
坊
火
车
站
至
淡
溪
四
都
公
路
建
设
工
程
、
虹
桥
至
永
嘉

三
江
公
路
淡
溪
四
都
段
。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２２
平
阳
县
西
部
交
通
干
线

新
建

平
阳

南
雁
至
顺
溪
青
街
公
路
、
水
头
至
凤
卧
道
路
、
水
南
公
路
景
区
段
改
建
、
闹
村
至
苍

南
县
浦
亭
公
路
、
凤
卧
至
腾
蛟
公
路
、
水
头
龙
涵
至
南
雁
埭
头
、
山
门
至
南
雁
红
色

旅
游
专
用
公
路
等
１５
条
道
路
。

１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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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泰
顺
交
溪
流
域
水
电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泰
顺

龟
湖
、
洋
溪
、
甲
家
渡
三
级
开
发
，
总
装
机
容
量
１６
万
千
瓦
。

１３
１３

２４
５６
省
道
改
建
连
接
工
程

文
成
、
泰
顺

５６
省
道
花
园
至
景
宁
段
改
建
工
程
、
５６
省
道
瑞
安
交
界
至
文
成
县
城
段
改
建
工

程
、 ５
８
省
道
泰
顺
连
接
线
工
程
、５
２
省
道
至
龟
湖
公
路
。

３６
６

２５
７

２５
青
文
泰
公
路
文
成
、
泰
顺
段

新
建

文
成
、
泰
顺

二
级
公
路
９９
公
里
。

３８
１６

２６
永
嘉
县
农
村
联
网
公
路
及
通
景
公
路

新
建

永
嘉

建
设
公
路
约
３５
０
公
里
，
包
括
溪
下
至
界
坑
、
岩
头
至
五
尺
、
上
塘
至
下
寮
、
岩
坦
至

四
海
山
、
张
溪
至
黄
岩
等
公
路
。

７
３

７
３

２７
山
区
生
物
质
能
、
余
能
利
用
、
光
伏

能
、
潮
汐
能
等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永
嘉
、
开
化
、
龙

泉
、
遂
昌
、
南
浔
、

三
门
、
金
华
市
本

级
等

开
化
、
龙
泉
、
南
浔
、
遂
昌
等
生
物
质
发
电
和
余
能
利
用
项
目
，
总
装
机
容
量
２６
１

万
千
瓦
；
金
华
、
开
化
等
城
市
阳
光
屋
顶
工
程
、
地
面
光
伏
发
电
系
统
，
总
装
机
２０

万
千
瓦
；
三
门
潮
汐
能
电
站
。

５５
４４

２８
山
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新
建

永
嘉
、天
台
、仙
居
、

云
和
、缙
云
、遂
昌
、

庆
元
、磐
安
等

永
嘉
、
天
台
、
仙
居
、
云
和
、
缙
云
、
遂
昌
、
庆
元
、
磐
安
等
陆
上
和
近
海
风
电
场
项
目
，

总
装
机
容
量
２０
０
万
千
瓦
。

２０
０

６０

２９
内
河
港
口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湖
州
等

湖
州
港
等
。

３３
１５

３０
长
兴
电
厂
“
上
大
压
小
”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２
×
６６
万
千
瓦
。

５１
５１

３１
义
乌
机
场
扩
建
工
程

新
建

义
乌

改
扩
建
跑
道
、
站
坪
、
航
站
楼
及
其
他
配
套
工
程
。

１０
９

３２
６０
省
道
天
台
科
山
至
洪
畴
段
改
建

工
程

新
建

天
台

天
台
段
新
建
２０
３
公
里
，
主
路
一
级
标
准
；
白
鹤
支
线
１３
公
里
，
洋
头
支
线
１
公

里
，
二
级
公
路
标
准
。

１２
６

１２
６

３３
２０
３
省
道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天
台

全
长
３２
５
公
里
，
其
中
一
级
公
路
５
５
公
里
，
二
级
公
路
２７
公
里
。

２２
５

３４
钱
塘
江
中
上
游
航
道
整
治

续
建

衢
州
、
金
华
等

改
造
四
级
航
道
１２
６
公
里
，
新
建
５０
０
吨
级
船
闸
１
座
。

６８
６６

３５
衢
州
机
场
迁
建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市
本
级

军
民
合
用
机
场
迁
建
。

３０
１０

３６
衢
州
５０
０
千
伏
兰
溪
—
信
安
输
电
线

路
工
程

续
建

衢
州
全
市

新
建
５０
０
千
伏
线
路
２
×
９２
８
公
里
。

４
８

０
４

３７
山
区
基
层
气
象
台
站
基
础
能
力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衢
州
、
景
宁
、
松

阳
、
遂
昌
、
安
吉
、

平
阳
等
地

浙
西
防
灾
减
灾
中
心
（
衢
州
）
、
景
宁
气
象
灾
害
监
测
预
警
中
心
、
遂
昌
气
象
灾
害

监
测
预
警
中
心
、
松
阳
气
象
预
警
中
心
、
安
吉
气
象
防
灾
减
灾
中
心
、
平
阳
县
气
象

观
测
站
迁
建
等
项
目
。

４
４

３８
华
电
龙
游
天
然
气
热
电
联
产
项
目

新
建

龙
游
县

装
机
２
台
９Ｅ
级
燃
气
机
组
。

１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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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衢
州
５０
０
千
伏
夏
金
输
变
电
工
程

新
建

龙
游
县
等

５０
０
千
伏
主
变
１
台
，
近
期
规
划
５０
０
千
伏
出
线
４
回
，
２２
０
千
伏
线
路
１０
回
，
远

期
规
划
５０
０
千
伏
８
回
，２
２０
千
伏
线
路
１４
回
。

４
１

４
１

４０
台
州
港
临
海
港
区
头
门
作
业
区
一
、

二
期

新
建

临
海

４
个
２
万
吨
级
（
兼
靠
３
万
吨
级
）
多
用
途
泊
位
及
辅
助
设
施
。

２０
１６

４１
台
州
港
健
跳
港
区
龙
山
作
业
区

新
建

三
门

台
州
港
健
跳
港
区
龙
山
作
业
区
一
期
工
程
。

１３
５

４２
仙
居
县
溪
头
光
伏
发
电
场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仙
居

总
装
机
２
５
万
千
瓦
。

２
１

２
１

４３
瓯
江
航
道
改
造
工
程

新
建

丽
水

改
造
四
级
航
道
８０
公
里
。

１２
６

４４
抽
水
蓄
能
电
站
项
目

新
建

泰
顺
、
永
嘉
、
衢

江
、
天
台
、
三
门
、

仙
居
、
缙
云
、
遂

昌
、
庆
元
等

装
机
８４
０Ｍ
Ｗ
。

３１
０

４２

４５
景
宁
大
均
流
域
水
电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景
宁

总
装
机
１４
７
２
万
千
瓦
，
四
级
开
发
。

２０
８

三
、
产
业
集
聚
提
升
工
程

３１
２７
４

２３
６９
７

４６
山
区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山
区

７０
个
左
右
现
代
农
业
综
合
区
，１
４０
个
主
导
产
业
示
范
区
，３
５０
个
特
色
农
业
精
品
园
。

８０
６３

４７
山
区
粮
食
生
产
功
能
区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山
区

建
设
５２
９
万
亩
，
改
善
农
田
基
础
设
施
，
提
高
土
壤
肥
力
，
提
升
科
技
和
社
会
化
服

务
水
平
。

１０
５

７７

４８
山
区
标
准
农
田
质
量
提
升
工
程

续
建

山
区

实
施
４５
０
万
亩
标
准
农
田
质
量
提
升
工
程
，
建
设
１５
０
个
耕
地
质
量
长
期
定
位
检

测
点
和
县
城
耕
地
质
量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３６
３５

４９
富
阳
东
大
道
城
市
小
客
厅
综
合
体

续
建

富
阳

１７
７０
米
富
春
江
城
市
隧
道
，５
万
平
方
米
五
星
级
酒
店
和
会
展
中
心
，２
万
平
方
米
商
业
街

区
， １
４
万
平
方
米
ＳＯ
ＨＯ
办
公
区
、４
０
万
平
方
米
住
宅
区
，游
船
码
头
和
游
艇
俱
乐
部
。

６０
５１

５０
富
阳
市
东
洲
岛
头
“
城
市
大
阳
台
”

综
合
体

新
建

富
阳

建
设
集
旅
游
、
休
闲
、
度
假
、
体
育
、
住
宅
综
合
体
。

１５
０

５０

５１
桐
庐
浙
富
核
电
装
备
项
目

新
建

桐
庐

项
目
总
用
地
５０
０
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２２
万
平
方
米
。

２０
５

５２
桐
庐
龙
生
股
份
汽
车
零
部
件
项
目

新
建

桐
庐

汽
车
座
椅
功
能
件
及
关
键
零
部
件
生
产
基
地
；
精
密
模
具
研
发
制
造
中
心
；
汽
车
座

椅
总
成
及
高
铁
座
椅
总
成
生
产
线
；
汽
车
部
件
研
究
所
。

２０
１０

５３
桐
庐
迎
春
商
务
区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续
建

桐
庐

高
档
商
务
楼
２２
栋
，
包
括
五
星
级
酒
店
２
栋
，
高
档
百
货
大
楼
１
栋
，
总
面
积
１０
０

万
平
方
米
。

６０
３５

５４
中
国
（
桐
庐
）
民
营
快
递
产
业
服
务

园
新
建

桐
庐

行
业
智
慧
分
享
中
心
，９
５５
４３
云
端
呼
叫
中
心
，
低
碳
生
态
商
务
区
。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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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桐
庐
生
物
医
药
（
内
窥
镜
）
产
业
基

地
项
目

续
建

桐
庐

以
康
基
医
疗
和
尖
端
内
窥
镜
等
企
业
为
龙
头
，
通
过
提
质
扩
量
，
做
大
做
强
桐
庐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基
地
。

２０
８

５６
国
家
城
市
矿
产
示
范
基
地
“
桐
庐
大

地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
”

续
建

桐
庐

年
处
置
３０
０
万
台
废
家
电
和
２０
０
万
台
其
他
电
子
产
品
。

１２
１２

５７
乐
清
市
总
部
经
济
园
一
期
项
目

新
建

乐
清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
先
进
制
造
业
企
业
总
部
基
地
，
建
筑
面
积
２３
万
平
方
米
。

２０
２０

５８
乐
清
湾
港
区
循
环
经
济
示
范
区
项
目

续
建

乐
清

能
源
基
地
、
海
水
淡
化
基
地
、
电
厂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基
地
、
区
域
优
势
产
业
基
地
。

７４
６６

５９
乐
清
奥
特
莱
斯
购
物
中
心

新
建

乐
清

用
地
３０
０
亩
。

１０
１０

６０
乐
清
朴
头
产
业
功
能
园

新
建

乐
清

一
期
６０
０
亩
，
二
期
２５
００
亩
（
围
垦
地
）
。

６０
６０

６１
平
阳
县
鳌
江
滨
江
商
务
区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平
阳

集
金
融
、
商
贸
、
文
化
、
服
务
机
构
以
及
商
务
写
字
楼
、
酒
店
、
公
寓
等
配
套
设
施
，
总

用
地
约
１０
００
亩
。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６２
平
阳
县
水
头
镇
寺
前
服
务
业
集
聚
区

新
建

平
阳

总
用
地
４５
０
亩
，
建
成
集
商
贸
金
融
、
休
闲
娱
乐
、
居
住
、
教
育
、
宗
教
文
化
设
施
于

一
体
。

２０
１５

６３
平
阳
新
兴
产
业
园

新
建

平
阳

主
要
发
展
新
材
料
、
机
械
装
备
、
电
子
信
息
等
产
业
。

６０
６０

６４
泰
顺
司
前
竹
木
产
业
园

续
建

泰
顺

总
用
地
３２
０
亩
，
竹
木
产
业
园
改
造
提
升
及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２
２

６５
泰
顺
彭
月
产
业
基
地

续
建

泰
顺

工
业
用
地
３
２
平
方
公
里
，
引
进
企
业
４０
家
；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等
。

１０
５

６６
文
成
百
丈
說
生
态
产
业
园
产
业
化
项

目
续
建

文
成

项
目
总
面
积
２６
００
亩
，
其
中
“
十
二
五
”
期
间
开
发
１５
００
亩
。

２０
１５

６７
文
成
樟
山
生
态
产
业
基
地

续
建

文
成

占
地
２２
８０
２
亩
。

２６
９

６８
永
嘉
乌
牛
岭
下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

新
建

永
嘉

总
用
地
１１
３９
亩
，
产
业
定
位
高
端
设
备
制
造
、
高
温
高
压
电
器
及
特
种
泵
阀
为
主
。

５０
２５

６９
永
嘉
桥
头
林
福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

新
建

永
嘉

总
用
地
６４
６
亩
，
产
业
定
位
为
新
材
料
、
节
能
环
保
产
业
为
主
。

３０
２０

７０
永
嘉
楠
溪
江
原
野
农
业
产
业
开
发
园

新
建

永
嘉

建
造
碳
汇
林
８０
００
亩
、
苗
木
栽
培
基
地
２０
００
亩
，
开
设
农
业
休
闲
体
验
、
青
少
年

素
质
拓
展
、
科
普
教
育
、
技
能
培
训
等
活
动
，
规
划
面
积
１０
００
亩
。
科
技
实
验
大
楼

３０
亩
。

５
５

７１
湖
州
世
界
名
牌
折
扣
店
华
东
旗
舰
中

心
现
代
服
务
产
业
园

续
建

湖
州

奥
特
莱
斯
、
超
五
星
级
酒
店
、
会
展
中
心
、
儿
童
乐
园
及
配
套
旅
游
房
产
，
建
筑
物
约

８０
万
平
方
米
。

２５
２２

７２
湖
州
南
太
湖
产
业
集
聚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湖
州
市
本
级
、
长

兴

“
十
二
五
”
开
发
建
设
区
面
积
２９
９
８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５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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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长
兴
县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化
重
点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培
育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５８
家
，
市
级
以
上
规
范
化
示
范
性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１６
家
，

１５
个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
以
及
农
产
品
品
牌
建
设
、
实
用
技
术
和
农
产
品
营

销
网
络
建
设
。

３
７

３
７

７４
长
兴
汉
能
薄
膜
太
阳
能
电
池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年
产
２５
０
兆
瓦
薄
膜
太
阳
能
电
池
。

２５
２５

７５
长
兴
恒
滕
差
别
化
低
碳
纤
维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年
产
８０
吨
差
别
化
纤
维
。

１８
１８

７６
长
兴
西
太
湖
水
上
机
场
及
航
空
产
业

基
地

新
建

长
兴

４７
５
万
平
方
米
的
水
上
机
场
，
占
地
３５
０
亩
的
航
空
产
业
基
地
，
配
套
建
设
飞
行

学
院
和
飞
行
员
体
检
疗
养
中
心
。

３２
３２

７７
长
兴
轻
纺
市
场
开
发
改
造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２５
层
轻
纺
大
厦
、５
００
０
平
方
米
农
贸
市
场
、１
０
万
平
方
米
轻
纺
市
场
。

１０
９
５

７８
长
兴
县
蓄
电
池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将
分
散
在
园
区
外
的
１６
家
蓄
电
池
企
业
搬
迁
集
中
到
示
范
区
，
同
步
提
升
蓄
电
池

企
业
的
装
备
技
术
和
管
理
水
平
。

３
７

３
７

７９
长
兴
天
能
集
团
循
环
经
济
产
业
园

续
建

长
兴

年
产
６０
０
万
ＫＶ
ＡＨ
动
力
电
池
，
规
模
化
无
害
化
回
收
处
理
１５
万
吨
／年
废
铅
酸

蓄
电
池
。

１７
６

１７
６

８０
长
兴
渤
海
商
品
交
易
所
华
东
交
割
中

心
、
管
理
中
心

新
建

长
兴

功
能
包
括
：
交
易
、
交
割
、
物
流
、
金
融
、
引
智
招
商
、
人
才
培
训
、
综
合
配
套
七
大
中

心
，
能
源
、
农
林
、
金
属
、
石
化
产
品
、
商
贸
五
大
区
块
。

２０
１９

８１
湖
州
省
际
承
接
产
业
转
移
示
范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
安
吉

