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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截至10月底，全省共审批项目环评5326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12851亿。排

污许可“双百”审核任务已全面完成，提前一年完成“双百”目标。

01  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总体情况



l “两证合一”试点：合、芜、蚌三个自贸片区共完成181个项目

l 运用“环境影响区域评估+环境标准”结果：2327个项目

l “打捆”审批：3个市

l 承诺制审批：544个项目

01  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持续探索创新环评审批模式



全省保障重点项目1514个，未出现因环评原因妨碍重点项目落地。

01  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持续服务保障重大项目环评

建立机制：已开展会商6次，推进解决27个重大项目问题，宣
城、黄山等市建立会商机制。

服务保障：天马微电子建设项目（芜湖市局）、桐城国轩项目
（安庆桐城分局）、慧儒新材料建设项目（安庆潜山分局）。



01  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持续提升环评审批服务

创新审批方式：“云踏勘”“云审查”“不见面”审
批（宣城、淮南、池州、阜阳、铜陵等市）

创新服务举措：亳州建立环评服务超市



01  今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持续强化环评市场监管

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全覆盖检查：检查环评单位275家、环评工程师
615名，惩戒存在问题的环评单位41家、环评工程师41名。

环评文件技术复核：省市两级复核环评文件465份，发现存在一般质量
问题环评文件23份（上半年数据）。

系统内人员“挂证”清查：9人违规挂证，目前7人主动承认错误，退缴违
规所得22.624万元，并运用第一种形态予以处理，2人正在被纪检调查。



环评工程师要有持身份证的现场踏勘视频，视频内容要有与建设单位的沟通对话

报送材料环节管理

编制《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编制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对承担园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编写的环评机构的9种行为实行“红黄牌”评价制度。

制度管理

环评工程师必须到场，亲自汇报

评审评估环节管理

典型经验做法介绍—合肥市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

严把环评审批和文件质量关

实施效果：
实施一年期间，共涉及
52位工程师、44家编制
单位。其中7位工程师被
执行黄牌，18位工程师
被执行红牌，7家编制单
位被执行红牌。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02  存在问题

环评市场监管松弛不力

• 环评机构监管方面：“双随机”检查流于形式，“挂证”环评工程师仍未扣分。

• 环评文件复核方面：无扣分记录，省级复核中有问题。



02  存在问题

环评审批乱象仍未治理

• 乱审批问题     “打擦边球”，36蒸吨燃煤锅炉。

• 慢审批问题      审批拖延、慢作为；个别地市受理窗口不及时报送。

• 二次审批“快审批”问题    绝大多数建设项目二次环评审批。

  



02  存在问题

排污许可问题具有普遍性

• 执行报告季报提交滞后

     各市均存在季报提交滞后问题，季报应于次月15日前提交。

• 证书核发质量有待提高

     重点管理类应依法安装自行监测设备并联网。



02  存在问题

其它方面问题

• 重大项目审批方面问题   

     审批慢；不主动沟通解决问题。

• 铸造产能置换问题

    手续未完成；审核不严。

• 宣传培训方面问题

    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基层业务培训少；环评服务和排污许可特色工作宣传少。  



三、年内重点工作要求



03  年底重点工作 

继续加强重点项目环评服务保障

Ø 2022年第四季度和年度执行报告

Ø 排污许可证质量问题整改

督促落实“双百”工作任务

72个项目计划年底开工，已审批29个。

Ø 加强部门间联络，梳理出重大项目环评服务清单，统计出已批项目和待批项目信息，安排好评估审查

工作计划。



03  年底重点工作 

做好规划环评检查和“三线一单”应用案例报送工作

Ø 园区规划环评落实情况检查   

    12月5日前省级未赴各市现场抽查，复核问题反馈至园区

Ø “三线一单”应用案例报送及修编工作（截止12月31日）

考核要求：每个市报送案例不少于2个，涉及环评领域只能报1个，同时案例质量要高，以通过省里专家

审查为准，未完成则扣分。

准备修编：做好费用预算申请，预计50万元左右。



03  年底重点工作 

推进“绿岛”年度工作任务

Ø 提前准备，梳理总结

      畜禽养殖项目（特别是生猪）的审批数量、完成环境影响区域评估的园区数量、区域评估应用成果

统计，告知承诺制、打捆审批、两证合一办理情况等

做好年底各项工作成果统计总结

已收到31条意向，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六安上报的意向相对较多。

Ø 做好宣传动员工作

Ø 配合完成政策文件编制工作



四、2023年及未来5年工作谋划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指导思想

• 党的二十大报告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二是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一、健全完善监管机制，全面提升监管效能

• 有序推进《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草案）》起草工作；

• 开展排污许可深度提质增效行动，全面核准大气、水排污总量及排放标准，为排污权交易提供数

据基础；解决从全到准问题。

• 全面推进工业固体废物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工作；年底前完成全覆盖时发放的《排污许可限期整改

通知书》“清零”工作任务；

• 规范全省环评审批程序，严查“体外循环”（评估之后再受理）“隐性审批”“慢审批”“乱审

批”等问题；

• 制订《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加强环评技术服务单位管理。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一、健全完善监管机制，全面提升监管效能

，

• 健全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出台我省贯彻落实排污许可条例的意见；

• 实现排污许可与环评、环境统计、固废管理、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等融合，实现固定污染源“一

证式”管理；

• 选取试点县，探索建立排污许可证监管联动机制，建立监测、水、大气、固废、统计、执法等多

部门联合监管制度。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 继续开展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试点，在符合条件的省级以上产业园区推行“区域评估+环评审

批”深度改革，启动行业环评报告表模板制定（打捆），解决承诺内容不全面问题；

• 开展“两证合一”深度融合试点，拟在自贸区选择特定行业开展环评报告表后置，采取“环评备案

+排污许可”的方式发证；

• 全省统一开展“三线一单”成果动态调整更新，并及时向公众开放，推动成果共享共用（各市需要

经费预算）；

• 主动加强发改（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管理部门沟通衔接，巩固生态环境要素保障会商机

制；常态化开展“面对面”互动，形成对问题的收集、研判、反馈、回访的全流程闭环模式，解决

环评审批难题。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二、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 探索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排污许可融合，按行业制定环评报告表模板，简化

报告表实质性审查，将承诺制审批改革走向深入，真正实现两证合一

• 探索将省级审批权限委托或赋权给具备条件的省级以上产业园区；

• 探索公职人员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资质管理联动机制，着力解决公职人员挂证问题；

• 持续对标学习沪苏浙，纵深推进“绿岛”治污模式，化解中小企业治污难题；

• 修订《安徽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办法（暂行）》。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三、发挥源头预防作用，支撑绿色转型发展

• 执行火力发电、水泥熟料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评技术指南；

• 加强“两高”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定期调度全省“两高”项目环评开展情况，

• 严格依法审批，倒逼当地低碳绿色转型发展。



04  2023年及今后5年工作谋划

三、发挥源头预防作用，支撑绿色转型发展

•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做实，深入参与所在地产业发展谋划

• 在规划环评领域落实“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求

• 在项目环评领域，落实“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要求，评价范围涵盖四方面



提醒事项：

环评与排污许可涉及生态环境部门的权力，尤其是建设项目环评备受关注，

群众关注、政府关注、审计纪检也关注，请大家把握好四个度：

1、同意要有速度、温度

2、不同意要有尺度、力度

处理好三种关系

专家、环评人员—从严要求，不要被牵着鼻子，专家亦选用厅里专家库

政府领导—说清原因，解释政策，可以请教处里

建设单位人员—亲清分明

服务热情专业，不推诿不怠慢；党风廉政底线要守住，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