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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表彰奖励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青海省著名商标、 青海省

名牌产品、 青海老字号和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企业的决定

青政 〔２０１５〕 ９１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自实施品牌战略以来ꎬ 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品

牌强省战略ꎬ 企业的品牌意识和市场竞争力日益

增强ꎮ 特别是近五年以来ꎬ 认定和评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 青海省著名商标、 青海省名牌产品的企

业ꎬ 依托品牌优势ꎬ 加快科技创新ꎬ 在品牌建设

和提升市场竞争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ꎬ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经济健康快速发展ꎮ

为充分调动我省企业争创品牌的积极性ꎬ 推

动品牌强省战略的实施ꎬ 根据 «青海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青海省进一步推进品牌战略实施意见

的通知» (青政 〔２００８〕 ３９ 号 ) 和 «省财政厅、
省工商局、 省质监局关于印发青海省品牌建设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青财建字

〔２０１２〕 １２６６ 号 ) 的规定ꎬ 省政府决定对 ２０１４
年以来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 的青海西北骄

天然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等 １５ 家企业ꎻ 对 ２０１５ 年

度认定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的青海高

原特色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 ３ 家企业ꎻ 对

２０１４ 年以来认定为 “青海省著名商标” 的门源

兴农蜂业有限公司等 ５４ 家企业和评定为 “青海

省名牌产品” 的中国石油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

厂等 ３２ 家企业ꎻ 对 ２０１５ 年度认定为 “青海老字

号” 的青海西宁宾馆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０ 家企业

和成功注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的贵德县蔬

菜协会等 １１ 家协会予以表彰奖励ꎮ

希望受表彰的企业珍惜荣誉ꎬ 再接再厉ꎬ 进

一步创新经营理念ꎬ 加强企业管理ꎬ 提升经济实

力ꎬ 狠抓产品质量ꎬ 不断提高青海品牌商品的市

场竞争力和知名度ꎬ 把我省的知名品牌和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ꎮ 各地区、 各部门和企业要以十八届

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按照 “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 的新思路、 新要求ꎬ 积极开展品牌争创

活动ꎬ 进一步加大品牌保护力度ꎬ 树立良好的品

牌形象ꎬ 把青海品牌推向全国、 推向世界ꎬ 为全

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ꎮ

附件: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 驰 名 商 标

名单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名单

３ 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著名商标名单

４ ２０１５ 年度青海省著名商标名单

５ 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名牌产品名单

６ ２０１５ 年度青海省名牌产品名单

７ ２０１５ 年度青海老字号名单

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名单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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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驰名商标名单

(１５ 件 )

序号 商标 注册人 /使用人 注册号 类别 使用商品或服务

１ 西北骄 青海西北骄天然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３５７４７０３ ２９ 肉　 干

２ 金佰川 西宁金佰川商贸有限公司 １９６７１９１ ３５ 推　 销

３ 圣　 源 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８５１５９ ２７ 地　 毯

４ 蓝　 天 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 ３８４８５０ １ 钾　 肥

５ 兴　 旺
青海兴旺建工贸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５７２９８ ３７ 建筑房屋、 道路

６ 宝玉陈 西宁宝玉陈商贸有限公司 ９３７１０５０ １４ 玉雕、 翡翠

７ 弘　 大 湟中弘大农副产品购销有限公司 ４５５４４５９ ２９ 食用菜籽油

８ 布绣嘎玛
海南州布绣嘎玛民族工艺品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０７５４４ ２４ 藏绣艺术品

９ 察尔汗 格尔木盐化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８６４０２ ３０ 食　 盐

１０ 绿　 杰 青海绿杰特种养殖种植有限公司 ４０２５８３８ ２９ 蛋商品

１１ 久　 美 青海久美藏药药业有限公司 ４１７９６３５ ５ 药　 品

１２ 金　 塔 青海金塔青稞酒业有限公司 １２３７６４７ ３３ 青稞酒

１３ 白　 驼 青海白驼清真肉业有限公司 ８５７４３９１ ２９ 肉产品

１４
撒拉黄

河石艺
循化县博艺旅游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２８４３６ １９ 工艺品

１５ 金　 骆
青海德瑞纺织品进出口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９８０６５ ２４ 丝　 绸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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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单