建
设
规
模
为
５０
平
方
公
里
，
其
中
长
兴
１６
平
方
公
里
。

５０
５０

８２
德
清
通
用
航
空
产
业
基
地
项
目

新
建

德
清

生
产
飞
机
仿
真
模
拟
器
、
年
产
６０
０
架
多
用
途
直
升
飞
机
，
航
空
研
究
设
计
院
，
小

型
机
场
、
航
空
知
识
培
训
基
地
、
飞
行
俱
乐
部
。

５０
１８

８３
德
清
浙
江
省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园

新
建

德
清

企
业
办
公
用
房
及
配
套
设
施
：
一
期
占
地
面
积
５０
７
亩
，
规
划
建
筑
面
积
１０
５
６
万

平
方
米
。

５０
３０

８４
南
浔
、
德
清
废
旧
家
具
回
收
利
用
和

木
材
资
源
节
约
与
综
合
利
用
基
地

续
建

德
清
、
南
浔

利
用
回
收
废
旧
木
材
及
家
具
等
，
生
产
仿
真
珍
贵
木
、
节
材
型
抽
空
板
、
节
材
环
保

地
板
等
产
品
。

１６
１４

８５
德
清
天
马
轴
承
装
备
制
造
项
目

新
建

德
清

迁
建
天
马
轴
承
杭
州
公
司
、
北
京
公
司
生
产
项
目
及
齐
齐
哈
尔
一
重
重
大
装
备
部

分
，
分
三
期
建
设
。

２０
１５

８６
湖
州
吴
兴
区
三
一
重
工
工
程
机
械
制

造
基
地
项
目

续
建

吴
兴

年
产
１５
２７
台
（
套
）
履
带
起
重
机
，
配
套
年
产
铸
钢
零
件
４
万
吨
、
球
墨
铸
铁
２
万

吨
。

５２
２８

８７
嵊
州
中
国
领
带
城
物
流
中
心

新
建

嵊
州

建
设
汽
车
城
、
家
具
建
材
城
、
五
金
电
子
汽
配
城
、
商
业
仓
储
等
。

１５
５

８８
金
华
市
区
多
湖
商
贸
服
务
业
功
能
区

项
目

续
建

金
华

规
划
面
积
１７
４０
亩
，
集
商
务
、
电
子
信
息
、
服
务
等
功
能
为
一
体
。

３１
１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3、994 期) 31

省政府文件

书书书

８９
金
华
浙
中
软
件
信
息
产
业
基
地
项
目

续
建

金
华

总
建
筑
面
积
７２
万
平
方
米
，
总
部
产
业
基
地
、
服
务
外
包
基
地
、
科
创
会
展
中
心
、

电
子
商
务
服
务
平
台
等
。

３０
１４

９０
金
华
新
兴
产
业
集
聚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金
华
市
本
级
、
兰

溪
“
十
二
五
”
开
发
建
设
区
面
积
２９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４０
４０

９１
东
阳
浙
中
４０
万
吨
再
生
塑
料
加
工

园
区

续
建

东
阳

年
处
理
加
工
再
生
塑
料
４０
万
吨
。

１０
７
３

９２
横
店
影
视
产
业
集
聚
区
块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东
阳

建
成
中
国
最
大
的
影
视
创
作
、
拍
摄
制
作
、
发
行
、
后
期
制
作
、
产
业
与
信
息
研
究
中

心
等
。

１２
０

３０

９３
兰
溪
浙
江
华
东
铝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５
万
吨
汽
车
用
铝
合
金
板
带
加
工

生
产
线
技
改
项
目

续
建

兰
溪

形
成
１５
万
吨
汽
车
用
铝
合
金
板
带
的
生
产
能
力
。

１０
９

９４
磐
安
“
浙
八
味
”
特
产
市
场

续
建

磐
安

规
划
总
面
积
１２
８６
亩
，
建
成
集
中
药
材
展
示
、
交
易
、
电
子
商
务
、
物
流
、
加
工
、
技

术
研
发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新
型
中
药
材
市
场
。

２４
４

１９

９５
义
乌
国
家
级
小
商
品
国
际
贸
易
区
项

目
续
建

义
乌

国
家
级
小
商
品
国
际
贸
易
区
和
义
乌
生
产
要
素
市
场
（
中
国
义
乌
国
际
生
产
性
消

费
资
料
供
应
商
集
聚
区
）
。

３０
１８

９６
义
乌
商
贸
服
务
业
集
聚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义
乌

“
十
二
五
”
开
发
建
设
区
面
积
２１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４０
４０

９７
永
康
众
泰
整
车
及
变
速
器
项
目

新
建

永
康

节
能
、
新
能
源
汽
车
及
汽
车
零
部
件
。

２５
２３

９８
永
康
市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利
用
、
浦
江

县
水
晶
产
业
等
循
环
经
济
试
点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永
康
、
浦
江

废
旧
金
属
材
料
市
场
、
废
弃
物
回
收
循
环
利
用
项
目
，
研
发
水
晶
产
品
废
料
循
环
利

用
技
术
。

７
６
５

９９
衢
州
市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衢
州

柯
城
区
、
衢
江
区
、
常
山
县
、
开
化
县
、
龙
游
县
、
江
山
市
等
６
个
县
（
市
、
区
）
新
建

标
准
农
田
６
万
亩
。

６
５

１０
０
衢
州
市
绿
色
特
色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规
划
建
设
绿
色
特
色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
园
区
，
推
进
绿
色
特
色
农
产
品
精
深
加
工
，

健
全
农
产
品
营
销
体
系
，
发
展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
拓
展
农
业
功
能
，
提
升
农
业
效
益
，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

５０
５０

１０
１
衢
州
市
休
闲
商
贸
集
聚
区

新
建

衢
州

为
衢
州
市
西
区
为
中
心
的
都
市
办
公
、
生
活
等
提
供
各
种
必
需
生
产
生
活
资
料
，
以

及
商
住
、
休
闲
、
娱
乐
、
仓
储
配
送
等
各
种
服
务
产
业
集
聚
区
。

２０
２０

１０
２
巨
化
集
团
特
色
石
化
材
料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
十
二
五
”
末
环
己
酮
、
己
内
酰
胺
的
总
规
模
达
６０
万
吨
／年
。

２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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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３
巨
化
集
团
新
型
食
品
安
全
包
装
材
料

和
高
性
能
含
氯
材
料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１３
年
：
系
列
专
用
树
脂
品
种
；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５
年
：
膜
制
品
加
工
。
“
十
二

五
”
末
ＰＶ
ＤＣ
总
规
模
达
８
万
吨
／年
、
ＣＰ
ＶＣ
规
模
２
万
吨
／年
。

１９
１９

１０
４
巨
化
集
团
氟
硅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以
现
有
氟
硅
产
业
为
基
础
，
加
快
氟
硅
一
体
化
发
展
，
打
造
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氟

硅
新
材
料
产
业
基
地
。

１６
１６

１０
５
衢
州
无
水
港

续
建

衢
州

占
地
２０
万
平
方
米
。

５
４

１０
６
衢
州
市
汽
车
综
合
服
务
区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四
个
服
务
区
服
务
用
房
２３
万
平
方
米
。

１２
１２

１０
７
衢
州
市
生
态
循
环
农
业
发
展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创
建
生
态
循
环
农
业
示
范
区
１０
个
、
实
施
生
态
循
环
农
业
示
范
项
目
１０
０
个
、
建

设
生
态
循
环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１０
０
万
亩
。

２０
２０

１０
８
衢
州
航
空
产
业
园
区

新
建

衢
州

建
设
飞
行
员
培
训
基
地
、
小
型
飞
机
制
造
厂
，
航
空
物
流
、
货
运
。

１０
１

１０
９
衢
州
华
友
钴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１０
００
０ｔ
（
钴
金
属
）
新
材
料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绿
色
产
业
集

聚
区
黄
家
功
能
区

建
设
一
个
以
钴
新
材
料
产
业
为
核
心
的
研
发
制
造
基
地
。
建
设
规
模
：
年
产
钴
新

材
料
：２
００
００
吨
，
镍
产
品
：１
００
００
吨
，
铜
产
品
：２
００
００
吨
。
实
现
产
值
１０
０
亿
元
，

利
税
１３
７
亿
元
。

６０
５８

１１
０
衢
州
新
能
源
产
业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市
本
级
、开
化

太
阳
能
电
池
、
光
电
源
等
低
碳
产
业
生
产
基
地
。

２０
２０

１１
１
衢
州
绿
色
产
业
集
聚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市
本
级
、
龙

游
、
江
山
、
常
山
、

开
化

“
十
二
五
”
开
发
建
设
区
面
积
２５
４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４０
４０

１１
２
衢
州
柯
城
区
歌
瑞
新
材
料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柯
城
区

含
氟
特
种
功
能
材
料
的
研
发
、
生
产
、
销
售
等
。
总
投
资
８
亿
元
，
分
三
期
投
入
，
预

计
可
实
现
年
销
售
收
入
６５
亿
元
。
一
期
总
投
资
３
亿
元
，
销
售
收
入
３
５
亿
元
。

８
６
８

１１
３
衢
江
区
装
备
制
造
业
项
目

新
建

衢
江
区

含
逸
达
电
工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１０
００
台
（
套
）
１２
６ —
２５
２Ｋ
ＶＧ
ＩＳ
产
品
、２
万
吨

高
档
电
磁
线
及
３
万
吨
铜
材
项
目
、
衢
江
核
电
装
备
产
业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等
。

４７
８

５
８

１１
４
衢
州
市
电
子
商
务
园

新
建

衢
江
区

项
目
用
地
１０
０
亩
，
一
期
用
地
５０
亩
，
建
筑
占
地
７
万
平
方
米
、
建
筑
面
积
２１
万

平
方
米
。
功
能
区
块
设
置
：
建
设
现
代
化
物
流
仓
库
和
停
车
场
，
电
子
商
务
（
物

流
）
企
业
办
公
综
合
楼
和
办
公
综
合
配
套
用
房
。

３
６

３
６

１１
５
常
山
装
备
制
造
业
项
目

新
建

常
山

含
浙
江
环
宇
轴
承
技
改
项
目
、
常
山
县
东
晟
轴
承
项
目
、
球
川
轴
承
车
工
技
改
项
目

等
。

４０
６

４０
６

１１
６
常
山
传
统
产
业
提
升
与
改
造

新
建

常
山

含
浙
江
豪
美
石
煤
提
钒
与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日
产
１５
００
吨
石
煤
提
钒
与
综
合
利
用

生
产
线
建
设
，
浙
江
紫
晶
矿
业
萤
石
矿
开
采
及
深
加
工
项
目
。

６
５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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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７
江
山
电
光
源
、
输
变
电
、
消
防
器
材
、

木
业
加
工
等
重
点
培
育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新
建

江
山

构
筑
紧
凑
型
节
能
灯
产
品
生
产
体
系
，
至
２０
１５
年
规
模
企
业
累
计
达
到
８０
家
左

右
；
以
变
压
器
、
开
关
柜
、
电
器
元
件
、
电
线
电
缆
为
重
点
发
展
机
电
产
业
项
目
；
重

点
发
展
灭
火
器
、
配
套
件
、
防
火
门
等
大
众
化
的
消
防
产
品
；
着
力
引
进
一
批
科
技

含
量
高
的
自
动
化
、
智
能
化
、
标
准
化
或
特
种
消
防
器
材
产
品
生
产
企
业
；
重
点
发

展
板
材
、
高
档
木
门
等
产
业
项
目
。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１１
８
江
山
市
传
统
特
色
产
业
提
升
改
造
项

目
新
建

江
山

重
点
实
施
化
工
、
建
材
传
统
产
业
，
文
体
、
注
塑
、
纺
织
等
特
色
产
业
提
升
。

１５
１５

１１
９
江
化
转
型
升
级
项
目

新
建

江
山

实
施
江
化
整
体
搬
迁
，
发
展
科
技
含
量
高
、
投
资
密
度
大
、
环
境
影
响
小
的
高
新
项

目
。

２０
２０

１２
０
开
化
红
茴
香
特
色
药
物
产
业
基
地
建

设
续
建

开
化

建
设
年
产
８
亿
支
红
茴
香
制
剂
及
５０
００
亩
红
茴
香
种
植
基
地
。

８
６

１２
１
开
化
太
阳
能
产
业
项
目

新
建

开
化

含
嘉
毅
年
产
５０
０Ｍ
Ｗ
太
阳
能
电
池
片
及
组
件
项
目
９
５８
亿
，
万
向
硅
峰
年
产

１０
０Ｍ
Ｗ
太
阳
能
电
池
片
及
组
件
生
产
线
建
设
项
目
１３
６
０
亿
，
矽
盛
年
产
４０
００

吨
大
尺
寸
高
效
太
阳
能
硅
片
项
目
１３
４
６
亿
，
赛
嘉
年
产
５０
Ｍ
Ｗ
太
阳
能
电
池
片

及
组
件
项
目
１
４６
亿
，
金
西
园
年
产
５０
Ｍ
Ｗ
太
阳
能
电
池
片
项
目
２
１０
亿
，
金
泉

年
产
１７
５Ｍ
Ｗ
太
阳
能
电
池
片
垂
直
一
体
化
产
业
链
项
目
３
００
亿
。

４２
２

３９

１２
２
开
化
传
统
特
色
产
业
提
升
改
造

新
建

开
化

含
林
业
深
加
工
、
制
药
、
山
茶
油
产
业
化
项
目
。

６
２

６
２

１２
３
龙
游
县
现
代
农
业
综
合
体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龙
游

建
集
生
产
、
生
态
、
科
技
、
观
光
等
多
重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园
６０
００

亩
，
建
设
精
品
蔬
菜
基
地
７０
０
亩
，
配
套
建
设
“
种
子
种
苗
”
工
程
。

１５
５

９
２

１２
４
龙
游
县
富
硒
产
业
园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龙
游

占
地
面
积
４６
４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集
富
硒
农
产
品
研
发
、
加
工
及
富
硒
生
态
休
闲

一
体
的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体
系
，
主
要
包
括
富
硒
土
壤
资
源
保
护
、
富
硒
农
产
品
基
地

及
示
范
区
建
设
、
富
硒
农
产
品
加
工
研
发
基
地
及
休
闲
基
地
建
设
等
。

４
４

４
３

１２
５
龙
游
装
备
制
造
业
项
目

新
建

龙
游

含
引
进
和
培
育
造
纸
设
备
生
产
企
业
１
家
７
亿
，
引
进
和
培
育
专
用
铁
路
器
材
制

造
企
业
１
家
５
亿
，
引
进
新
能
源
、
新
材
料
等
行
业
设
备
制
造
企
业
５
家
３０
亿
。

４２
４２

１２
６
龙
游
特
种
纸
产
业
生
产
线
技
术
改
造

新
建

龙
游

推
动
企
业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
实
施
技
术
改
造
项
目
８
个
，
新
增
产
能
２０
万
吨
。

３０
３０

１２
７
龙
游
纺
织
产
业
生
产
线
技
术
改
造

新
建

龙
游

引
导
企
业
加
大
新
技
术
、
新
工
艺
应
用
，
推
动
企
业
加
快
转
型
升
级
步
伐
。

２０
２０

１２
８
浙
江
玉
柴
乘
用
车
柴
油
发
动
机
项
目

新
建

天
台

年
产
３０
万
台
乘
用
车
柴
油
发
动
机
。

１７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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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９
天
台
西
部
省
级
现
代
农
业
综
合
区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天
台

在
平
桥
、
街
头
２
个
镇
建
立
４
３
万
亩
省
级
现
代
农
业
综
合
区
，
主
要
围
绕
提
升
铁

皮
石
斛
、
茭
白
、
葡
萄
、
蜜
梨
等
特
色
优
势
主
导
产
业
，
建
设
４
个
主
导
产
业
示
范

区
、 ４
个
特
色
农
业
精
品
园
区
和
１
个
农
业
休
闲
观
光
区
。

２
７

２
２

１３
０
天
台
中
国
汽
车
用
品
市
场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天
台

总
用
地
３０
０
亩
，
建
设
市
场
、
酒
店
、
会
展
中
心
、
物
流
等
配
套
项
目
。

８
５

２
５

１３
１
天
台
商
业
综
合
体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

续
建

天
台

天
台
城
东
湖
城
市
综
合
体
、
始
丰
湖
两
岸
开
发
、
三
茅
溪
寒
山
路
西
侧
城
市
综
合

体
、
梅
坦
坑
城
市
综
合
体
等
城
市
商
业
综
合
体
项
目
。

３４
１８

１３
２
仙
居
甾
体
药
物
特
色
产
业
基
地
项
目

续
建

仙
居

年
产
３０
０
吨
甾
体
药
物
原
料
药
及
２０
亿
片
（
粒
、
支
）
等
项
目
及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建
成
国
家
级
火
炬
计
划
基
地
。

２５
１５

１３
３
新
昌
浙
江
万
丰
汽
车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１０
万
辆
汽
车
项
目

新
建

新
昌

形
成
年
产
１０
万
辆
汽
车
生
产
能
力
。

２０
２０

１３
４
新
昌
浙
江
三
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３６
５０
万
只
制
冷
、
空
调
控
制
元
器
件

续
建

新
昌

总
用
地
面
积
２１
７６
６５
平
方
米
，
建
筑
面
积
１９
３１
１４
平
方
米
。

１０
８
７

１３
５
新
昌
浙
江
日
发
纺
织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新
型
纺
织
机
械
装
备
制
造
基
地
项
目

