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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发〔2021〕32号 2021年6月24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平凉工业园区管委

会，市直有关部门，中、省驻平有关单位：

《平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

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平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平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平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

进平凉市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

线一单”）落地，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筑

牢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甘肃省人民政

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意见》（甘政发〔2020〕 68号）精神，特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

持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为核心，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为基础，系统评价平凉市空间生态

环境基础状况与结构功能属性，统筹衔接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各项制度要

求，形成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为平凉市规划、项目环评及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提供支撑，提高生态环境参与综

合决策，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落实到区域空间，实行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持续优化发展格

局，守住自然生态安全底线。

强化分区管控。集成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

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环

境管控要求，形成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的空

间管控体系。

突出分类施策。针对不同的环境管控单

元，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

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制定差异化

的环境准入要求，强化刚性约束，突出精细化

管理。

坚持稳中求进。坚持生态环境管控内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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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管理要求不降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

形势和环境质量改善新要求，定期评估调整和

动态更新我市“三线一单”。

（三）总体目标。到2025年，建立较为完善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生态安全得到基本

保障，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风险

得到控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提升，基本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

到 2035年，建成完善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区域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态环境

质量根本好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提升，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全面形

成。

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一） 划分环境管控单元。全市共划定环境

管控单元 61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

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实施分类管控。

——优先保护单元。共 32个，主要包括生

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敏感区。

该区域严格按照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和省级生态

空间管控区域管理规定进行管控。依法禁止或

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开发和城镇建设，

严禁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各类开发活动，确

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重点管控单元。共 22个，主要包括中

心城区和城镇规划区、各级各类工业园区及工

业集聚区等开发强度高、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

区域。该区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承

载区，主要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优

化交通结构和用地结构，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

控，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一般管控单元。共7个，主要包括优先

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该区域

以促进生活、生态、生产功能的协调融合为主

要目标，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加

强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单元根据生态保护红线

和相关生态功能区域评估调整进行优化。

（二） 落实生态环境管控要求。严格落实生

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国家、省和重点区域

（流域）环境管理政策，准确把握区域发展战略

和生态功能定位，建立完善并落实市级及各类

环境管控单元为主体的“1+61”二级清单管控

体系。其中，“1”为市级清单，体现环境管控

单元在全市范围内的地域性、区位性要求；

“61”为环境管控单元清单，体现管控单元的差

异性、落地性要求。

三、成果实施应用

（一）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县 （市、

区）、各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布局

产业、调整结构、资源开发、城镇建设和重大

项目选址时，应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等管控要求融入决策和实施

过程，充分发挥“三线一单”源头预防引领作

用，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支撑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各县

（市、区）、各有关部门应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作为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境风险防控

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将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

控单元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区域，将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要内

容。全市环评、排污许可、生态、水、大气、

土壤、固体废物、辐射等环境管理工作应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三） 强化与相关规划衔接。把“三线一

单”确定的生态、水、大气、土壤、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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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管控要求，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准入和区

域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加强与发展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协调衔接。

（四） 实施动态更新调整。“三线一单”原

则上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同

步更新调整发布。因国家发展战略、省重大决

策部署、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等发生变化，

以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依法依规进

行调整的，所涉及的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

管控要求确需更新的，按更新程序要求，报省

生态环境厅组织更新调整。更新调整后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数据要按程序和要求，及时报省

生态环境厅备案并上传至“三线一单”数据共

享系统。

四、强化保障措施

（一） 强化组织领导。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

评价“三线一单”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

其职，协同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建

设、实施、评估和调整工作。各县 （市、区）

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的优化完善和应用实施工作。

（二） 强化工作保障。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组建长期稳定的管理技术队伍，落实

好工作经费，保障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各项工作

顺利实施。

（三） 强化监督考核。建立健全“三线一

单”应用成果评估和监督考核机制，将各地、

各单位实施“三线一单”情况纳入市级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督查的重要内容，定期跟踪评估实

施成效，加强监督考核。

附件：平凉市环境综合管控单元划定表

附件

平凉市环境综合管控单元划定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合 计

县（市、区）

崆峒区

华亭市

崇信县

泾川县

静宁县

灵台县

庄浪县

单元数量（个）

优先保护单元

4
6
2
3
4
4
9
32

重点管控单元

3
3
3
3
3
3
4
22

一般管控单元

1
1
1
1
1
1
1
7

总 计

8
10
6
7
8
8
1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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