(３ 件 )

序号 产品名称 单　 位　 名　 称

１ 昂思多矿泉水 青海高原特色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 乐都藏香猪 海东市凯泰乐都藏香猪专业合作联合社

３ 乐都沙果 海东市乐都区雨和露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附件 ３

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著名商标名单

(２８ 件 )

序

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使用人

商标注册

证　 　 号
类别 使用商品或服务

１ 雏蜂阁 门源兴农蜂业有限公司 ４８０７７５４ ３０ 蜂　 蜜

２ 藏　 蜜 青海青藏蜜蜂良种养殖场 ８０６７９５４ ３０ 蜂　 蜜

３ 草原之韵 民和绿之苑兔业有限公司 ９４３２７６３ ２５ 服装、 皮衣、 皮制长外衣

４ 钱家玉
青海钱家玉珠宝有限责任

公司
８３６６４４５ ３５ 替他人推销

５ 金河元
共和县金河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
９６１３０７３ １９ 水　 泥

６ 圣　 驼
循化县圣驼民族工艺品有限

公司
８７７０８１８ ２４ 刺绣工艺品

７ 穆巴热可 青海伊光服饰有限公司 ９１６０８９６ ２５ 服装、 帽、 袜

８ 瑞　 林
格尔木瑞林油气商贸有限

公司
７３７６８７１ ４ 工业用脂、 工业用油

９ 晶洁镁露
青海晶洁镁露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７０４４１６２ １ 氯化镁、 硫酸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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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使用人

商标注册

证　 　 号
类别 使用商品或服务

１０ 玛尔洛
玛沁县玛尔洛乳食品有限

公司
６７１１７３５ ２９ 肉、 牛奶制品、 酸奶

１１ 翠　 光
祁连翠光玉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２７ １４ 玉雕、 手镯

１２ 丹噶尔
青海喜玛拉雅青稞酒业有限

公司
７１６７６４４ ３３ 果酒ꎻ 青稞酒

１３ 雪利源
西宁雪利源营养食品有限

公司
１５０３６７９ ５ 药　 草

１４ 呼绿斯
循化县伊纯食品开发有限

公司
６４００６１９ ３０ 饼干、 食用淀粉

１５ 湟　 鱼 青海海川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６７１３６６６ ２９ 食用菜籽油

１６ 晶黄果
同仁金黄果天然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０９０５７０５ ３２

无酒精果汁饮料、
果汁、 植物饮料

１７ 塔尔寺
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管理委

员会
１４１８９９１ ３９ 观光旅游、 旅游安排

１８ 藏宫坊 青海省红青稞酒厂 ４３０２６４０ ３３ 果酒 (含酒精 )、 青稞酒

１９ 安　 驿
平安金优果业花卉科技有限

公司
８３２６３９７ ３１ 鲜水果、 樱桃、 新鲜蔬菜

２０ 圣　 粞
青海平安圣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９２５１２８３ ３０ 谷类制品、 粗燕麦粉

２１ 浦利新
青海门源杰华工农业设备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９２０９５９ １１ 锅　 炉

２２ 诺蓝杞
青海诺蓝杞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１０３７０１０２ ５ 枸　 杞

２３ 马　 忠 西宁马忠饮食商贸有限公司 １２４５８９３ ４２ 餐　 馆

２４ 九百松
青海九百松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３８２５５７６ ５ 补药、 医用药草

２５ 通天河
青海省通天河藏药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９７２７５５ ５ 藏中药成药、 丹、 各种丸

２６ 腊　 姆 青海腊姆服饰有限公司 ６０８５１６３ ２５ 服装、 套服

２７ 双丰庆
西宁双丰庆农牧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７３３９９７３ ７ 割草机和收割机