新
建

新
昌

建
设
专
业
纺
织
机
械
生
产
厂
房
，
专
业
成
套
部
件
生
产
厂
房
，
配
套
物
流
、
仓
储
物

流
，
及
必
要
的
办
公
辅
助
设
施
。

１２
１２

１３
６
新
昌
浙
江
新
和
成
新
型
医
药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新
昌

年
产
３２
４５
吨
维
生
素
系
列
产
品
的
原
料
药
，２
４０
吨
青
蒿
琥
酯
等
原
料
药
。

６
４

１３
７
缙
云
县
Ｈ
ＩＤ
电
光
源
生
产
线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缙
云

建
设
年
产
１２
５０
万
只
商
用
小
功
率
陶
瓷
金
卤
灯
、
１２
５０
万
只
汽
车
氙
气
灯
和
５０

万
只
ＵＨ
Ｐ
投
影
生
成
灯
。

５
５

４

１３
８
丽
水
市
区
南
城
水
性
合
成
革
生
态
化

改
造
项
目

续
建

丽
水

推
广
水
性
生
态
合
成
革
，
新
增
５０
０
条
水
性
生
态
合
成
革
生
产
线
，
形
成
５０
０
亿
产

能
。

６０
１５

１３
９
丽
水
生
态
产
业
集
聚
区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丽
水
市
本
级
、
松

阳
、
缙
云
、
龙
泉

“
十
二
五
”
开
发
建
设
区
面
积
２４
９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４０
４０

１４
０
青
田
华
侨
总
部
经
济
项
目

新
建

青
田

总
建
筑
面
积
１８
万
平
方
米
，
建
设
金
融
、
酒
店
、
商
贸
等
商
贸
服
务
用
房
。

１７
１７

１４
１
庆
元
三
万
亩
高
山
蔬
菜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新
建

庆
元

建
设
３
万
亩
高
山
蔬
菜
基
地
及
配
套
加
工
、
储
藏
等
基
础
设
施
。

３
３

１４
２
庆
元
香
菇
（
黑
木
耳
、
灰
树
花
）
菌
棒

工
厂
化
生
产
项
目

新
建

庆
元

全
面
推
行
菌
棒
工
厂
化
生
产
。

２５
２５

１４
３
庆
元
县
屏
都
综
合
新
区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庆
元

集
商
贸
、
居
住
等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产
业
新
区
，
土
地
平
整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
公
共
设

施
等
。

４０
１５

１４
４
庆
元
县
食
用
菌
综
合
服
务
集
聚
区

新
建

庆
元

推
进
以
香
菇
市
场
和
物
流
中
心
、
食
用
菌
科
创
平
台
、
食
用
菌
加
工
产
业
园
为
核
心

的
食
用
菌
综
合
服
务
集
聚
区
。

１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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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５
中
国
木
制
玩
具
创
造
基
地
项
目

续
建

云
和

配
套
市
政
设
施
和
木
质
玩
具
企
业
转
型
升
级
建
设
等
。

３０
１５

１４
６
遂
昌
东
城
龙
板
山
区
块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遂
昌

“
十
二
五
”
开
发
建
设
区
面
积
１２
５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

１５
１５

１４
７
遂
昌
县
金
属
制
品
产
业
集
群
示
范
区

建
设
暨
元
立
集
团
金
属
制
品
产
业
升

级
研
发
生
产
项
目

续
建

遂
昌

项
目
占
地
５０
０
亩
，
形
成
年
产
１０
０
万
吨
各
类
高
档
金
属
制
品
的
生
产
能
力
，
配
套

建
设
产
业
集
群
公
共
研
发
服
务
平
台
。

２０
１０

１４
８
华
东
花
岗
岩
集
聚
加
工
综
合
循
环
利

用
产
业
示
范
区

续
建

遂
昌

占
地
６０
０
亩
，
建
设
石
材
集
聚
加
工
产
业
区
和
石
材
加
工
交
易
市
场
，
打
造
全
国
性

石
材
生
态
化
加
工
、
综
合
循
环
利
用
示
范
区
和
省
内
最
大
的
石
材
交
易
市
场
。

１０
１０

１４
９
遂
昌
原
生
态
精
品
农
业
园
区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遂
昌

新
建
现
代
农
业
综
合
区
２
个
，
主
导
产
业
示
范
区
（
笋
竹
、
山
地
生
态
蔬
菜
、
畜
禽
）

３
个
，
特
色
农
业
精
品
园
（
菊
米
、
烤
薯
、
蘑
菇
、
稻
米
、
杂
粮
）
５
个
；
规
划
建
设
原
生

态
精
品
园
面
积
２６
万
亩
；
建
设
农
产
品
加
工
园
区
８０
０
亩
，
年
加
工
农
产
品
产
值
２

亿
元
。

５
５

四
、
公
共
服
务
提
升
工
程

２９
４
９

２４
６
４

１５
０
山
区
幼
儿
园
等
级
提
升
工
程

续
建
／

新
建

山
区

以
建
设
乡
镇
中
心
幼
儿
园
为
重
点
，
建
设
等
级
幼
儿
园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等
级
幼
儿

园
覆
盖
率
达
８５
％
以
上
，
所
有
乡
镇
（
街
道
）
建
有
等
级
中
心
幼
儿
园
。

７
５

７
５

１５
１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标
准
化
学
校
建
设
工

程

续
建
／

新
建

山
区

以
内
涵
建
设
和
薄
弱
学
校
特
别
是
农
村
学
校
改
造
为
重
点
，
统
筹
规
划
，
分
步
实

施
，
加
大
投
入
，
全
面
提
高
中
小
学
校
办
学
质
量
和
水
平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中
小
学
标

准
化
学
校
比
例
达
８５
％
以
上
。

５０
５０

１５
２
中
小
学
（
幼
儿
园
）
校
长
和
教
师
培

训
工
程

续
建
／

新
建

山
区

全
面
建
立
中
小
学
、
幼
儿
园
校
长
（
园
长
）
和
专
业
发
展
培
训
制
度
，
按
当
地
教
职

工
工
资
总
额
的
３％
、
中
小
学
按
不
少
于
年
度
日
常
公
用
经
费
的
１０
％
提
取
培
训

经
费
。

３０
３０

１５
３
山
区
乡
镇
（
基
层
）
卫
生
院
建
设
改

造
项
目

续
建

山
区

建
设
规
模
约
６０
万
平
方
米
。

１５

１５
４
富
阳
高
教
园
综
合
体

续
建

富
阳

高
教
园
区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
引
进
杭
州
科
技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浙
江
中
医
药
大
学
滨

江
学
院
等
５
所
院
校
，
总
建
筑
面
积
１０
０
万
平
方
米
。

６５
５９

１５
５
山
区
市
、
县
医
院
建
设
与
改
造
项
目

续
建

永
嘉
、泰
顺
、平
阳
、

湖
州
、衢
州
、丽
水
、

义
乌
、嵊
州
等

泰
顺
中
医
院
改
扩
建
，
永
嘉
人
民
医
院
、
平
阳
人
民
医
院
、
湖
州
三
院
、
丽
水
二
院
、

义
乌
中
医
院
迁
建
，
湖
州
一
院
急
诊
医
技
综
合
楼
扩
建
、
衢
州
人
民
医
院
西
区
院
建

设
、
衢
州
三
院
迁
建
、
衢
州
妇
保
迁
建
、
嵊
州
市
新
医
院
建
设
等
项
目
。

９０
７０

１５
６
湖
州
市
奥
体
中
心
项
目

续
建

湖
州
市
本
级

体
育
场
、
游
泳
池
、
公
园
景
观
建
设
。

１５
１２

１５
７
湖
州
师
院
扩
建
项
目

续
建

吴
兴

建
筑
面
积
２８
万
平
方
米
。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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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８
乐
清
市
山
区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改
造
工

程

新
建
／

改
建

乐
清

大
荆
中
学
拆
扩
建
、
大
荆
和
镇
安
中
心
幼
儿
园
建
设
等
。

１０
１０

１５
９
天
台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

改
建

天
台

天
台
山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
占
地
１２
０
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６８
００
０
平
方
米
；
县
文
化
馆
，

总
建
筑
面
积
５５
００
平
方
米
；
县
体
育
中
心
建
设
工
程
。

４
４

１
９

五
、
生
态
屏
障
建
设
工
程

４７
０
３

３６
８
３

１６
０
浙
江
省
山
洪
地
质
灾
害
防
御
气
象
保

障
工
程

新
建

山
区

更
新
和
加
密
自
动
气
象
站
、
新
建
土
壤
水
分
自
动
观
测
站
，
建
设
新
一
代
天
气
雷

达
，
新
增
局
地
警
戒
天
气
雷
达
、
风
廓
雷
达
、
车
载
多
普
勒
天
气
雷
达
；
山
洪
地
质
灾

害
气
象
预
警
能
力
建
设
；
通
信
网
络
承
载
和
传
输
能
力
建
设
；
装
备
运
行
监
控
和
保

障
系
统
建
设
。

９
７

９
７

１６
１
千
岛
湖
、
新
安
江
和
富
春
江
流
域
水

资
源
和
水
环
境
保
护
工
程

新
建

淳
安
、
建
德

水
源
地
保
护
、
水
生
态
修
复
、
工
业
污
染
整
治
、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整
治
、
河
道
疏
浚
整

治
、
防
护
林
、
水
质
监
测
。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２
“
三
江
两
岸
”
生
态
景
观
保
护
与
建

设
新
建

钱
塘
江
、
瓯
江
、
富

春
江
、
新
安
江
沿

线
各
县
（
市
、
区
）

生
态
景
观
保
护
与
建
设
、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与
整
治
、
生
态
修
复
与
改
造
、
农
业
和
农

村
、
工
业
污
染
整
治
。

５０
３０

１６
３
乐
清
市
山
区
生
态
保
护
工
程

新
建

乐
清

大
荆
污
水
处
理
工
程
等
。

７
５

７
５

１６
４
温
州
山
区
县
市
污
水
垃
圾
处
理
项
目

新
建

平
阳
、
文
成
等
地

平
阳
、
文
成
等
地
污
水
处
理
厂
及
污
水
配
套
管
网
，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池
建
设
；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厂
工
程
、
垃
圾
填
埋
场
垃
圾
中
转
站
等
。

１９
６

１９
６

１６
５
泰
顺
县
生
态
乡
镇
创
建
工
程

新
建

泰
顺

申
报
创
建
８
个
国
家
级
生
态
乡
镇
，
基
本
达
到
国
家
级
生
态
县
指
标
要
求
。

２
２

１６
６
永
嘉
生
物
防
火
林
带
等
建
设
工
程

新
建

永
嘉

生
物
防
火
林
带
１０
００
０
公
里
，
森
林
抚
育
５５
万
亩
，
造
林
与
林
相
改
造
２５
万
亩
。

５
３

１６
７
珊
溪
水
库
综
合
整
治
项
目

新
建

文
成
、
泰
顺
、
瑞
安

珊
溪
水
源
保
护
区
生
态
搬
迁
人
口
统
筹
集
聚
工
程
５８
个
行
政
村
４
万
人
；
水
源
保

护
工
程
，
包
括
水
源
地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
畜
禽
养
殖
污

染
治
理
工
程
、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工
程
、
水
库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
一
级
水
源
保
护
区
安

全
防
护
设
施
、
主
要
支
流
生
态
保
护
与
修
复
以
及
预
警
应
急
体
系
建
设
等
。

１９
１５

１６
８
太
湖
流
域
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五
大
骨

干
水
利
工
程

新
建

湖
州

太
嘉
河
、
环
湖
河
道
整
治
、
苕
溪
清
水
入
湖
河
道
整
治
等
水
利
工
程
。

１５
９

９９

１６
９
湖
州
环
太
湖
印
染
企
业
搬
迁
及
产
业

提
升
改
造
项
目

续
建

湖
州

搬
迁
淘
汰
印
染
企
业
，
淘
汰
低
档
印
染
布
生
产
能
力
。

２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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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７
０
天
台
县
河
道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新
建

天
台

天
台
始
丰
溪
三
桥
至
龙
山
头
段
４
３
公
里
，
平
桥
段
３
８
公
里
；
小
法
溪
水
南
段

３
６
公
里
；
三
茅
溪
白
鹤
段
５
公
里
；
苍
山
溪
坦
头
、
三
合
段
１０
公
里
；
桃
源
溪
５
公

里
。

３
９

３
９

１７
１
江
山
钱
塘
江
上
游
污
染
企
业
集
中
搬

迁
工
程

新
建

江
山

承
接
江
山
港
附
近
污
染
企
业
的
集
中
搬
迁
，
发
展
科
技
含
量
高
、
投
资
密
度
大
、
节

能
环
保
的
产
品
生
产
线
。

３２
１９

１７
２
湿
地
公
园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衢
州
市
本
级
、
江

山

保
护
湿
地
资
源
、
天
然
生
态
链
修
复
、
提
高
保
护
管
理
技
术
水
平
和
保
护
能
力
，
建

设
保
护
管
理
设
施
、
科
普
宣
教
、
生
态
旅
游
等
。

３
１

２
１

１７
３
临
海
市
牛
头
山
水
库
水
源
地
保
护
整

治
工
程

新
建

临
海

库
区
移
民
搬
迁
、
水
生
态
修
复
、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整
治
、
水
源
涵
养
林
建
设
。

５
３

１７
４
仙
居
县
永
安
溪
生
态
保
护
与
治
理
工

程
新
建

仙
居

改
建
加
固
重
要
堤
防
８
公
里
，
整
治
河
道
２５
０
米
，
新
建
防
洪
堤
７
８９
公
里
，
裁
弯

取
直
河
道
６８
０
米
，
新
建
橡
胶
坝
１
座
，
新
建
排
涝
闸
６
座
。

２
４

２
４

１７
５
遂
昌
县
三
溪
综
合
治
理
工
程

新
建

遂
昌

提
升
新
城
区
２５
４
５
公
里
河
道
防
洪
能
力
，
使
县
城
规
划
区
总
体
达
到
２０
—
５０
年

一
遇
防
洪
标
准
，
修
建
７
７５
公
里
生
态
河
道
。

２
１

２
１

六
、
生
态
旅
游
发
展
工
程

１４
２９
９

７７
８
５

１７
６
千
岛
湖
国
际
度
假
旅
游
综
合
体
项
目

续
建

淳
安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
生
态
森
林
公
园
、
体
育
休
闲
中
心
等
。

６５
２０

１７
７
临
安
天
目
山
生
态
旅
游
综
合
体
项
目

续
建

临
安

景
区
提
升
改
造
、
珍
稀
植
物
园
，
国
际
生
物
圈
工
程
博
物
馆
、
度
假
酒
店
、
运
动
休
闲

及
配
套
设
施
。

２０
１０

１７
８
奉
化
阳
光
海
湾
项
目

续
建

奉
化

旅
游
度
假
区
、
烟
花
展
示
厅
等
。

３０
２５

１７
９
象
山
半
边
山
旅
游
开
发
项
目

续
建

象
山

开
发
２
平
方
公
里
，
集
休
闲
、
度
假
、
运
动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旅
游
区
。

２０
１７

１８
０
苍
南
柳
垄
—
沛
乃
滨
海
旅
游
度
假
区

新
建

苍
南

柳
垄
、
沛
乃
沙
滩
大
开
发
，
建
设
柳
垄
—
沛
乃
度
假
、
休
闲
、
会
务
中
心
、
规
划
用
地

１０
０
亩
。

２０
５

１８
１
苍
南
霞
关
妈
祖
文
化
园

新
建

苍
南

总
建
设
用
地
３０
０
亩
，
建
设
妈
祖
宫
殿
及
配
套
设
施
。

１０
３

１８
２
雁
荡
山
综
合
旅
游
建
设
大
提
升
工
程

新
建

乐
清

芙
蓉
池
旅
游
服
务
基
地
基
础
设
施
、
雁
荡
山
旅
游
度
假
区
、
国
际
网
球
度
假
区
、
奥

特
莱
斯
购
物
中
心
建
设
。

３０
２０

１８
３
乐
清
市
芙
蓉
池
湿
地
公
园

新
建

乐
清

该
项
目
开
发
总
面
积
１１
００
０
多
亩
，
其
中
池
面
水
体
４０
００
多
亩
，
池
内
盐
碱
地

７０
００
亩
。
开
发
建
设
白
金
五
星
级
酒
店
、
会
展
中
心
、
旅
游
接
待
中
心
、
康
体
养
生

中
心
、
游
艇
俱
乐
部
、
企
业
会
所
、
分
权
式
酒
店
群
、
水
上
运
动
训
练
基
地
、
湿
地
博

物
馆
等
项
目
。

３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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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８
４
乐
清
雁
荡
山
西
门
岛
海
洋
度
假
区

新
建

乐
清

规
划
占
地
１０
０
公
顷
，
开
发
建
设
生
态
度
假
旅
游
村
、
民
俗
街
、
海
捞
体
验
天
地
及

泥
格
子
纵
情
天
地
、
红
树
林
度
假
酒
店
、
“
风
之
谷
”
婚
纱
摄
影
基
地
等
。

１０
１０

１８
５
平
阳
县
休
闲
旅
游
产
业
提
升
工
程

新
建

平
阳

南
雁
荡
山
改
造
利
用
和
综
合
整
治
、
顺
溪
知
音
涧
景
点
、
南
雁
荡
山
东
西
洞
景
区
南

入
口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
腾
蛟
镇
卧
牛
山
文
化
园
及
人
文
旅
游
景
区
建
设

