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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环 (⒛13〕2号

关于民生水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发展改革委 (局)、水务局,深圳市人居

环境委、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各

县 (市、区)环保局、发展改革局、水务 (水利)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

策部署,加快我省民生水利建设,促进水利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协

调发展,现就民生水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进一步简化民生水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

序

根据省政府 《印发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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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办法的通知》 (粤府 〔⒛12〕143号)的规定,对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的 《广东省农田水利万宗工程建设方案》 (粤府办

〔zO11〕“ 号)、《广东省千里海堤加固达标工程建设方案》 (粤

府办 〔⒛11〕ω 号)、 《广东省千宗治洪治涝保安工程建设方

案》(粤府办 〔⒛11〕61号)、《广东省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建设

方案》(粤府办 〔zO11〕⒍ 号)、《广东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实施方案》(粤府办 (⒛11〕S9号)(以下简称
“
民生水利五

个工作方案
”
)中的建设项目,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进一步简化环境影响评价程序,跨地级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省环保部门审批,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地级市环保部门审批;不跨县级行政区

域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县级环保部门审批。

二、科学确定民生水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根据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部令 第2号)的规定,按照
“
注重环保,依法依

规,能简则简,分类指导
”
的原则确定

“
民生水利五个工作方

案
”
中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一)对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应当严格按照 《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二)对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建设项目,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尽量按照
“
依法依规,能简则简

”
的原则确定

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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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山区小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原址原规

模重建、技改的农村中型及重点小型机电排灌工程,“五小
”
水

利工程 (小山塘、小灌区、小水陂、小堤防、小泵站);不含大

型水闸、泵站的农村重点易涝区综合整治工程,小型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捍卫1万亩至5万亩

的海堤加固达标工程;以及不涉及新增地下水取水和新建净水厂

的村村通自来水工程等,若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属于建

设项目范畴,可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具体由有审批权的环保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

(四)对原址重 (扩)建、除险加固、加固达标且需要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应按改 (扩)建项目确定其环境影

响评价类别。

三、创新环境影晌评价模式

加快推进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
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

”
的重要举措。针对我省民生水

利项目点多、面广、量大的特点,各地要进一步创新
“
民生水

利五个工作方案
”
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模式,将民生水利

项目按工程类别、按区域集中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其环境影

响评价类别按其中单项等级最高的项目确定 (即列入环境影响

评价的所有项目中,若单个项目最高只需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的,集中评价后仍按照报告表类别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切实加

快民生水利项目环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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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局部和全部更新）、改建、扩建、新建等活动。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http://www.jmsdf.gov.cn/Show.asp?ID=16856



四、开辟绿色通道,落实共同责任

(一)开辟绿色通道,提速增效。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

快民生水利改革发展的要求,积极服务民生水利项目建设,各级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水利部门对水利项目建

设要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程序,急事急办。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自接到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水利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和登记表之日起,原则上应分别

在⒛ 个工作日、10个工作日和5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

(二)落实共同责任,共同为民生水利建设服务。各级水利

部门要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力度,创新环

评模式,督促建设单位尽早委托有资质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开展

环评工作,依法办理环评手续,严格落实环保措施。各级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环评单位的管理,确保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编制质量,提高效率。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按照省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全省民生水利工程建设的会议纪要 (〔⒛12〕168号)和本

通知的要求,简化相关手续,加快项目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