２８ 五矿(图形)
西宁五金矿产进出口 (集

团 ) 有限公司
９２０１６４８ ６ 铝、 铬、 硅铁

６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５ ２１

青海省人民政府公报

附件 ４

２０１５ 年度青海省著名商标名单

(２６ 件 )

序

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使用人

商标注册

证　 　 号
类别 使用商品或服务

１ 遥远地方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６４０８８ ５ 枸　 杞

２ 百　 德 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５８０４６１ ２９ 肉ꎻ 肉冻ꎻ 肉干

３ 图　 形 青海洁神环境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１２３２０００４ １１ 污水处理设备

４ 天地人缘 青海天地人缘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８８７７３６ ３９ 观光旅游

５ ５３６９ 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７７２５９１ ２９ 肉ꎻ 肉干

６ 西宁宾馆 青海西宁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１２６６０ ４２ 旅　 馆

７ 哈　 三 循化县哈三民生用具厂 ８６９９１９３ ７ 谷物脱粒机

８ 藏原蜜语 青海青藏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２１４９０ ３０
蜂蜜ꎻ 非医用

蜂王浆ꎻ 花粉

９ 清清油 青海文泰粮油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５７９３９８ ２９ 菜籽油

１０ 香三江 青海香三江畜牧业有限公司 １３１８２５７９ ２９ 肉干ꎻ 肉

１１
金环

(图形 )
西宁金环砂锅天下全宴坊 ７３２７２４９ ４３ 饭　 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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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商标名称 注册人 /使用人

商标注册

证　 　 号
类别 使用商品或服务

１２ 雪中缘 西宁华飞商贸有限公司 ７０９５６１７ ３３ 青稞酒

１３ 丰瑞名豪 西宁丰瑞实业有限公司 ６５４９７１７ ４３ 饭　 店

１４ 青藏华峰 青海青藏华峰中蜂蜂业有限公司 １２２２２４２１ ３０
蜂蜜ꎻ 蜂王浆ꎻ

蜂胶

１５ 慕家村 青海高原酩镏影视文化村 ５５３７０２６ ３３ 青稞酒

１６ 图　 形 湟中县第一中学 １００４０９１８ ４１ 学校 (教育 )

１７ 丰　 通 民和绿宝饲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９４６３９０ ３１ 饲料、 动物饲料

１８ 巴　 岩 青海巴颜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８１７１８２７ ２９ 干食用菌

１９
高原老

窦家
青海壵鑫食品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５６７ ３０ 调味品: 调味酱

２０
益欣

(图形 )
青海益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０１６４１ ５ 人用药

２１ 青　 穗 青海新绿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５２１７６ ３０ 谷类制品ꎻ 方便面

２２ 龙羊峡 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７４６７９７４ ２９ 鱼　 片

２３ 金银滩 青海金鼎水泥有限公司 ８３６６４３４ １９ 水　 泥

２４ 夏　 都 青海夏都医药有限公司 ３９１６５１７ ５ 人用药

２５ 金柴银胡 海晏县绿野养殖繁育专业合作社 １３４１８４８ｌ ３１
孵化蛋 (已受

精 )ꎻ 活家禽

２６ ｚｈｎｇｃｃ 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 ８３５４８３５ １ 精甲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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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名牌产品名单

(２０ 家企业 ２３ 个产品 )

序号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１ “金昆仑” 牌工业用甲醇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