工
程
、
苏
步
青
纪
念
馆
及
配
套
设
施
、
碑
林
群
改
扩
建
工
程
、
南
麂
景
点
提
升
及
基

础
设
施
等
建
设
项
目
。

２１
１６

１８
６
泰
顺
中
国
廊
桥
博
物
园

新
建

泰
顺

建
设
廊
桥
博
物
园
接
待
中
心
区
、
廊
桥
文
化
交
流
区
、
特
色
民
俗
区
、
生
态
体
验
区

等
。

５
５

１８
７
泰
顺
廊
桥
—
氡
泉
生
态
休
闲
度
假
区

新
建

泰
顺

廊
桥
文
化
旅
游
区
、
九
峰
野
战
探
险
休
闲
区
、
氡
泉
养
生
休
闲
区
及
配
套
服
务
设

施
。

１２
０

１５

１８
８
泰
顺
国
际
影
视
文
化
产
业
基
地

新
建

泰
顺

泰
顺
国
际
影
视
文
化
产
业
基
地
项
目
（
一
期
）
，
包
括
专
家
创
作
室
、
动
漫
创
意
区
、

欧
美
风
情
及
民
国
风
情
影
视
拍
摄
区
、
文
化
会
展
交
流
中
心
等
，
配
套
建
设
泰
顺
雅

承
线
连
接
影
视
孵
化
基
地
道
路
。

２８
１０

１８
９
文
成
百
丈
說
·
飞
云
湖
生
态
旅
游
度

假
区
项
目

续
建

文
成

天
顶
湖
、
铜
铃
山
、
巨
屿
、
在
外
温
州
人
之
家
、
珊
溪
下
湾
等
十
大
旅
游
接
待
中
心
和

百
丈
飞
瀑
、
刘
基
故
里
、
铜
铃
山
、
龙
麒
源
等
八
大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及
提
升
工
程
。

打
造
成
以
度
假
、
旅
游
休
闲
、
康
体
养
生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浙
南
最
佳
生
态
休
闲
度
假

旅
游
目
的
地
。

６６
３２
５

１９
０
永
嘉
县
枫
孤
溪
旅
游
服
务
区

新
建

永
嘉

项
目
总
用
地
１２
１８
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２１
４４
３７
平
方
米
，
旅
游
服
务
综
合
。

４０
１２

１９
１
永
嘉
县
青
峰
山
休
闲
度
假
区

新
建

永
嘉

项
目
总
用
地
３２
０
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１８
万
平
方
米
，
功
能
定
位
为
会
议
中
心
、
养
生

休
闲
及
高
档
住
宅
小
区
。

５０
３０

１９
２
永
嘉
县
大
若
岩
旅
游
服
务
中
心

新
建

永
嘉

项
目
总
用
地
５５
亩
，
建
筑
面
积
２
６５
５
万
平
方
米
，
功
能
为
旅
游
综
合
服
务
。

２
５

２
５

１９
３
太
湖
旅
游
度
假
区
项
目

续
建

湖
州

建
设
温
泉
度
假
酒
店
，
以
及
滨
湖
大
道
、
生
态
修
复
等
工
程
。

３０
２０

１９
４
安
吉
南
部
生
态
休
闲
经
济
度
假
区
项

目
续
建

安
吉

天
荒
坪
、
报
福
、
章
村
、
环
灵
峰
山
等
重
点
观
光
旅
游
、
养
生
商
务
、
运
动
休
闲
及
配

套
设
施
。

４０
２０

１９
５
长
兴
图
影
高
端
休
闲
度
假
区
项
目

续
建

长
兴

会
议
中
心
、
体
育
公
园
、
观
光
农
业
等
项
目
。

４０
２５

１９
６
浙
江
温
泉
湖
国
际
度
假
旅
游
区

新
建

嵊
州

建
成
以
温
泉
休
闲
为
特
色
、
集
高
档
休
闲
度
假
、
商
业
会
务
、
观
光
旅
游
为
一
体
的

温
泉
主
题
性
山
水
休
闲
度
假
旅
游
区
。

６
４

１９
７
嵊
州
市
福
全
山
水
旅
游
度
假
村

新
建

嵊
州

建
设
集
农
业
观
光
、
旅
游
度
假
、
养
生
居
住
于
一
体
的
休
闲
度
假
村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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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９
８
金
华
市
南
山
休
闲
旅
游
区
项
目

新
建

金
华

仙
源
湖
度
假
区
等
５
大
区
块
的
酒
店
、
旅
游
景
点
开
发
、
古
镇
保
护
开
发
及
基
础
设

施
、
公
共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

３０
１６

１９
９
中
国
（
东
阳
）
古
生
物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区
项
目

新
建

东
阳

东
阳
恐
龙
遗
迹
保
护
公
园
、
中
国
古
生
物
化
石
埂
苑
、
东
阳
恐
龙
馆
、
矿
石
精
品
馆
、

国
际
展
览
交
流
中
心
等
。

２６
２６

２０
０
浙
江
兰
溪
旅
游
度
假
区
项
目

新
建

兰
溪

度
假
区
Ｂ
区
、
基
础
设
施
、
旅
游
娱
乐
设
施
及
旅
游
地
产
建
设
。

１５
１５

２０
１
浙
江
磐
安
云
山
省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磐
安

规
划
总
面
积
２３
６
平
方
公
里
。

７５
８

３０

２０
２
浦
江
仙
华
山
国
际
温
泉
度
假
区
项
目

续
建

浦
江

仙
华
山
温
泉
旅
游
休
闲
会
所
、
度
假
酒
店
等
设
施
。

８
７

２０
３
武
义
温
泉
生
态
资
源
保
护
与
开
发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武
义

建
成
温
泉
旅
游
休
闲
养
生
度
假
运
动
为
主
导
的
国
内
一
流
旅
游
休
闲
度
假
中
心
。

２０
１７

２０
４
衢
州
信
安
湖
旅
游
开
发

新
建

衢
州

游
船
码
头
建
设
、
江
滨
公
园
局
部
改
造
沿
江
亮
化
、
美
化
，
信
安
湖
现
有
桥
梁
亮
化

修
饰
，
同
时
购
置
水
上
娱
乐
船
只
、
开
辟
水
上
娱
乐
场
所
，
湖
两
岸
建
设
部
分
人
文

景
观
，
打
造
信
安
湖
八
景
，
湖
西
岸
建
设
一
批
休
闲
度
假
设
施
。

３０
３０

２０
５
常
山
特
色
旅
游
项
目

新
建

常
山

含
特
色
旅
游
项
目
建
设
、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等
。

１３
１３

２０
６
“
中
国
丹
霞
”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
—
—

江
郎
山
国
际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集

聚
区

新
建

江
山

规
划
面
积
１２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一
个
包
括
世
遗
文
化
休
闲
区
、
清
漾
毛
氏
文
化
感

知
区
、
山
里
河
马
文
化
休
闲
运
动
区
、
集
镇
商
贸
文
化
配
套
区
等
４
个
区
块
。

４０
１０

２０
７
江
郎
山
保
护
性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续
建

江
山

江
郎
山
—
清
漾
核
心
景
点
和
廿
八
都
—
浮
盖
山
核
心
景
区
的
保
护
管
理
设
施
、
环

境
整
治
和
导
引
设
施
建
设
。

１０
８

２０
８
钱
江
源
生
态
文
化
休
闲
旅
游
度
假
区

建
设
项
目

续
建

开
化

建
设
苏
古
线
、
西
里
线
、
黄
衢
南
高
速
线
江
源
互
通
、
南
华
山
等
通
景
公
路
３５
公

里
，
旅
游
集
散
平
台
，
五
星
级
酒
店
２
家
，
以
及
钱
江
源
、
古
田
山
、
南
华
山
等
景
点

和
接
待
设
施
。

３０
２０

２０
９
开
化
特
色
旅
游
项
目

新
建

开
化

含
旅
游
项
目
、
基
础
设
施
及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等
。

１３
１３

２１
０
中
国
（
开
化
）
根
雕
文
化
创
意
园

新
建

开
化

主
要
建
设
根
博
园
（
三
期
）
、
根
雕
文
化
产
业
园
、
茶
文
化
博
览
园
、
非
遗
博
览
园

等
。

１０
５
５

２１
１
龙
游
石
窟
旅
游
度
假
区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龙
游

利
用
张
家
埠
江
心
洲
等
，
新
建
集
体
育
运
动
、
度
假
酒
店
等
于
一
体
的
综
合
度
假

区
。

２０
１５

２１
２
龙
游
龙
文
化
产
业
创
业
园
（
城
市
绿

心
绿
肺
）

新
建

龙
游

文
化
创
意
、
休
闲
旅
游
、
城
市
生
态
等
集
一
体
的
综
合
体
。

５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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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３
三
门
蛇
蟠
文
化
旅
游
休
闲
创
意
岛

续
建

三
门

建
设
环
岛
公
路
、
集
散
中
心
广
场
、
客
运
码
头
、
绿
化
、
滨
海
娱
乐
区
等
。

１０
６

４

２１
４
天
台
绿
城
石
梁
旅
游
综
合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天
台

用
地
面
积
８３
００
亩
，
建
设
国
际
生
态
度
假
旅
游
区
、
特
色
小
镇
、
五
星
级
度
假
酒

店
、
高
山
滑
雪
场
、
节
庆
活
动
场
所
、
宗
教
精
神
场
所
、
老
年
度
假
公
寓
、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等
。

５０
１０

２１
５
天
台
旅
游
休
闲
集
聚
区
工
程

新
建

天
台

规
划
面
积
８
２
平
方
公
里
，
建
设
观
光
朝
觐
区
、
旅
游
商
品
流
通
区
、
旅
游
接
待
区

及
风
情
小
镇
等
。

３０
５

２１
６
天
台
宗
教
文
化
场
所
修
复
工
程

新
建

天
台

修
建
桐
柏
宫
、
修
禅
寺
、
天
台
道
学
院
、
菩
提
院
（
护
国
寺
）
、
华
顶
茅
蓬
、
宝
华
寺
、

传
教
院
等
宗
教
场
所
。

６
２

３

２１
７
丽
水
环
南
明
湖
旅
游
景
区
项
目

续
建

丽
水

名
人
南
明
、
白
云
森
林
、
万
象
山
、
浪
漫
白
岩
、
琵
琶
岛
、
古
城
岛
、
中
岸
岛
等
。

３０
２５

２１
８
丽
水
生
态
休
闲
养
生
基
地
项
目

新
建

丽
水

遂
昌
湖
山
、
莲
都
瓯
江
风
情
、
云
和
梯
田
、
缙
云
仙
都
等
特
色
鲜
明
的
休
闲
养
生

（
养
老
）
基
地
，
包
括
旅
游
休
闲
、
疗
养
、
保
健
、
度
假
、
康
复
等
内
容
，
打
造
中
国
生

态
休
闲
养
生
第
一
市
。

４０
２５

２１
９
神
仙
居
旅
游
度
假
区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仙
居

一
期
游
客
服
务
中
心
区
项
目
，
建
筑
面
积
约
４２
万
平
方
米
；
二
期
山
谷
风
光
区
项

目
，
建
筑
面
积
约
６０
万
平
方
米
。

２７
１５

２２
０
缙
云
县
“
皇
帝
文
化
谷
”
建
设
项
目

新
建

缙
云

建
筑
面
积
５８
０４
８
平
方
米
及
配
套
设
施
。

２５
１３

２２
１
龙
泉
剑
瓷
文
化
创
意
项
目

续
建

龙
泉

青
瓷
博
物
展
示
区
、
大
师
创
作
区
、
国
际
陶
艺
村
及
商
贸
区
；
宝
剑
文
化
展
示
区
、
大

师
创
作
区
等
。

１０
７

２２
２
龙
泉
中
华
宝
剑
文
化
园

新
建

龙
泉

主
展
馆
、
大
师
园
、
传
统
商
业
街
、
酒
店
、
道
路
等
基
础
设
施
。
总
建
筑
面
积
５５
１

万
平
方
米
，
总
占
地
面
积
２６
７
万
平
方
米
。

１０
８

２２
３
滩
坑
库
区
旅
游
综
合
开
发
工
程

续
建

青
田
、
景
宁

总
规
划
面
积
为
３０
０
平
方
公
里
，
包
括
青
田
生
态
保
护
区
、
休
闲
运
动
、
旅
游
度
假

区
及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景
宁
畲
乡
风
情
旅
游
区
及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２３
１０

２２
４
庆
元
环
百
山
祖
低
碳
休
闲
养
生
养
老

基
地

续
建

庆
元

建
设
以
庆
元
独
特
的
香
菇
文
化
、
廊
桥
文
化
、
红
色
文
化
和
民
俗
文
化
为
内
容
的
百

山
祖
低
碳
旅
游
示
范
区
、
西
洋
殿
生
态
休
闲
度
假
区
、
上
下
湖
湿
地
养
生
度
假
区

等
。

２０
２０

２２
５
环
云
和
湖
生
态
旅
游
开
发
项
目

续
建

云
和

赤
石
、
小
顺
、
三
潭
、
紧
水
滩
、
狮
山
园
林
、
湖
区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生
态
化
改
造
等
。

２０
１５

２２
６
遂
昌
三
墩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区

续
建

遂
昌

以
好
川
文
化
遗
存
、
古
民
居
建
筑
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集
中
保
护
为
载
体
，
展
示
碳

陶
、
乡
土
、
民
俗
等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
建
设
融
文
化
旅
游
、
商
贸
流
通
和
科
普
教
育
为

一
体
的
文
化
产
业
园
区
。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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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７
遂
昌
黄
金
休
闲
旅
游
度
假
区

续
建

遂
昌

在
国
家
４Ａ
级
景
区
基
础
上
，
建
成
集
休
闲
度
假
、
养
生
康
疗
、
旅
游
购
物
、
文
化
展

演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省
级
旅
游
度
假
区
，
“
十
二
五
”
期
间
建
成
以
黄
金
矿
山
文
化

为
特
色
的
５Ａ
级
景
区
。

２０
１２

２２
８
新
昌
十
里
潜
溪
旅
游
综
合
体
项
目

新
建

新
昌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
度
假
酒
店
、
生
态
森
林
公
园
、
体
育
休
闲
中
心
等
。

２０
１５

七
、
低
丘
缓
坡
开
发
工
程

８７
８７

２２
９
低
丘
缓
坡
开
发
项
目

新
建

山
区

开
发
低
丘
缓
坡
５０
万
亩
。

８７
８７

八
、
人
才
科
技
支
撑
工
程

１６
４
６

１２
０
７

２３
０
富
阳
天
鸿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新
建

富
阳

艺
术
创
作
、
文
化
实
践
、
教
育
培
训
等
，
建
筑
面
积
２１
５
万
平
方
米
。

１６
１０
５

２３
１
富
阳
颐
高
圣
泓
工
业
设
计
园

新
建

富
阳

建
筑
面
积
２
３
万
平
方
米
，
工
业
设
计
、
研
发
及
运
营
中
心
。

５
６

５
２

２３
２
富
阳
银
湖
数
字
科
技
城
项
目

新
建

富
阳

建
筑
面
积
１４
万
平
方
米
，
建
成
集
总
部
经
济
、
科
技
研
发
、
创
业
孵
化
、
转
化
与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数
字
科
技
城
。

８
８

２３
３
艾
健
杭
州
银
湖
国
际
生
物
医
药
科
技

园
新
建

富
阳

生
物
医
药
研
发
、
康
体
检
测
中
心
及
跨
国
公
司
研
发
基
地
、
高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基
地

等
。

８
８

２３
４
杭
州
赛
伯
乐
科
技
创
新
园

新
建

富
阳

集
总
部
经
济
、
科
技
研
发
于
一
体
。

６
６

２３
５
泰
顺
（
大
安
）
生
态
科
技
创
业
园
设

施
工
程

新
建

泰
顺

建
设
用
地
１０
００
亩
，
引
进
３—
５
家
投
资
强
度
大
的
规
模
企
业
。

１０
５

２３
６
浙
江
大
学
国
家
大
学
科
技
园
（
长

兴
）
项
目

新
建

长
兴

总
建
筑
面
积
２７
万
平
方
米
。

１５
１４

２３
７
永
康
五
金
产
业
创
意
中
心

新
建

永
康

占
地
４８
０
亩
，
总
建
筑
面
积
６８
万
平
方
米
。

１１
１１

２３
８
浦
江
绿
谷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园

新
建

浦
江

规
划
面
积
２６
平
方
公
里
，
核
心
区
块
２０
００
亩
。

３０
２０

２３
９
银
江
江
山
技
术
创
新
平
台

新
建

江
山

产
业
园
规
划
占
地
１０
０
亩
，
建
设
智
能
电
网
研
发
中
心
、
现
代
物
流
研
发
中
心
、
高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
三
省
边
界
总
部
经
济
、
数
字
城
市
体
验
、
院
士
工
作
站
、
电
子
及

国
际
商
务
等
。

５
５

２４
０
台
湾
农
民
创
业
园
项
目

新
建

仙
居
、
苍
南
、
庆

元
、
衢
江
、
吴
兴

特
色
农
产
品
种
养
与
加
工
、
农
业
生
态
观
光
及
配
套
基
础
设
施
。

２０
１８

２４
１
中
国
（
遂
昌
）
竹
炭
制
品
应
用
研
发

创
新
产
业
园

续
建

遂
昌

在
原
有
竹
炭
产
业
集
聚
及
３Ａ
景
区
基
础
上
全
面
转
型
升
级
，
建
成
集
竹
炭
制
品

科
创
、
生
产
、
销
售
、
展
示
、
科
普
教
育
、
交
易
市
场
、
休
闲
旅
游
为
一
体
的
４Ａ
级
综

合
性
特
色
产
业
功
能
景
区
。

３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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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扩大进口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６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稳增长、调结构、

促平衡”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进口

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

〔２０１２〕１５ 号）精神，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进一
步发挥进口在促进贸易平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保障资源能源供应、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扩大进

口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贯彻

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建设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服务于“资源小省、制造

大省”的经济特点，贡献于“产业转型、经济跨越”

的关键时期，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

扩大资源能源商品、先进技术和关键装备、高质量

安全消费品的进口，加快外贸转型升级，促进贸易

平衡，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促进

贸易平衡；坚持进口与扩大内需衔接，促进扩大消

费；坚持进口与产业发展结合，提高我省经济国际

竞争力；坚持进口和“走出去”联动，进一步拓宽

进口渠道；坚持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互补，加大进

口支持力度；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紧密结合，

积极构建进口贸易在全省的合理布局。

（三）目标任务。配合“四大国家战略举措”，

搭建一批进口平台；完善进口市场体系，培育一批

进口龙头企业和进口商品分销企业；加快实施

“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境外资源的合作开发利

用。通过各方努力，进口贸易便利化程度明显提

高，进口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全省形成东部有宁

波—舟山国际枢纽港，中西部有义乌全球小商品

集散中心，各地有一批进口平台、进口骨干企业和

进口分销渠道，点面线结合的全省进口布局。争

取“十二五”时期，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进口

在外贸中的比重明显提高；进口在促进全省经济

转型升级、提升人民群众消费水平等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我省进口在全国的影响力、占全国的比重

进一步提高，为全国对外贸易平衡作出应有贡献。

二、进一步完善进口市场体系

（四）培育各类进口主体。建立重点进口企

业联系制度，加强大中型进口企业的培育，形成若

干个面向全国市场的大型、综合性进口企业集团。

在中小企业中选择一批业务能力强、经营商品符

合我省产业发展需求和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消费水

平提高的骨干企业，集中力量进行培育，形成一批

专业化进出口队伍。

（五）促进进口市场多元化。配合实施出口

市场多元化战略，优化进口国家和地区结构。拓

展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和商品范围，注重从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根据内地与香港、

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等安排，扩大从港澳台地区进口。鼓励企

业充分利用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的自贸区关税减

让协定，推动进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六）促进进口和国内流通的衔接。鼓励我

省大中型流通企业与境外供应商、省内进口商建

立业务合作联系，减少中间环节。支持有实力的

外贸企业整合进口相关环节，打造“国际采购—

进口—自营销售”一体化平台。鼓励企业代理经

营国外品牌消费品，发展自营销售平台。根据市

场需求，在杭州、宁波、义乌等城市规划建设若干

进口商品交易中心，打造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进

口商品交易市场，提升进口组织化程度和交易市

场集聚化水平。对检验检疫合格的进口商品，进

入国内市场流通后，省内其他单位不再检验、检

测。

三、大力拓展进口渠道

（七）扩大一般贸易进口。认真落实国家加

强进口的政策措施，抓住部分商品进口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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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扩大我省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

件、重要资源能源性产品、新型环保装备等进口；

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改造，通过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探

索机械设备、船舶等大型进口设备融资租赁业务；

加快发展与现代产业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进口，

有序扩大高端生活性服务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

进口。

（八）巩固加工贸易进口。鼓励加工贸易企

业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含量和培育自主品牌，

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本土企业进入

加工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充分运用国内外“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做大做强，巩固加工贸易国际

市场份额；加快加工贸易企业内销体系建设，拓展

内销渠道；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加工贸

易发展。

（九）积极利用境外资源能源。完善境外投

资产业和国别、地区导向政策，进一步加大境外资

源能源合作开发力度，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

通过多种形式到具备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资源

能源合作开发，缓解我省资源能源短缺的矛盾。

着力构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开展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的合作开发机制，建立我省稳定的重要资源能

源境外补给基地，实现资源能源全球配置。加强

跨部门的沟通协调，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开展境外

投资的重大问题。

四、积极培育进口平台

（十）充分发挥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

所的作用。鼓励企业用足用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和保税监管场所的特殊优惠政策，以保税仓储的

方式进口战略性、资源型物资，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引导企业在保税区域场所设立采购中心、分

拨中心和配送中心，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

本，扩大工业原材料和生活消费品进口。大力支

持杭州、宁波、嘉兴、舟山、义乌、温州等地加快建

设保税区域、场所、进口基地。

（十一）推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的建设。抓

住我省实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

等国家战略举措的机遇，充分发挥我省港口优势，

增强进口商品集散交易功能，建立国内外有影响

力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

取宁波大宗商品交易所和舟山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的大宗商品进口资质。

（十二）支持专业市场拓展进口功能。因地

制宜，依托我省发达的专业市场，大力培育进口交

易平台。支持专业特色明显、市场交易规模大的

专业市场拓展进口贸易功能。以推进国际贸易综

合改革试点为契机，大力推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

口商品馆建设，把义乌市建设为我省乃至全国的

进口消费品集散中心。

（十三）积极培育进口商品展会。探索举办

进口商品展会，打造优质共享的进口商品展会交

易平台。扩大进口商品展销规模，探索与国外知

名展览机构合作举办进口展会。借助义博会、消

博会、纺博会等展会平台，邀请国外参展商参展，

组织我省采购商参加展会。组织企业积极参加广

交会、华交会、跨国采购大会以及境外的各类展

会，为我省采购商与境外生产商牵线搭桥，拓宽进

口渠道。有针对性地组织企业赴境外开展商品采

购活动。

五、加大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十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企业

扩大进口省内紧缺资源能源、重要装备、先进技

术；支持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艺，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

牌；对重点进口平台、重点进口企业、进口分销体

系、进口信用保险、进口促进及公共服务等方面予

以支持；鼓励企业开发利用境外资源能源，支持回

运资源性产品。

（十五）完善进口风险保障制度。鼓励商业

保险公司推出支持进口的保险产品和服务，降低

企业进口风险。充分发挥中信保浙江分公司的信

息资源，为企业做好进口国别、进口产品及行业、

国外供应商等相关信息的服务支持工作。积极推

进“进口预付款信用保险”和“国内贸易信用保险

（进口保理）”两项进口信用保险产品的试点，对

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的进口

提供风险保障。加快发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对

大中型流通企业进口货物的国内销售提供风险保

障。

（十六）加大进口金融支持和创新力度。积

极试点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进口信贷固定资

产贷款、资源类商品进口信贷、技术装备类商品进

口信贷、进口信贷型租赁贷款、进口卖方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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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创新业务产品，切实加大进口信贷投入。支持

中资企业借外债带动进口，解决中资企业进口融

资难题。支持我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融资工

具，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区域集优”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流动资金，

增强进口实力。支持辖内法人金融机构发行小微

企业专项金融债，增强信贷投放能力，扩大对省内

外贸型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

（十七）加强外汇市场培育与创新。鼓励金

融机构加大外汇远期、掉期、人民币对外汇期权等

避险工具推广力度。积极推进大小银行合作开办

远期结售汇业务，积极引导企业利用境内期货市

场、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

期保值操作，以规避价格风险。深入开展货物贸

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宣

传和帮扶工作。不断简化汇兑手续，完善进口信

用保险、担保等配套措施，多管齐下消除进口企业

融资、担保、抵押瓶颈。

（十八）推动跨境人民币进口结算业务。通

过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大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宣

传和推广，推动引导外贸企业在进口中使用人民

币结算，享受政策便利。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积

极稳妥开展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使用人民

币进口开证等适合企业进口的金融产品。推动金

融机构稳妥开展进口代付等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

业务，充分利用境外人民币满足企业合理资金需

求。

六、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

（十九）提高企业通关效率。进一步推进分类

通关改革，优化“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模式，

探索无纸化通关改革，扩大税费网上支付试点范

围，提升进口货物通关效率。继续深化“５ ＋ ２”预
约通关、上门查验、担保验放、预归类、预审价、原

产地预确定等服务，帮助企业快速、准确报关，提

高通关效率。加大 ＡＡ类、Ａ 类企业培育力度，为
其提供门到门服务、优先办理货物申报和验放手

续等通关便利措施。落实重大减免税项目前伸服

务机制，提供设备预归类、免税政策咨询等各项服

务，扶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升级，支持省重大项目建

设。进一步完善海关和检验检疫的进口通关协作

机制。

（二十）优化加工贸易管理模式。引导加工

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集

中。大力推行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加大“加贸

通”、Ｅ 账册联网监管系统的推广应用力度，实现
简化手续、科学监管。促进加工贸易货物内销便

利化，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按月集中办理内销征

税手续，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培育自主内销渠道。

（二十一）完善进口产品检验监管。积极探

索进口产品分类管理，按产品风险和收货人分级

情况实施差别化检验监管，以抽查检验替代批批

检验，对优强企业、低风险产品的进口，简化程序，

采取便捷高效的检验监管模式，提高进口检验把

关效率。建立和推行免办 ＣＣＣ（中国强制性产品
认证）企业信用管理模式，对符合条件的免办进

口企业实施诚信企业管理，享受一次申请，一次审

批，一张证明，一年使用的优惠政策。充分运用长

三角检验检疫区域合作机制，与上海、江苏等建立

进口 ＣＣＣ 目录外产品确认信息共享、结果互相采
信等合作关系，为入境通关提供便利。

（二十二）优化检验检疫服务。主动服务重

大项目的发展，对重点引进投资项目的进口设备，

制定专门监管方案，为项目设备进口提供最大程

度的便利。积极支持大型经贸活动，对于活动需

要进口产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给予便捷通关

措施。推行“５ ＋ ２”、“２４ 小时预约申报”的全天
候、无障碍工作模式，提供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服

务，努力实现单证“快”放行、物流“零”滞留的工

作目标。

七、加强进口组织领导

（二十三）完善进口公共服务。完善电子口

岸信息平台建设，为企业提供商务、通关、检验检

疫、物流等方面的综合信息服务。完善商务百事

通外贸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在网站增辟进口专栏，

加强信息发布、政策介绍、信息查询、贸易障碍投

诉、产业损害预警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服务。

简化先进设备进口免税申请程序。加强与大专院

校合作，加快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和不合理限制与措施，

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降低进口环节交易成本。

进一步完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快速反

应监管体系。

（二十四）发挥行业中介组织作用。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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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贸易促进机构在扩大进口中的作用。鼓励进出

口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加强行业指导和自

律，根据需要开展进口政策、培训和商务咨询等服

务。推动我省中介组织加强同大宗商品出口国相

关组织和企业的联系和沟通。加强对重点进口企

业和行业的指导，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加大进口促

进力度。与境外商协会交流合作，搭建商务信息

交流和服务平台。

（二十五）强化进口组织实施。建立省进口

工作协调机制，省政府将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就进

口促进、进口便利化和进口形势等方面进行协商

沟通。各地要参照省的做法，建立健全相应工作

协调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部

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分工，认真落实支持政策，形成

合力，支持进口。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树立进出并举的外贸工作思路，实施促进贸易

平衡的政策体系，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

衡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贡

献。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６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作分工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落实。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省委、省政府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浙委

〔２０１１〕７６ 号）和全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根据任务分工，进一步分解细化
涉及本部门的工作，明确配套政策，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工作进度安排并严格予以落实。省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统筹协调，及时跟踪工作落实情况，每年年底前将工作进展情

况汇总报省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工作分工方案

　 　 一、加强规划指导
１．按照九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的

发展思路、发展目标、重点领域、重点任务和政策

措施，制订落实年度实施方案，明确年度目标任务

和责任分工。（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环保厅、

省能源局负责）

２．在省级以上高新园区、产业集聚区、经济开
发区（工业园区）、工业大县（市、区）规划建设一

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发挥其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主阵地作用，确保省级产业集聚区、省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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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上高新园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每年提高 ３ 个百分点以上；省级以上经
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示范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提高 ２ 个百
分点以上。（各设区市政府负责）

３ 着力抓好电动汽车与智慧电池充电配送
体系建设、家庭光伏发电与智慧局域电网建设、氟

硅新材料与市场开发商业模式创新等标志性产品

规模化推广应用，带动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整

合产学研用各方面资源，统筹各项政策的协同效

应，打造涵盖研发、转化、产业化、试点示范、市场

培育的完整创新链与产业链，形成在全国具有领

先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省科技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环保

厅、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和相关设区市政府参加）

４．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际突破口。
各地要结合实际，突出比较优势，明确重点领域，

率先启动一、两个左右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

培育工作，以求逐个突破，积累经验，有序推进。

（各设区市政府负责）

５ 积极开展工业强县（市、区）与产业集聚
区、高新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区建设的试点

工作，出台围绕提高质量效益、自主创新、结构调

整、“两化”融合、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等五方面 ２３
个指标的工业强县（市、区）、强区建设评价体系，

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省经信委牵头，省

统计局、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财

政厅、省商务厅等部门和各设区市政府参加）

６ 推进特色工业设计基地建设，加快块状经
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省经信委牵头，

省委人才办、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

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知识产权局、省科协等部

门参加）

二、强化科技创新

７ 加大科技投入，力争“十二五”期间全省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增

幅高于“十一五”实际增幅。（省科技厅牵头，省

财政厅和各设区市政府参加）

８．支持重点发展新兴产业的企业加强企业研
究院建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境内外企业

和科研机构在我省设立新兴产业研发机构。（省

科技厅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商务厅、省财

政厅参加）

９ 逐项制订新兴产业技术进步路线图，调整
完善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重点，支持新兴产业按

技术进步路线图开展重点攻关。围绕新兴产业的

发展，积极支持企业主导、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

与申报国家科技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和自然科学

基金等各类项目以及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省科技厅牵头，省财政厅、省知识产权局参加）

１０．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和保护，鼓励
企业联合组建专利技术联盟。（省知识产权局牵

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等部

门参加）

１１ 大力发展研发服务、信息服务、创业服
务、技术交易、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等高技术

服务业，着力培育新业态。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

和技术交易市场建设。（省科技厅牵头，省发改

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省知识产

权局参加）

１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志性产品规模化
推广应用与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实施重大科

技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高端共性技术和瓶颈

技术。（省科技厅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

财政厅参加）

１３．围绕产业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
攻关和系统集成，建设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省科技厅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商务厅、省环保厅、省质监

局参加）

１４．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建设，加快形成一批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

要的地方标准。（省质监局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省科技厅、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卫

生厅、省能源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参加）

１５．大力支持和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品牌建
设，做大做强自主品牌，支持企业到境外注册商

标，培育国际品牌。（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经

信委、省商务厅、省农业厅负责）

１６．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所
需，大力引进各类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建立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机制。引

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参与企业研究

院工作，更好地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提高科技成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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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积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龙头骨干企业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委

人才办、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负责）

三、积极培育市场

１７．组织实施全民健康、绿色发展、智能制造、
材料换代、信息惠民等重大应用示范工程。（省

发改委、省经信委牵头，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卫

生厅、省建设厅等部门参加）

１８．加强新能源并网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市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省能源局牵头，浙

江电监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电力公司参

加）

１９．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废旧商品回收利
用等新型商业模式。（省经信委、省商务厅、省环

保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参加）

２０．落实国家有关创新药物、新能源、资源性
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税费调节机制。（省发改

委、省物价局牵头，省财政厅、省经信委、省国土资

源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浙江电监办、省能源局

参加）

２１．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工作，以
应用创新、标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省经信委牵头，省发改委、省科技厅、

省建设厅、省质监局等部门参加）

２２ 积极开展“三网融合”试点工作。（省经
信委牵头，省广电局、省通信管理局和杭州市、宁

波市政府参加）

２３．加强企业和产品国际认证合作。支持企
业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开展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省商务厅牵头，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知

识产权局参加）

２４．进一步健全药品注册管理的体制机制，完
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支持临床必需、疗效确切、