２ “昆龙” 牌氯化钾 北京昆龙伟业格尔木有限公司

３ “光宇” 牌工业纯碱 青海碱业有限公司

４ “桥头铝” 牌铝锭 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

５ “金溢” 牌铝合金型材 青海金溢新型铝型材有限公司

６ “玉玲珑” 牌昆仑玉饰品 格尔木玉玲珑商贸有限公司

７ “青海湖” 牌压力表 青海压力表有限公司

８ “鹏禾” 牌掺混肥料 青海省湟中县海宁合资化肥厂

９ “晶鑫华隆” 牌氯化钾 茫崖晶鑫华隆钾肥有限公司

１０ “青羊” 牌系列配方肥 青海省专用肥料厂

１１ “Ａｓｉａ　 Ｓｉｌｉｃｏｎ” 牌多晶硅 亚洲硅业 (青海 ) 有限公司

１２ “金河元” 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Ｐ ０４２ ５ ) 共和县金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金牦牛” 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Ｐ ０４２ ５ ) 青海省新型建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中油久安” 牌燃气调压器 (箱 )
(ＲＸ１００ / ０ ４　 ＲＸ２００ / ０ ４ ) 西宁中油久安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 “祁连山” 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Ｐ ０４２ ５　 Ｐ ＩＩ５２ ５ ) 青海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１６ “路拓制造” 牌金属波纹涵管 (Ø０ ７５—Ø８ ) 青海路拓工程设施制造有限公司

１７ “路天立” 牌改性沥青 (ＳＢＳ　 ＳＢＲ )、
道路重交沥青

青海弘川新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柴达木” 牌给水聚乙烯管材、 钢丝网骨架
复合管材、 钢带螺旋波纹管

海西华汇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９ “林洪丰” (１ＷＧ６ ３—１３５ＦＣ—Ｚ ) 青海林丰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 “海塑” 牌电缆 青海鑫邦线缆有限公司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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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２０１５ 年度青海省名牌产品名单

(１２ 家企业 １２ 个产品 )

序号 产品名称 企业名称

１ “加尔苏” 酵素菌有机肥 青海余禾生物有机肥料厂

２ “柴达木” 山羊无毛绒 柴达木羊绒有限公司

３ “海神” 工业盐 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天上田” 氯化钾 青海中航资源有限公司

５ “通力图形” 硅铁 青海通力铁合金有限公司

６ “佳丰” 铝合金型材 青海佳合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 “海塑” 电线电缆 青海鑫邦线缆有限公司

８ “玉生琨” 昆仑玉饰品 青海玉生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９ “天地乐” 电灶 Ｂ３３Ｌ—ＩＩＩ 青海天地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圣源” 机织地毯 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藏羊” 地毯 青海藏羊地毯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２ “匠汇集” 昆仑晶石卫浴产品 青海西旺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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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７

２０１５ 年度青海老字号名单

(１０ 家 )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１ 西宁宾馆 青海西宁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２ 大十字百货商店 西宁大十字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３ 马忠酿皮 西宁市城中区马忠食府

４ 解放商场、 宁食点心 青海宁食 (集团 ) 有限公司

５ 日月山湟源陈醋 青海湟源日月山醋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 西大街百货 西宁市西大街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７ 慕家村酩馏酒 青海高原酩馏影视文化村

８ 良盛后子河杂碎 后子河良盛餐饮美食城

９ 伊源门源奶皮 青海伊源乳业有限公司

１０ 威远青稞酒 互助县威远青稞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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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度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名单

(１１ 件 )

序号 地理标志 注册人 注册证号 注册范围

１ 贵德软儿梨 贵德县蔬菜协会 １０３４５１６５ 梨 (鲜水果 )

２ 贵德长把梨 贵德县蔬菜协会 １０３４５１６６ 梨 (鲜水果 )

３ 刚察青海湖牦牛 刚察县特色农畜产品营销协会 １１８５０８９３ 鲜、 冻分割牛肉

４ 刚察青海湖藏羊 刚察县特色农畜产品营销协会 １１８５０８９４ 肉干等

５ 刚察黄蘑菇 刚察县特色农畜产品营销协会 １１８５０８９５ 干食用菌

６ 贵南藏绣 贵南县藏绣协会 ６３７３４３１
手绣、 机绣图画

(刺绣 )

７ 久治贝母 久治县畜牧业协会 １０７４３６６１ 贝母 (中药药材 )

８ 门源青稞 门源县青稞杂粮营销协会 １２５６７９１３ 青稞 (大麦 )