安全性高、价格合理的创新药物优先进入医保目

录。（省卫生厅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

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参加）

四、加快推进大项目大企业建设

２５．集中力量组织实施若干重大产业创新发
展工程，实现产业化的重大突破。组织实施“百

项工程”项目计划。（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牵头，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参加）

２６ 培育和引进跨省、跨境、跨国的集团总
部，打造集研发设计、运营管理、集成制造、营销服

务于一体的总部基地。（省经信委牵头，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等部门参加）

２７ 引进世界 ５００ 强等跨国公司投资我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省商务厅牵头，省发改委、省经

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参加）

２８．积极引导和推动省级工业龙头骨干企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省经信委牵头，省发改

委、省科技厅等部门参加）

２９．引导和推动省属国有企业加大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力度。（省国资委负责）

五、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

３０．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创新财政资金管理机
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省财政厅负责）

３１．发挥好现有创投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
投向生物、新能源、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

领域。（省发改委牵头，省财政厅、省经信委、省

科技厅、省金融办参加）

３２ 研究完善我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税费激励政策。（省国税局、省地税局、省财政

厅、省物价局负责）

六、增强金融要素支撑

３３．引导金融机构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
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人行杭州中

心支行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环保厅、浙江

银监局参加）

３４．积极推进股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
链融资、贸易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

财政厅、省工商局、省知识产权局、浙江银监局参

加）

３５．加快建立包括财政出资和社会资金投入
在内的多层次担保体系。（省中小企业局、浙江

银监局牵头，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商

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参加）

３６．综合运用风险补偿等财政优惠政策，促进
金融机构加大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

（省财政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牵头，浙江银监局

参加）

３７．优先推荐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符合条件
的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省金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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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办负责）

３８．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符合条件的企
业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

据等，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发行中

小企业集合票据。（省发改委、省中小企业局、人

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省金融办负责）

七、加强土地和环境资源保障

３９．各地在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安排使用
和土地供应上，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

（省国土资源厅、各设区市政府负责）

４０．合理配置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志性产品规
模化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建设的污染物

总量控制指标。（省环保厅、各设区市政府负责）

４１．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
度。（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牵头，省财政厅、省经

信委、省物价局参加）

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４２．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学科建设。
（省教育厅负责）

４３．建立校企联合共建产学研联盟培养人才

的新机制。（省教育厅牵头，省人力社保厅、省科

技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参加）

４４．贯彻落实技术要素参与股权和收益分配
政策，完善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省科技厅

牵头，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参加）

４５．建立和完善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
际的统计监测和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导向明确、指

标科学、责任落实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考

核制度。（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

４６ 全方位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宣传工
作，引导民间资本投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各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

４７ 加强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的
统筹协调，创新工作机制，发挥各相关部门的协调

配合作用，发挥市、县（市、区）、高新园区、经济开

发区、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的主导促进作用，发挥企

业的主体作用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各级促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防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组

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工作，着力
缓解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污染及灰霾问题，根据国家
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和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

方案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制定本实施
方案。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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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认识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全省上下紧紧围绕生态省建设，认真

实施“８１１”环境污染整治行动、“８１１”环境保护行
动和“８１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扎实推进清
洁空气行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省大气污染正

从煤烟型向煤烟和机动车尾气污染共存的复合型

转化，并呈现污染区域不断扩散、污染物相互耦合

等特征，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光化学烟雾和高浓度
臭氧污染日益凸显，灰霾天气时有发生，严重影响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开展大气复合

污染防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人民群众环

境权益的重要抓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生

态浙江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提升全面小康社会

水平、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内

在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

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重要意

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要求，强化责

任，落实措施，抓紧抓好这项工作，力争尽早取得

明显成效。

二、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严格准入，优化布局。

１．严格环境准入。严格限制钢铁、水泥、石
化、化工、有色等高污染项目。环杭州湾地区禁止

新、改、扩建除“上大压小”和热电联产以外的燃

煤电厂，实施“上大压小”的燃煤电厂和石化项目

必须满足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所有城市市区及

近郊禁止新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厂、钢铁、

建材、焦化、有色、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所有

城市建成区、具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条件或

集中供热范围内的工业园区（包括开发区、工业

功能区，下同）禁止新建 ２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
污染燃料锅炉（高污染燃料主要包括燃煤、重油、

渣油、可燃废物及直接燃用的非压缩成型生物质，

下同），其他工业园区应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替代，

原则上不得新建 ２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
锅炉，其他地区禁止新建 １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
污染燃料锅炉；新建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锅炉

的，必须满足总量控制条件。（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２．优化工业布局。认真开展规划环评，引导

区域内重点产业合理布局。县以上城市加快实施

“腾笼换鸟”，对城区内已建大气重污染企业结合

产业布局调整实施搬迁改造，启动实施杭钢、半山

电厂、杭州炼油厂、中策橡胶厂等市区内重污染企

业的搬迁和关停工作。继续推动工业项目向园区

集中，整合提升现有各类工业园区，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２０１２ 年全面启动城区大气重污染企业搬
迁工作，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４ 年、县以上城市到 ２０１５
年基本完成城区大气重污染企业搬迁工作。（省

发改委、省经信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二）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

１．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开发可再生能
源，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水电、核电等新能源，

加快推进液化天然气引进工程。到 ２０１５ 年，建成
覆盖全省主要城市的天然气管网，建立健全清洁、

高效、稳定的现代能源保障体系，实现优质能源供

应和消费多元化。天然气、太阳能、风电、水电、核

电等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每年递

增 １ 个百分点，到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５％以上。（省发
改委、省能源局牵头，省经信委配合）

２．推进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限制高硫分高灰
分煤炭的使用，未配套高效脱硫、除尘设施的燃煤

锅炉和工业窑炉禁止燃用含硫量超过 ０． ６％、灰
分超过 １５％的煤炭。提高煤炭洗选比率，实施低
硫、低灰分配煤工程，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省

发改委、省能源局牵头，省经信委配合）。

（三）强化工业管理，淘汰落后产能。

１．强化工业园区管理。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
热，积极推行“上大压小”、“煤改气”工程或大电

厂集中供热模式，建设和完善热网工程。热电热

网覆盖区域的分散燃煤锅炉必须按期淘汰，其中

环杭州湾地区淘汰全部 １０ 吨 ／小时以下燃煤锅
炉，全省淘汰全部 ６ 吨 ／小时以下燃煤锅炉。２０１２
年全面启动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工程，全省开发区

到 ２０１３ 年、工业园区到 ２０１５ 年基本实现集中供
热。（省经信委牵头，省发改委、省质监局配合）

２．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加强大气污染物排放
企业环保监管，强化装备制造涂装、电子元器件制

造、塑料产品制造、制鞋、喷漆、涂料、印刷等 ＶＯＣｓ
排放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对超标、超总量

排污及生产、使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实

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２０１２ 年制订全省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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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计划，每年完成审核

率不低于 ２５％，到 ２０１５ 年全面完成审核。（省经
信委、省环保厅牵头，省发改委配合）

３．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工
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及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火电、钢铁、建材等

重污染行业及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类行业落后产

能。关闭石灰窑土窑和不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的采石生产企业。淘汰工艺落后的生产稀释剂、

涂料、油墨、黏合剂的小化工企业和污染严重的铸

造冲天炉、单段煤气发生炉等生产工艺及设备。

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面淘汰窑径 ３． ０ 米以下的水泥磨
机（生产特种水泥的除外）；２０１４ 年底前，全面淘
汰 ９０ 平方米及以下烧结机等落后冶金生产设备。
（省经信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四）大力实施脱硫脱硝工程。

１．深化二氧化硫减排。严格控制燃煤总量，新
上项目实施严格的总量替代制度。强化对脱硫设

施的监督管理，确保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设施高效稳

定运行。２０１２年底前，杭钢、宁钢、衢州元立钢铁公
司等钢铁企业全面完成脱硫设施建设并投运，焦化

企业完成焦炉干熄焦改造，并同步建设废气除尘、

脱硫等设施。重点石化企业安装脱硫设施，２０１４
年底前镇海炼化催化裂化装置完成脱硫设施建设

并投运。规模以上建筑陶瓷窑、浮法玻璃生产线安

装烟气脱硫设施，到 ２０１５ 年综合脱硫效率达到
６０％。对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烟气二氧化硫含量大
于 ３． ５％的重点企业采取烟气制酸或其他方式回
收二氧化硫，到 ２０１５ 年脱硫效率达到 ９０％。加快
推进热电厂烟气脱硫设施改造，２０１２ 年底前杭州
市、宁波市完成热电脱硫工程建设，２０１３ 年底前环
杭州湾地区完成热电脱硫工程建设，２０１４ 年底前
全省基本完成热电脱硫工程建设。到 ２０１５ 年，全
省现役 ３５吨 ／小时以上燃煤锅炉烟气脱硫率、脱硫
设施投运率分别达到 ９０％和 ９５％以上。（省环保
厅牵头，省发改委、省能源局配合）

２．全面开展氮氧化物污染防治。新建和在建
燃煤发电机组、热电锅炉同步配套建设高效除尘、

脱硫和脱硝设施。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在确保脱硫

设施高效运行的基础上，开展烟气脱硝治理或低

氮燃烧技术改造，所有火电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应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前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规定的浓度限值。
全面实施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排，每年完成一批

水泥行业脱硝工程建设，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所有水泥
回转窑安装氮氧化物减排设施并投运。（省环保

厅牵头，省发改委、省能源局配合）

（五）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

１．发展绿色交通。实施公交优先战略，不断
增加公共汽车专用道，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减少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污染。加快公交车、出

租车等营运车辆更新换代速度，鼓励天然气、混合

动力等新能源车辆投入营运市场，促进低碳运输

发展。加强营运车辆燃油消耗量检测与监督，限

制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车辆进入运输市场。加

强营运车辆二级维护竣工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

严把营运车辆准入关。强化对低速货车和非道路

机械的环境管理，防范交通运输及事故造成的污

染。加强对码头货物装卸、物料堆场、化工原料运

输车辆的管理，大力整治相关的粉尘或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鼓励自行车等绿色出行，进一步普及

公共自行车，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设区

城市到 ２０１３ 年，温州、金华、台州等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４ 年，衢州、舟山、丽水等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５ 年
建成公共自行车网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

公安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省环保厅配合）

２．强化车辆管理。严格新车与转入车辆准
入，全省新车及转入我省二手车注册登记严格执

行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汽油车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柴油车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国
Ⅳ标准）。加强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监督管理，
在用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与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同

步进行。２０１２ 年底前，实现全省县以上城市机动
车环保定期检测和信息管理体系全覆盖，全面开

展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杭州、宁波、湖州、嘉兴、

绍兴等 ５ 个环杭州湾设区城市及温州市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其他设区城市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县以上城市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机动车排
气定期检测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汽油车）和加

载减速烟法（柴油车）。强化在用车管理，开设车

辆冒黑烟举报电话，开展机动车冒黑烟整治，经定

期检测排气不合格的机动车不得上路。实施“黄

标车”区域限行，加快“黄标车”淘汰进程，２０１２ 年
底前全省县以上城市主城区全面划定“黄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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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行区域，力争每年淘汰“黄标车”不低于 １５ 万
辆，２０１５ 年底前淘汰全部“黄标车”。（省公安厅、
省环保厅牵头，其他有关部门配合）

３．全面提高油品质量。组织制订车用柴油地
方标准（国Ⅳ），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前全省全面供应符
合国Ⅳ标准的车用汽油、车用柴油。切实保障符
合国Ⅳ标准的车用汽油、车用柴油供应，加强油品
供应升级后的市场监管，严格控制车用油品质量，

禁止不符合标准的油品进入市场，确保各种车用

汽油、车用柴油（含车用乙醇汽油和车用甲醇汽

油等）达到标准要求。（省商务厅牵头，省环保

厅、省发改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配合）

（六）加强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排放控制。
１．强化重点工业企业 ＶＯＣｓ 污染治理。全面

推进石油炼制、化工、医药、农药、印刷、家具（玩

具）制造、制鞋、喷漆、涂料、塑料、橡胶以及合成

革等 １１ 个重点行业 ＶＯＣｓ污染治理，提高企业装
备和治污水平。实施 ＶＯＣｓ生产使用全过程封闭
式作业，严格控制“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有组

织 ＶＯＣｓ排放应逐步安装在线监测装置。２０１２ 年
制订工业有机废气治理方案，２０１３ 年制订特征污
染物检测排放地方标准，开始实施有组织排放

ＶＯＣｓ监测，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 １１ 个 ＶＯＣｓ 排放重
点行业完成治理，并确保排气筒排放浓度和厂界

浓度双达标。（省环保厅牵头，省经信委、省质监

局配合）

２．实施城市服务业（餐饮、干洗、加油站等）
有机废气治理。２０１２ 年制订餐饮业、干洗业有机
废气治理实施方案和管理规定，促进城市市区内

餐饮业、干洗业安装符合环保要求的油烟净化、处

理装置，并建立运行维护制度，确保油烟和有机废

气达标排放。环杭州湾地区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设区
市在 ２０１４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在 ２０１５ 年底前基
本完成餐饮业、干洗业有机废气整治。加快推进

加油站、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２０１２ 年底前
全面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并确保油气回收装

置稳定运行。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需安装在线监

控装置的加油站、储油罐应加装在线监控装置。

（省环保厅牵头，省建设厅、省工商局、省商务厅、

省公安厅配合）

（七）加强烟粉尘污染控制。

１．防治重点工业企业烟粉尘污染。以电力、

水泥、钢铁、玻璃、陶瓷、砖瓦等行业为重点，深化

工业烟粉尘治理，实施除尘技术升级改造；其他工

业行业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烟粉尘排放，加强工艺

过程无组织排放管理。电力、钢铁、玻璃、陶瓷、砖

瓦等行业，环杭州湾地区实施行业特别排放标准，

未达标的 ２０１３ 年底前应完成升级改造；其他地区
实施一般限值，未达标的 ２０１５ 年底前完成升级改
造。（省环保厅牵头，省经信委配合）

２．推进“烟尘控制区”和“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建设。全面推进“烟尘控制区”创建，将创建

范围拓展到乡镇和农村。禁止“烟尘控制区”内

各类炉窑灶冒黑烟。加快推进“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建设，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省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全
面建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具备天然气等清

洁能源供应条件的集中供热范围内除热电以外的

燃煤锅炉应按期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改造。２０１３
年底前，设区城市完成燃煤锅炉治理；２０１４ 年底
前，县以上城市完成燃煤锅炉治理；２０１５ 年底前，
全省 ４． ６ 万个工业及民用炉窑全面完成治理。
（省环保厅牵头，省经信委、省工商局配合）

３．控制建筑和道路扬尘污染。建立健全扬尘
管理机制，积极创建绿色工地，落实施工工地围

蔽，做到“六个 １００％”，即施工现场 １００％围挡、
工地砂土 １００％覆盖、工地路面 １００％硬化、拆除
工程 １００％洒水、出工地运输车辆 １００％冲净车轮
车身且密闭无洒漏、暂不开发的场地 １００％绿化。
强化道路扬尘治理，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道路路

面保洁机制，着力提高城镇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县以上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４５％以上。推进城镇园林绿化，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县
以上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３５％以上。大
力开展植树造林，深入实施“１８１８”平原绿化行
动，加强生态公益林、防护林建设，增强森林生态

功能。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完成新造林 ２６０ 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到 ６１％以上。（省建设厅、省林业厅
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省环保厅、省水利厅配合）

４．加强秸秆焚烧和矿山开采监管。制订秸秆
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秸

秆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组织开展秸秆焚烧

遥感监测工作，定期通报秸秆焚烧点。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基本形成秸秆还田和多元利用的格局，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８０％以上。强化矿石开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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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装卸、运输等过程中的污染防治，确保粉尘达

标排放。加快推进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修

复，到 ２０１５ 年需治理修复的废弃矿山治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省农业厅、省国土资源厅牵头，省环
保厅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各级政府是大气

复合污染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充分认识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

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制

订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各项任务的牵头部门要制订具体实施计划，

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要求和具体措施。各有关单

位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大气复合污染

防治工作。

（二）依法治污，严格执法。加快推动《浙江

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规章的出

台，加快制订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氮氧化物、机动

车排气等方面的地方排放标准，完善大气环境保

护地方性法规标准体系。各级环保、公安、工商、

安监、卫生等部门要加强执法联动，依法查处各类

大气环境违法行为。继续实行环境污染有奖举报

制度，鼓励社会各界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大气复

合污染防治工作。

（三）完善政策，多措并举。积极创新有利于

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财政、价格、信贷、用地等政

策。进一步完善高耗能产业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

价政策，贯彻落实燃煤电厂脱硫、脱硝电价等绿色

电价政策。各级财政要加强对按要求淘汰落后产

能、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企业的资金支持。严格工

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未能完成大气污染治

理任务且空气质量状况恶化的城市，要实施区域

限批。

（四）加强宣传，公众参与。广泛开展大气复

合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加大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公

开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积极推进绿色系列创建活动，大力倡

导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形成崇尚

自然、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

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大气环境保护工作。

表 １　 火电行业除尘改造项目

序

号
城市

发电机

组数

（个）

装机容量

（万千瓦）
治理措施

减排要求

（６５Ｔ ／ ｈ以上锅炉）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１２４ ３６１２． ３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 宁波 ８２ １６２３２． ６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３ 温州 １５ ４１１０． ６ 天然气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５

４ 湖州 ４０ １６２４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５ 嘉兴 ８０ ５９２６． 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６ 绍兴 ９４ １８３２． 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 金华 ２３ ２８３２ 新建除尘设施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８ 衢州 ２５ ３８９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９ 舟山 ４ ５７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

１０ 台州 ２２ ５３５４． ２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１ 丽水 ３ ７． 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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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水泥行业除尘改造项目

序

号
城市

生产线

数（条）

生产规模

（吨熟料 ／日） 治理措施 减排要求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１７ ６３０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 宁波 １ ２５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 湖州 １９ ５５０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５

４ 嘉兴 ６ ７１４５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

５ 绍兴 １０ １６７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６ 金华 １０ ２３５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７ 衢州 ２０ ４２５５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表 ３　 燃煤锅炉烟尘治理项目

序

号
城市 企业名称

锅炉

数量

（台）

规模

（蒸吨／
小时）

治理

措施
减排要求 投运时间

１ 宁波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

公司
１ ４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２ 宁波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镇

海港埠分公司
１ ６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 宁波
宁波大名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
１ ４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 温州
温州沿江蒸汽供应有限

公司
３ ５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 温州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

公司
３ ６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６ 湖州
浙江誉华集团湖州印染

有限公司
２ ７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７ 湖州
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２ ２０

除尘

设施

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８ 湖州
湖州新中江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１ １０

除尘

设施

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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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湖州
湖州金?印染实业有限
公司

２ ２０
除尘

设施

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０ 嘉兴
嘉兴市永泉织染有限公

司
１ ３５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１ 嘉兴
桐乡市冠峰热能有限公

司
１ ７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２ 嘉兴
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

有限公司
１ ６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３ 嘉兴
桐乡市中驰化纤有限公

司
１ ４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４ 嘉兴
桐乡市屠甸荣翔热能有

限公司
１ ２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５ 嘉兴 桐乡中欣化纤有限公司 １ ２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６ 绍兴 绍兴大发布业有限公司 １ ８．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１７ 绍兴 绍兴鼎记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６．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１８ 绍兴 绍兴飞亚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５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１９ 绍兴 绍兴飞越印花有限公司 １ １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０ 绍兴 绍兴金渔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１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１ 绍兴 绍兴明业印染有限公司
２ ２０

１ １３．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２ 绍兴
绍兴市大昌祥印染有限

公司

２ ２． ７

１ ４． ３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３ 绍兴
绍兴市佳强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１ １３．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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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绍兴
绍兴市立新印染有限公

司
２ ８．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５ 绍兴 绍兴市鑫和平印染厂 １ ８．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６ 绍兴
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５．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７ 绍兴 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

３ ２０

１ ８．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８ 绍兴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４ ２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９ 绍兴 浙江立盛织染有限公司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３０ 绍兴
浙江绍兴达亿染整有限

公司
１ ２．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３１ 绍兴
浙江天和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６． ６

１ ８．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３２ 绍兴
绍兴百隆特宽科技有限

公司
１ ２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３ 绍兴
绍兴东泰聚合材料有限

公司
３ １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４ 绍兴
绍兴功兴针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５ 绍兴
绍兴海神印染制衣有限

公司
１ １３．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６ 绍兴 绍兴锦尚纺织有限公司 １ ４．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７ 绍兴
绍兴市富士豪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８ 绍兴
绍兴市华绅纺织品整理

有限公司
１ １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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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绍兴
绍兴市欣浩化工有限公

司
１ ２．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０ 绍兴
绍兴市跃进印染有限公

司
２ １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１ 绍兴
绍兴通晟特种印花有限

公司
１ ２．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２ 绍兴
绍兴新联兴纺织服装有

限公司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３ 绍兴
浙江格耐斯纺织服装集

团有限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４ 绍兴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３ ２２． ９

４ ２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５ 绍兴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

公司
１ 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６ 绍兴 浙江宏健纺织有限公司 １ ４．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７ 绍兴
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

公司
１ ５． ９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８ 绍兴
浙江龙翔针织科技有限

公司

２ ５

１ ２． ７

１ 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９ 绍兴
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０ 绍兴
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２

１ ３． ６

１ ４．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１ 绍兴
浙江邦友钢管制造有限

公司
１１ ２２

煤气发

生炉改

天然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２ 绍兴 浙江自立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５
煤气发

生炉改

天然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3、994 期) 57

书书书

５３ 绍兴
绍兴芳华化妆品包装有

限公司
１ ０． ５ 窑炉煤

改电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４ 绍兴 新昌新涛电气有限公司 １ ０． ４
有色金

属熔化

炉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５ 绍兴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

有限公司

１ １

１ １．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６ 绍兴 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２ １ 煤改气

１ ０． ５
煤气发

生炉改

天然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７ 绍兴
绍兴县超超染整有限公

司
４ １．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８ 绍兴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３ １． ２

１ １． ８

１ １． ９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９ 绍兴
绍兴县塞特印染有限公

司
４ １．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０ 绍兴
绍兴县永顺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０．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１ 绍兴
绍兴县新泰隆染整有限

公司

１ ４． １

１ ８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２ 绍兴
绍兴县新风印染有限公

司
３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３ 绍兴
绍兴县柯桥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３． ５

１ ４．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４ 绍兴
绍兴建中印染服装有限

公司
１ ４．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５ 绍兴 浙江兴发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４． ９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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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绍兴
绍兴县英吉利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７ 绍兴
绍兴县先锋实业有限公

司
１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８ 绍兴
绍兴县宇华印染纺织有

限公司
１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９ 绍兴
绍兴县第一丝织印染有

限公司
１ ３． ８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０ 绍兴
绍兴县华利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１ 绍兴
绍兴县华翔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２．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２ 绍兴
浙江江南印染股份有限

公司
１ ４．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３ 绍兴
绍兴县洁彩坊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４．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４ 绍兴
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５ 绍兴
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

司

４ ０． １

１ ０． １２

４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６ 绍兴
绍兴县日美漂染有限公

司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７ 绍兴
绍兴宏泰针织制衣有限

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８ 金华
恒昌集团金华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２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９ 衢州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１ ２３． 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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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衢州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１ １３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１ 衢州 龙游云丰纸业有限公司 １ ３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２ 衢州
开化县清华化工有限公

司
１ １０ 关停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３ 衢州
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

公司
１ ３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４ 衢州
浙江仙鹤特种纸有限公

司
２ ７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５ 台州 浙江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１ ２０ 静电

除尘

１ ２０
该锅炉

为备用

锅炉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４　 工业 ＶＯＣｓ治理项目

序

号
城市 行业

企业

数量
重点企业名称 治理措施

减排

能力

（吨 ／
年）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有机化工 ６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大洋厂区、洋溪厂区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１２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２ 杭州 设备制造 １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１２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 杭州 装备制造 １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
喷涂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２７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４ 杭州 电子 １ 宏讯电子工业（杭州）有

限公司

喷涂、清洗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５５ ２０１１

５ 杭州 合成材料 ２

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沙生产基地、

恩希爱（杭州）化工有限

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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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宁波 原油加工 ２
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

中海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

公司

石油液体储存、装卸

呼吸气、有机工艺尾

气、污水集输处理过

程释放气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５４６８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 宁波 有机化工 ６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１２６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 宁波 医药化工 ４
宁波市镇海海德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斯迈克制

药有限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３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９ 宁波 设备制造 １４ 宁波东和船舶修造有限公

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５８２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１０ 宁波 包装印刷 １ 宁波三 Ａ集团有限公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５４ ２０１４

１１ 宁波 电子 １ 宁波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

司

喷涂、清洗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７２ ２０１４

１２ 温州 医药化工 １ 浙江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７２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３ 温州 包装印刷 １ 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７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４ 温州 塑料 ７
浙江建新塑胶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强盟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

原料准备、塑料制造、

塑料成型加工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６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５ 温州 设备制造 ６ 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澳力船业有限公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４０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６ 湖州 医药合成 １ 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司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８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７ 湖州 有机化工 ２
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湖州鑫富新材料有

限公司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４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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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湖州 合成材料 １ 浙江华利皮革有限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３８ ２０１５

１９ 嘉兴 有机化工 ７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９７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０ 嘉兴 合成材料 １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１ 绍兴 医药化工 １６ 浙江思贤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４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２ 绍兴 有机化工 ４
绍兴恒业成有机硅材料有

限公司、浙江德欧化工制

造有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３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３ 绍兴 合成材料 １０ 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０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４ 金华 设备制造 ３

众泰控股有限公司、浙江

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浙

江力霸皇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４１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５ 金华 医药化工 １０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普洛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海森药业

有限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４９２．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６ 金华 有机化工 ３

东阳市兴华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巍华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浦江百炼化工有

限公司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５４ ２０１４

２７ 金华 装备制造 ２ 义乌市义华五金电镀有限

公司等

喷涂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３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８ 金华 合成材料 ５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

司、浙江莹光化工有限公

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９ 金华 塑料 １０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金华威邦塑

胶有限公司等

原料准备、塑料制造、

塑料成型加工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５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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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衢州 有机化工 ２８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

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２５５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１ 衢州 装备制造 １ 浙江开山股份有限公司
喷涂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１９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２ 衢州 合成材料 ２ 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万安塑料有限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６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３ 舟山 原油加工 １ 中海石油石化有限公司

石油液体储存、装卸

呼吸气、有机工艺尾

气、污水集输处理过

程释放气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３５６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４ 舟山 设备制造 ８

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金海湾船业有限公

司）、舟山中远船务工程

有限公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６４０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５ 台州 医药化工 ７０
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天新药业有限

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０３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６ 台州 设备制造 ２９
浙江金刚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金港船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４５３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７ 台州 有机化工 ７ 浙江天和树脂有限公司、

浙江豪博化工有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２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８ 台州 包装印刷 ３

国鑫宏达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金明包装有限公司、

台州森林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９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９ 台州 合成材料 ６
浙江恒泰源聚氨酯有限公

司、浙江银丰合成革有限

公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４０ 丽水 合成材料 ３７
浙江闽锋化学有限公司、

浙江方源人造革有限公司

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７５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3、994 期) 63

书书书

４１ 丽水 塑料 ４
青田万事达塑料有限公

司、青田县陈明饰品有限

公司等

原料准备、塑料制造、

塑料成型加工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４２ 丽水 包装印刷 １ 浙江万欣印业有限公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表 ５　 油气回收项目

序

号
城市 类别

数量

（座 ／台） 治理措施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加油站 ４９８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 杭州 储油库 ８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３ 杭州 油罐车 １９６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４ 宁波 加油站 ３８６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 宁波 储油库 ５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６ 宁波 油罐车 １４０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 温州 加油站 ２１５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 温州 储油库 ７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９ 温州 油罐车 １０６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０ 湖州 加油站 １９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１ 湖州 储油库 ６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２ 湖州 油罐车 ３７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３ 嘉兴 加油站 ２６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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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嘉兴 储油库 ９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５ 嘉兴 油罐车 ５５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６ 绍兴 加油站 ２３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７ 金华 加油站 ２１６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８ 金华 储油库 ９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９ 金华 油罐车 １５０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 衢州 加油站 １６２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１ 衢州 储油库 ２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２ 衢州 油罐车 ４９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３ 舟山 加油站 ２８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４ 舟山 储油库 ２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５ 台州 加油站 １７７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６ 台州 储油库 ２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７ 台州 油罐车 ２２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８ 丽水 加油站 ７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９ 丽水 储油库 １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３０ 丽水 油罐车 ２８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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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黄标车淘汰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底各市黄标车数量）

城市

载客汽车 载货汽车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微型 轻型 中型 重型

各市

合计

（辆）

实施淘汰

时间

杭州 ６９４６ ３７７４２ ４９６５ ２９６９ ８８６８ ２２４１５ ３６０９５ １０６６８ １３０６６８

宁波 ２４５７ １６８６７ ２０１７ ５０６ １５ ８７４４ １０４６７ ３９３７ ４５０１０

温州 ４１５０ ９４８１ ６５９ １４１ ４９ ４０９８ ４６５１ １５７２ ２４８０１

湖州 ６０７ ５０８８ ３３４ ６０ ５０ １３０８ ２８２２ １０８６ １１３５５

嘉兴 １５０１ ９２７３ １０３３ ３１４ ２９５６ ５３２７ １０６８０ ２４９５ ３３５７９

绍兴 ９１０ １２７８９ １０００ ２９９ １５７ ４６４５ ６２０４ ２０２３ ２８０２７

金华 １００６ １２５１７ １５００ ５９２ ４１４３ １０４２６ １１０１６ ６８１３ ４８０１３

衢州 ３１６ ４５１６ ５８２ ４０５ ６４０ ３１０４ ７１８４ ２１００ １８８４７

舟山 １８３ ２１１３ ３８７ １１１ １０３ ９６０ ２１７２ １０３４ ７０６３

台州 ６８０ ６２２３ ４３４ １１９ ３４０ ９２３２ ５８９４ ２８００ ２５７２２

丽水 ４７４ ３７５１ ７８８ ２０３ ８０９ ２４０６ ３４７０ ２６５８ １４５５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表 ７　 扬尘综合整治项目

序

号
城市 类型

规模

单位 数量
治理措施 实施时间

１ 杭州

扬尘综

合控制

区建设

万平

方米
４０００ 主要采取封闭作业、路面硬化和洒水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 宁波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３０００ 主要采取路面硬化和洒水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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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温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０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４ 湖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４８２ 主要采取路面硬化和洒水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５ 嘉兴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５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６ 绍兴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８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７ 金华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１０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８ 衢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４０ 采取地面洒水、裸露地面及时硬化、建筑物

四周围网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堆场 个 ８ 采取建挡风网、表面洒水、盖顶篷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１４００ 采取路面洒水、及时清扫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９ 舟山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４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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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台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５００ 采取遮盖、洒水、封闭等控制措施，设置围

挡、冲洗平台，建设视频监控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堆场 个 １０ 实行密闭、围挡，采取洒水措施，建设视频监

控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０ 采取清洗、冲扫、绿化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１ 丽水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４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１０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渔船安全管理促进渔业安全生产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防止或减少渔船安全事故，保障渔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

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１〕４０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发

〔２０１０〕４７ 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加强渔船
安全管理、促进渔业安全生产，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渔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渔业尤其是海洋捕捞业是我省一项优势产业，

也是公认的高危行业之一。近年来，各地、各有关

部门积极履行职责，落实监管措施，认真做好渔船

安全管理工作，大力推进平安渔业建设，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但是，目前渔船多与渔场小、捕捞能力

大与渔业资源衰退的矛盾日益突出，渔船安全管理

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捕捞渔民盲目追逐效

益，时常发生争占渔场、抗风航行、冒险生产等现

象；海上交通日益繁忙、渔场与航线密集交叉，渔船

之间以及渔船与商船发生碰撞的概率加大；外来渔

工尤其是操作技能经验不足的渔工增多，增加了管

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保平

安、惠民生、促和谐的高度，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

的态度，把加强渔船安全管理、促进渔业安全生产

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抓紧抓好，努力保障渔民安居乐

业、实现渔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二、目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行政监

管责任和渔船主体责任，创新渔船安全管理机制

和管理手段，形成政府统一领导、社会组织协同监

管、生产经营者全面负责、渔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监

管格局，不断提高渔船安全管理的规范化、组织化

和信息化水平，促进全省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实现

根本好转。

（二）主要目标。建立健全以乡镇（街道）、渔

船合作社（包括公司、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下同）

为基础的基层渔船安全生产监管体系。通过 ３—
５ 年的努力，全省 ９８％以上的 ４４ １ 千瓦以上海洋
机动渔船实现联网监控及纳入渔船合作社管理，

９９％以上的内陆渔船实现“数字渔政”联网监管，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993、994 期)68

书书书

海洋捕捞事故发生率、渔民死亡率分别不超过每

万吨产量 ０ ８ 起、０ ６ 人，较大以上渔船安全事故
得到有效遏制。

三、落实渔船安全监督管理各方职责

（三）市县级政府主要职责。加强对本行政

区域内渔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由市、县（市、

区）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建

立健全渔船安全管理工作目标责任制和行政责任

追究制度。加强渔船监管力量配置和经费保障，

推进渔船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四）乡镇级政府主要职责。明确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分管渔船安全管理工作的负责人，