９ 门源蕨麻 门源县蕨麻营销协会 １３７３２０８２
蕨麻

(食用植物根 )

１０ 杂多虫草 杂多县虫草协会 １３２４６７２９ 冬虫夏草

１１ 贵南黑藏羊 贵南县黑藏羊保种养殖协会 １３５１４２７３
黑藏羊

(羊、 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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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批转省财政厅建立青海省权责发生制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青政 〔２０１５〕 ９３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省财政厅 «关于建立青海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 已经省人民政府同

意ꎬ 现转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关于建立青海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

报 告 制 度 的 实 施 意 见

省 财 政 厅

　 　 根据 «国务院关于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４〕 ６３ 号 ) 和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青政 〔２０１５〕

６２ 号 ) 精神ꎬ 为全面、 准确反映政府整体财务

状况、 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ꎬ 现就建

立我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提出如

下实施意见ꎮ

一、 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报告制度实行以收付实现

制会计核算为基础的决算报告制度ꎬ 主要反映政

府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结果ꎬ 不能科学、 全面、

准确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成本费用ꎬ 不利于强化

政府资产管理、 降低行政成本、 提升运行效率、

有效防范财政风险ꎬ 难以满足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 促进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要求ꎮ 因此ꎬ 通过推进政府会计改革ꎬ 建

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ꎬ 对于实现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 提高财

政透明度、 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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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ꎮ

二、 总体要求

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工作部署和要求ꎬ 加快

推进政府会计改革ꎬ 围绕建立统一、 科学、 规范

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ꎬ 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编

制办法ꎬ 适度分离政府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 政

府财务报告与决算报告功能ꎬ 全面、 清晰反映政

府财务信息和预算执行信息ꎬ 逐步构建以权责发

生制政府会计核算为基础ꎬ 以编制和报告政府资

产负债表、 收入费用表等报表为核心的权责发生

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ꎬ 为开展政府信用评

级、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改进政府绩效监督考

核、 防范财政风险等提供支持ꎬ 促进政府财务管

理水平提高和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ꎮ

三、 主要任务

(一 ) 推进政府财务会计制度改革ꎬ 建立健

全政府会计核算体系ꎮ 按照财政部的工作部署ꎬ

推进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适度分离并相互衔接ꎬ

在完善预算会计功能基础上ꎬ 增强政府财务会计

功能ꎬ 夯实政府财务报告核算基础ꎬ 为编制政府

财务报告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ꎮ

(二 ) 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ꎬ 建立健全政

府财务报告体系ꎮ 政府财务报告主要包括政府部

门财务报告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ꎬ 各级政府和部

门编制资产负债表、 收入费用表等财务报表ꎬ 分

别反映一级政府整体财务状况及各部门财务

状况ꎮ

(三 ) 加强政府财务报告监督ꎬ 建立健全审

计和公开机制ꎮ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部门财务报

告编制后ꎬ 按规定自觉接受审计监督ꎮ 审计后的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依法报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ꎬ 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开ꎮ

(四 ) 建设财政管理信息系统ꎬ 建立健全政府

财务报告分析应用体系ꎮ 以政府财务报告信息为基

础ꎬ 系统分析政府的财务状况、 运行成本和财政中

长期可持续发展水平ꎬ 加强政府预算、 资产、 负债

和绩效管理ꎬ 识别和防控财政风险ꎬ 为政府绩效评

价以及制定中长期财政规划提供重要依据ꎮ

四、 具体内容

(一 )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体系ꎮ

１ 健全完善政府会计制度ꎮ 按照国家统一

要求ꎬ 设置政府会计科目ꎬ 实现预算会计和财务

会计双重功能ꎮ 预算会计科目应准确完整反映政

府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等预算执行信

息ꎬ 财务会计科目应全面准确反映政府的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收入、 费用等财务信息ꎮ

２ 制定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和操作指南ꎮ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 制定对政府

财务报告的主要内容、 编制要求、 报送流程、 数

据质量审查、 职责分工等作出规定的政府财务报

告编制办法ꎬ 以及对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和财务信

息分析的具体方法等作出规定的政府财务报告编

制操作指南ꎮ

３ 建立健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和公开制度ꎮ

要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明确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

主体、 对象、 内容、 权限、 程序、 法律责任等ꎮ

明确政府财务报告公开制度ꎬ 对政府财务报告公

开的主体、 对象、 内容、 形式、 程序、 时间要

求、 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ꎮ

(二 ) 编报政府部门财务报告ꎮ

１ 清查核实部门资产负债ꎮ 各部门、 各单

位要按照统一要求对各类资产做好产权界定ꎬ 并

进行资产价值评估ꎬ 同时分类清查核实部门负债

情况ꎮ 清查核实的资产负债统一按国家规定进行

核算和反映ꎮ

２ 编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ꎮ 各单位要在国

家统一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

框架体系内ꎬ 在保证报告信息的真实性、 完整性

及合规性的情况下ꎬ 按时编制以资产负债表、 收

入费用表等财务报表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报告ꎮ 各

部门要合并本部门所属单位的财务报表ꎬ 编制部

门财务报告ꎬ 报送本级政府财政部门ꎬ 按规定接

受审计ꎬ 并向社会公开ꎮ

３ 加强部门财务分析ꎮ 各部门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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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反映的信息ꎬ 加强对资产状况、 债务风

险、 成本费用、 预算执行情况的分析ꎬ 促进预算

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和绩效管理有机衔接ꎮ

(三 ) 编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ꎮ

１ 清查核实财政直接管理的资产负债ꎮ 财

政部门要清查核实代表政府持有的相关组织和企

业的出资人权益ꎻ 代表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

券ꎬ 举借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其他

政府债务以及或有债务ꎮ 清查核实后的资产负债

统一按规定进行核算和反映ꎮ

２ 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ꎮ 各级政府财政

部门要合并汇总本级政府各部门和其他纳入合并

范围主体的财务报表ꎬ 在保证报告信息的真实

性、 完整性及合规性的情况下ꎬ 编制以资产负债

表、 收入费用表等财务报表为主要内容的本级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ꎮ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要合并汇总

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和下级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ꎬ 编制本行政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ꎮ 政府综合

财政报告按规定接受审计ꎬ 并按照财政部统一要

求时间ꎬ 依法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ꎬ 同时按规定向社会公开ꎮ

３ 应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信息ꎮ 政府综合

财务报告中的相关信息可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绩

效、 分析政府财务状况、 开展地方政府信用评

级、 编制全省资产负债表以及制定财政中长期规

划和其他相关规划的重要依据ꎮ

五、 实施步骤

在政府会计规则尚未全面建立之前ꎬ 暂按照

现行政府会计制度和权责发生制原则ꎬ 编制反映

政府整体财务状况的财务报告ꎮ 同时ꎬ 按照国家

统一部署和要求ꎬ 加快推进政府会计改革ꎬ 建立

审计、 公开机制和分析应用体系ꎬ 落实相关配套

措施ꎬ 力争在 ２０２０ 年前全面建立权责发生制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ꎮ

(一 ) ２０１５ 年工作ꎮ 制定我省 ２０１４ 年度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办法和试编指南ꎻ 组织开展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业务培训ꎻ 县级以上财政

部门试编 ２０１４ 年度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ꎻ 按

照财政部的部署ꎬ 组织开展全省政府资产负债清

查核实工作ꎮ

(二 )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 年工作ꎮ 县级以上政

府各部门开展部门财务报告试编工作ꎻ 市 (州 )

财政部门探索试编合并汇总的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ꎻ 试编全省合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ꎻ 研究总

结全省试编工作经验ꎬ 针对试编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进一步改进完善的措施ꎻ 研究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相关信息与决算报表的衔接ꎬ 进一步完善