落实本行政区域内渔船安全管理责任制。建立健

全渔船安全管理台账、渔船安全生产分类管理、渔

船合作社安全管理达标考核、渔船出海编组生产

奖励等相关制度。

（五）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责。切实履

行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加强对渔船安全管理工作

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负责年度渔业安全生产

责任目标制定、渔船安全生产考核评价体系建设、

年度生产安全事故控制指标完成情况的组织考核

以及渔船水上事故调查处理的组织协调等。

（六）渔船合作社及船东船长主要职责。渔

船合作社要协助政府做好渔船安全监管工作，负

责渔船船东船长船员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建设，加

强船东船长安全教育与船员业务培训、渔船隐患

排查整治、渔船值班望监督检查及渔船出海作

业动态监管等，确保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到船、到

人。船东对渔船和船员安全负有全面责任，要加

强船员规范管理和劳动保护，依法生产经营，确保

渔船适航。船长对渔船和船员安全负有直接责

任，要做到依法从业、安全驾驶、带班值守、遵章作

业，遇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组织应急处置及自

救互救，积极配合海上搜救机构做好救援工作。

渔船合作社及船东船长的安全管理具体职责和要

求，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四、强化渔船安全隐患治理

（七）加强海上涉渔“三无”船舶治理。各市、

县（市、区）要组织渔业、交通运输、边防、海事等

部门，开展海上涉渔“三无”（无船舶登记证书、无

检验证书、无作业许可证书）船舶排查，建立“三

无”船舶数据库，制订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

实施海上涉渔“三无”船舶分类整治。对大中型

（船长 １２ 米以上）涉渔“三无”船舶出海非法作业
的，要加大打击力度，发现一艘、查处一艘。对小

型（船长 １２ 米及以下）涉渔“三无”船舶符合省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适航条件的，要严格控制船

数、从业范围、作业区域及从业人员，并统一标识、

配齐安全设施，纳入乡镇（街道）安全监管，建立

安全监管名册，同时报送所在县（市、区）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及当地海事机构备案；对不符合适航

条件的，要依法查扣，责令限期整修或报废。纳入

乡镇（街道）安全监管名册的海上小型涉渔“三

无”船舶不享受国家和省相关优惠政策，不得转

让买卖、不得从事非渔业生产活动，一旦发现有违

规行为的，即在安全监管名册中予以清退；严重违

规的，要依法严肃处理。从 ２０１３ 年起，对不在乡
镇（街道）安全监管名册的海上小型涉渔“三无”

船舶，一经查获，一律依法没收后可就地拆解。

（八）加强船证不符渔船治理。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要依法依规治理船证不符渔船现象，对持

有船舶证书但没有实际渔船的，注销其船舶证书；

对渔船主尺度、吨位、完工日期等重要参数船证不

符的，依据渔船检验数据予以变更；对主机功率船

证不符的，在《渔船检验证书》上予以据实备注。

要按照船舶实际情况配备安全设备和船员，按照

《渔业捕捞许可证》载明的主机功率享受渔业油

价补贴。

（九）加强渔船安全隐患定期排查整改。由

船长负责自查、渔船合作社负责核查、乡镇（街

道）负责督查，落实渔船安全隐患定期排查措施。

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限期整改，确保安全；拒

不整改的，由渔船合作社负责报告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实施渔船违章处罚及记分管理。

五、抓好渔船安全源头监管

（十）加强渔船修造企业监管。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要规范渔船修造企业、设计单位资质管理，

严格渔船图纸审查和现场监督检验，确保渔船安

全适航。严格实施渔船建（改）造开工批准制度，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责令停工整改。严禁修

理无证渔船，严禁未取得渔船修造资质的企业建

（改）造和修理渔船，严禁渔船修造企业超资质范

围建（改）造和修理渔船。坚持日常检查和专项

整治相结合，实施定期巡检和区域负责制度，对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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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力导致出现违规修造渔船行为的，要严肃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十一）加强船用产品及救生设备专项整治。

加强渔（船）用产品生产（服务）企业认可管理，把

好安全设施配备关。围绕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

节，加强对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筏等重点渔船救

生设备整治，加强市场巡查和产品抽检，深挖售假

源头和违法销售网络，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对已配备的不合格救生设备，必须采取措施，予以

更换。对造假制劣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查处。

（十二）加强渔船渔具及船员准入管理。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渔船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把好渔船渔具准入关。严格落实渔船签证制度，

实行渔船进出港签证，加强渔港通航管理和渔船

设施安全监督。严格执行渔业船员考试发证制

度，推行职务船员计算机考试与实际操作评定相

结合的考试方法，努力提高渔业从业人员素质。

实行船员准入培训机构分级资质认定，规范培训

工作、提高培训质量。

（十三）加强渔船交易流转监管。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要积极推进渔船交易试点工作，制订渔

船流转交易管理具体办法，明确监管主体，统一交

易标准，规范交易程序。允许 ４４ １ 千瓦及以上渔
船实行省内租赁、挂靠，对租赁、挂靠的渔船要理

顺安全监管关系，落实相应的安全监管责任。

（十四）加强渔港安全监管。渔港建设主管

部门要加强渔港建设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监管。

渔业、公安消防部门要依法将渔港纳入消防监督

管理范围，对新建、改（扩）建的渔港建设工程实

施消防设计审核、验收及备案抽查，涉及公众聚集

场所的应当依法办理消防安全检查手续。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渔业航标管理，加强建设与维

护，确保发挥作用。落实渔港安全管理的主体责

任，对因管理不善导致渔港内发生渔船安全事故

的，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六、推进渔船安全规范化管理

（十五）推动渔船生产组织化。各地要深化

渔业经营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渔船合作社等组织，

推进渔船出海生产编组工作，提高渔船生产组织

化程度，提升渔船安全监管效率和效果。加强乡

镇（街道）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员队伍建设，按照渔

船数量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渔

船安全监管责任和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十六）加强渔船安全管理制度建设。省级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制订渔船违章记分办法，对

４４ １ 千瓦及以上渔船实施安全生产违章记分管
理，违章扣分情况与渔业油价补贴政策挂钩。乡

镇（街道）要建立渔船安全生产分类管理制度，按

照属地管理和“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对 ３ 人
以上渔船的适航、船员管理、编组生产、违规作业

等安全生产情况，实施分类建档、分类管理、分类

评估。建立违规渔船定期公布制度，设立乡镇

（街道）渔船安全生产警示榜。实施对渔船合作

社安全监管工作的量化管理，建立定期达标考核

制度。定期检查编组生产情况，建立渔船出海编

组生产奖励制度，根据考核排名情况对无安全生

产事故的编组单位实施年度奖励。

（十七）建立渔船和船员联网动态监管体系。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借助农业部渔政指挥系统渔

船管理信息平台和我省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

开发建立渔船与船员动态管理数据库。力争通过

３—５ 年努力，实现全省机动渔船的实时监控和渔
业职务船员的联网管理。充分利用渔船安全救助

信息系统，加强对出海生产渔船的实时动态监管；

对系统不开启的渔船要及时督促整改，确保渔船

安全救助信息系统正常使用、发挥作用。

（十八）完善渔船安全监管部门联动机制。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渔船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监

督机制。加强渔业、安监、海事、边防等部门联合执

法，深入开展渔船安全生产日常执法、重点执法和

跟踪执法，严厉打击各类渔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制订实施全省休闲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完

善渔业、工商、旅游、边防、交通运输、海事、安监等

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建立由渔业、质监、工商、经

信、公安等部门组成的渔船救生设备监管机制，严

厉打击渔船救生设备造假制劣等行为。建立由渔

业、边防、海关、海事、外事等部门组成的涉外渔船

管理协作机制，防止发生渔船擅自出境、越界作业

等涉外事件，确保涉外渔船按照批准的作业类型、

场所、时限从事合法及安全的渔业活动。

七、优化渔船安全公共服务

（十九）推广先进适用的渔船安全技术和装

备。各地要建立健全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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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年度检查、淘汰更新、统一维修的财政资金补

助机制，对 ４４ １ 千瓦及以上的大中型渔船统一安
装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对 ４４ １ 千瓦
以下的渔船鼓励其配备一键报警定位终端设备。

加强渔船安全技术支撑体系以及省级重点船用产

品设备检测中心建设，鼓励渔业安全科技研发。

（二十）加强渔船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充分

利用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多种载体，深入开

展渔船安全法制宣传教育，大力普及渔船安全知

识，增强广大渔业企业、渔民依法生产经营和安全

作业的意识。加强对渔船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培

训，特别是渔船合作社要定期组织开展船东船长

面对面教育，每年组织单船应急演练 １ 次以上，提
高渔船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二十一）深化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工作。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一步

深化政策性渔业互助保险工作，完善政策性渔业

互助保险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八、完善渔船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二十二）渔船水上事故的调查。县级以上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渔船水上事故的调

查处理工作。渔船在渔港水域外发生水上事故，

由船籍港所在地相应级别渔船事故调查机构调

查；事故渔船第一到达港与船籍港所在地不一致

的，船籍港所在地渔船事故调查机构可委托第一

到达港渔船事故调查机构调查；不同船籍港渔船

间发生的事故由其共同的上级渔船事故调查机构

处理，也可由其共同上级渔船事故调查机构指定

的有关渔船事故调查机构调查。远洋渔船水上事

故按照农业部相关规定调查。特别重大的渔船水

上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

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相关渔船事故调查机构协助

调查；重大渔船水上事故由省级渔船事故调查机

构组织调查；较大渔船水上事故由市级渔船事故

调查机构组织调查；一般渔船水上事故由县级渔

船事故调查机构组织调查。对在渔港水域外发生

的渔船与非渔船之间的碰撞事故，海事部门会同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后，由海事部门形成

调查处理报告和意见。

（二十三）渔船水上事故的责任处理。对渔

船水上事故负有主体责任的船东船长，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

行政处罚规定》等有关规定，根据事故性质和情

节，给予相应行政处罚；对于严重违章、违规行为，

依法追究船东船长的安全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对渔船水上事故负有监督、管理

责任的相关人员，应根据其渔船安全监管职责及

事故性质和情节，给予相应政纪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渔船水上事故负领导

责任人员，因监管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根

据事故影响的程度及造成的危害，追究相应责任。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结合本地实

际，细化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责任、强化保障、认

真实施，切实做好渔船安全管理和渔业安全生产

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培育和规范浙江网上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９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加快培

育技术市场，规范和促进网上技术交易，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产业化，把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以下简

称网上技术市场）建设成为全国集聚各类市场主

体最多、技术交易规模最大、交易机制最为完善的

技术市场和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产业化的重要平

台，打造成为集聚科技成果的“洼地”、科技成果

交易的品牌“高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速的“快

地”，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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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育网上技术市场主体

１．鼓励技术成果开发主体、受让主体、中介服务
主体、风险投资机构主体、私募投资基金投资主体等

各类主体，以实名制的方式，注册参与网上技术市场

的技术成果交易等活动。探索引进网上技术市场多

元化投资主体，培育和扶持市场化运营主体。

２．培育创新需求。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创新驱
动发展的道路，围绕新产品开发、工艺改进、技术

改造等，通过网上技术市场公布技术需求，采购技

术成果；鼓励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各类主体公开

采购技术成果，开展技术成果转化合资合作的创

业活动。

３．增加有效供给。按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要求，引导高校、科研

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按照市场导向、企业需求，组

织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增加网上技术市场的

有效供给。

４．发展中介服务。引导和促进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向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加强技

术经纪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创造服

务品牌。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间的合作，建立

具有专业特色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联盟，推进技

术供需的有效对接。

５．政府引导市场。科技、经信等部门要通过
网上技术市场，广泛征集企业技术需求、推进科技

成果公开、组织科技项目招标、公布各类科技报

告。打破部门和系统行政垄断，实行政府采购和

事务外包，培育和扩大市场。

二、健全网上技术市场体系

６．统一网上技术市场的品牌、管理制度、交易
规则、数据标准，实现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

合、网上交易服务与网下交易服务相结合、无形市

场与有形市场相结合。

７．完善和提升网上综合技术市场，着力健全
市场功能，强化市场监管，集聚技术信息，实现供

求交互，加强网络环境建设，提升后台服务，保障

网络与信息安全。

８．各设区市要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业
集聚区建设、高新园区转型升级等的需要，培育建

设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网上专业技术市场。

９．各县（市、区）可依托网上技术市场对现有
的分市场进行整改、完善，经审批同意后建设一批

服务当地块状经济发展的网上专业技术市场。

三、强化网上技术市场功能

１０．强化信息交互功能。依托网上技术市场，
集聚与交流产学研技术供求信息。建立与有关部

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国内外技术交易和技术

转移机构以及其他科技网络平台的信息交互，逐

步实现资源共享。强化搜索功能，提供方便快捷

的检索服务。扩充信息交互内容，加快专家信息

库建设，建立技术与人才供求、技术与资本对接的

网上平台。

１１．强化技术交易功能。鼓励技术评估、技术
交易、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投资融资、科技信息等

中介服务机构在网上技术市场注册并开展中介服

务业务，形成中介服务链，提供配套、完善、强大的

交易服务。引入第三方支付的合法主体，提供技

术成果交易结算服务。

１２．强化协同创新功能。充分发挥网上技术
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作用，走“让企业家、产业界

出题，由科技人员和科研机构破题”的技术协同

创新之路。高校、科研院所可通过网上技术市场

承接企业的项目委托和难题招标。鼓励企业通过

网上技术市场进行技术创新需求发包、广大科技

人员和中小企业承接众包。科技部门可通过网上

技术市场征集企业的重大技术需求，凝练重大专

项主题并由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

四、规范网上技术交易

１３．各技术交易主体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浙江省技术市场条例》、《浙江省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进行

技术交易。

１４．技术交易主体应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守信的

原则，依法订立和履行技术合同，规范技术交易行

为。技术出让方应当是出让技术的合法拥有者，

并保证其技术的真实性；技术受让方应当按合同

的约定使用技术、支付费用。

１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
规定，进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法人登记。

从事经纪业务的人员，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

资格证书。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技术经纪人应严

格执行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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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开展科技中介服务，合法取得服务收入。

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保证所提供技术信息的真

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真实反映交易方的履约

能力、知识产权状况，并对交易方的技术秘密负有

保密义务，同时要积极协调技术合同的履行。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在技术交易中，欺骗委托

人，或串通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有关部门要依法严

肃予以处理。

１６．各级科技、工商、税务、知识产权、版权等
部门要加强对技术交易的监督管理，对技术交易

中的非法垄断技术、虚构技术成果信息、侵犯他人

知识产权、编造虚假技术合同等不法行为，要依法

予以打击。对通过编造虚假技术合同骗取认定登

记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直至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１７．科技部门要加强对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
构的监管。定期检查技术合同和交易记录，监督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的认定登记行为。对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机构违规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要依法予以查处。

１８．加强对网上技术市场的执法检查。科技
部门牵头，建立有关部门联合执法的机制，依法惩

处技术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受理并妥善处理有关

网上技术交易的举报投诉。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

法律帮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为维护自

身知识产权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所产生的费用予以

适当补助。

１９．建立技术交易的信用制度。落实信息管
理责任制，技术供求等各类信息的提供、审核和发

布实行实名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有效

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开展技术交易的信用评

价，鼓励交易方和中介方诚信交易，发生严重不良

信用行为的交易方和中介方，由有关主管部门视

情予以指正、注销网上交易主体等处理，触犯法律

法规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五、加强对网上技术市场建设与发展的支持

２０．实行交易补贴。对通过网上技术市场交
易并实现转化产业化的项目，市、县（市、区）经审

核可按技术合同成交额 １０％—２０％的比例给予
产业化经费的补助，省科技厅从成果转化专项等

资金中按成果交易实际支付总额的 １０％给予补
助。同时，市、县（市、区）财政根据财力可能对本

地从事评估、交易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给予费用

补贴，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从事网上技术交易。

２１．开展绩效评价。建立网上技术市场统计
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对在网上技术市场从事交易、

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主体和市级市

场、县级分市场、专业市场业绩进行评价考核。省

级每年对网上技术市场建设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

产业化成效突出的市、县（市、区）进行奖励性的

工作经费补助，工作先进的设区市每个补助 １００
万元，工作先进的县（市、区）每个补助 ５０ 万元；
对技术交易业绩突出的专业市场，每个奖励 ３０
万—５０ 万元，重点用于专业市场的工作条件改
善；对通过网上技术市场、促进技术交易业绩突出

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每个奖励 ３０ 万—５０ 万元。
２２．落实优惠政策。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条件

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经认定后可享受高新技术

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生

的职工教育经费，凡未超过税法规定标准的部分，

可在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

转扣除。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及其相应的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免征营业税。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

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免征
企业所得税；超过 ５００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转移推广

机构，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从事科技中介

工作或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兼职。高校、科研院

所科技人员到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工作，符合条件

的，可享受《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企

业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２〕４５ 号）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２３．推行政府采购。政府部门要根据政府采

购的有关规定，将有关评估、论证、咨询、验收以及

网上技术市场信息采集、平台运行、数据更新、系

统建设等工作，通过公开招标等采购方式，择优确

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承担，并向其购买服务。

各市、县（市、区）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

的政策措施，加强对专业市场和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的评价考核，并给予适当奖励，加快培育技术市

场，规范和促进网上技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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