决算报表体系ꎮ 在国家政府会计相关准则及应用

指南发布后ꎬ 做好相应业务培训工作ꎮ

(三 )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 年工作ꎮ 评估试编情

况ꎬ 适时修订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办法和编制

指南ꎻ 全面开展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工作ꎻ 推

行政府成本会计ꎻ 建立健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分

析应用体系ꎻ 开展全省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

建设ꎻ 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开展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审计、 公开工作ꎮ

六、 工作要求

各地区、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权责发生制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工作ꎬ 加强组织领导ꎬ 明

确目标任务ꎬ 抓好工作落实ꎬ 确保改革顺利推

进ꎮ 各级财政部门要担负起牵头责任ꎬ 加强与其

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ꎬ 指导做好组织实施工

作ꎮ 要结合试编工作开展情况ꎬ 加强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编制重点难点问题研究ꎬ 深入研究政府部

门财务报告编制方法ꎬ 推进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信

息系统和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ꎮ 要进一

步加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 财政

总预算会计制度以及政府会计准则、 具体准则及

应用指南等方面培训力度ꎬ 提高各级财政财务人

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ꎮ 政府各部门、 各单位

要强化内控机制ꎬ 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体系ꎬ

加强人员配备ꎬ 做好部门财务报告编报工作ꎮ 各

级审计部门要按规定组织做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

监督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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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 于 促 进 开 发 区 ( 园 区 ) 转 型

升级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青政办 〔２０１５〕 ２１０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４〕 ５４ 号 ) 精神ꎬ 进一步发

挥我省重点工业园区 (包括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 海东工业园区、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ꎬ 以

下简称: 园区 ) 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经济发展排

头兵作用ꎬ 促进园区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ꎬ 经省

政府同意ꎬ 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ꎮ
一、 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 ) 指导思想ꎮ 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牢固树立和切实贯

彻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的理念ꎬ 以重点工业园区及 １５ 个重大

产业基地为载体ꎬ 以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为中心ꎬ
以项目、 融资、 科技、 体制等为关键环节ꎬ 加快

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

式ꎬ 努力把我省园区建设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ꎬ 科技创新驱动

和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ꎬ 特色发展、 结构优

化、 产业集聚的先行区ꎻ 实现由追求速度向追求

质量转变ꎬ 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ꎬ 由同质

化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ꎬ 由硬环境见长向软环

境取胜转变ꎬ 由资源粗放开发利用向循环综合利

用转变ꎮ
(二 ) 发展目标ꎮ
———到 “十三五” 末ꎬ 全省重点工业园区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ꎬ 工业销售收入、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和经济总量比 ２０１４ 年翻一番以上ꎬ
固定资产投资、 财政收入均实现翻番ꎬ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达到 ８０％以上ꎮ
———园区产业结构更加优化ꎬ 轻工业与重工

业比重达到２０ ∶ ８０ꎬ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 １０％ ꎮ
———提高园区集约节约利用水平ꎬ 平均投资

强度达到 ３２０ 万元 /亩ꎬ 节能减排、 污染物处理

率超过全省规划目标水平ꎮ
———海东工业园区在 ２０２０ 年前升级为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ꎮ
二、 创新园区体制机制

(三 ) 完善园区机构ꎮ 加强园区内部整合ꎬ
按照 “一区多园” 方式ꎬ 理顺重点工业园区与

各分园区、 各分园区与县级地方政府的关系ꎬ 做

到机构到位、 职责到位、 人员到位ꎮ 适当增加园

区管委会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ꎬ 推动建立用人竞

争机制ꎬ 推行聘用制ꎬ 探索雇员制ꎬ 建立灵活的

激励性收入分配制度和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制度ꎮ
(四 ) 简化审批手续ꎮ 优化办理流程ꎬ 推行

并联式、 “一站式” 审批ꎬ 避免互为前置条件ꎬ
建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ꎮ 全面公开审批服务

主体、 内容、 依据、 办理承诺期限ꎬ 进一步压缩

办理时间ꎮ 落实园区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

码证、 税务登记证 “三证合一” 模式ꎮ 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ꎬ 强化环境保护、 土地管理、 安全生

产等监管ꎮ 顺应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新趋势ꎬ 积

极培育发展新动力ꎬ 通过加快改革ꎬ 力争让青海

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 审批效率最高、 创

业创新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ꎮ
(五 ) 下放管理权限ꎮ 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

推进简政放权ꎮ 省级各相关部门要梳理行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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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ꎬ 根据国家政策进行取消、 下放、 整合ꎬ 建

立完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制度ꎬ 除国家明确必须

由国家和省级政府审批、 核准的项目外ꎬ 其他项

目一律由三个重点工业园区管委会自行审核批

准ꎬ 支持园区先行先试ꎮ 探索园区与行政区融合

发展的体制机制ꎬ 明确园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和

具体管理权限ꎮ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结合我省实

际ꎬ 研究制订 «青海省工业园区管理办法»ꎮ
三、 明确产业定位布局

(六 ) 坚持规划引领ꎮ 科学编制园区发展总

体规划、 控制性详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建设

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ꎮ 自 ２０１６ 年起ꎬ 在全省重

点工业园区实施 “多规合一” 示范试点工作ꎬ
施行一个园区一本规划、 一张蓝图ꎬ 强化衔接协

调ꎬ 避免同质化竞争ꎬ 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ꎮ
支持园区在符合当地规划的前提下ꎬ 依法扩区升

级ꎮ 实行园区与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的共建共享ꎮ
(七 ) 优化产业布局ꎮ 立足构建产业新体

系ꎬ 突出东部地区和柴达木地区两大优势工业主

体区域ꎬ 发挥三大园区及 １５ 个重大产业基地的

主体作用ꎬ 推进园区经济优势互补、 竞相发展ꎮ
东部园区着重发展资金技术密集、 产品附加值高

的产业ꎬ 西部园区着重提高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

水平ꎮ
１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着眼特色化、 高端

化发展ꎬ 提升辐射带动能力ꎬ 重点构建硅材料及

光伏制造、 铜电子材料、 镁、 铝、 钛等轻金属合

金、 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特色化工、 锂电材料及

储能电池、 装备制造、 藏毯绒纺、 生物制药、 高

原特色动植物资源深加工等产业链和生产性服务

业ꎮ 打造甘河工业园区、 南川工业园区、 东川工

业园区、 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及大通北川工业园区

５ 个重大产业基地ꎮ
２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加快实施循环化

改造项目ꎬ 延伸盐湖化工、 油气化工、 金属冶

金、 煤化工、 特色生物、 新能源产业一体化、 新

材料等产业链条及现代物流业ꎬ 加快产业升级ꎬ
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ꎮ 打造格尔木工业园区昆

仑、 察尔汗两个重大产业基地以及德令哈工业园

区、 乌兰工业园区、 大柴旦工业园区、 都兰工业

园区 ６ 个重大产业基地ꎮ
３ 海东工业园区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农特产品加工、 新材料、 新能源、 信息产业、 节

能环保、 商贸和物流等产业ꎮ 打造临空综合经济

园、 乐都工业园、 民和工业园和互助绿色产业园

４ 个重大产业基地ꎮ
４ 鼓励有条件的县 (区 ) 依托自身优势ꎬ

建设特色产业聚集区 (工业集中区、 创业园、
孵化基地 )、 生产性服务平台和发展 “飞地” 经

济ꎬ 培育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ꎮ
围绕上述总体定位ꎬ 形成主次分明、 结构合

理、 集约集聚发展的园区产业布局ꎮ
(八 ) 强化项目建设ꎮ 把项目投资作为推动

园区经济持续增长和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和主要

动力ꎬ 集中精力抓好项目谋划和建设ꎮ
１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ꎮ 整合现有专项资金ꎬ

创新工作举措ꎬ 支持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铝镁合

金等带动力强、 辐射面广、 技术装备先进、 产品

附加值高的园区骨干项目建设ꎮ 通过推动精深加

工项目ꎬ 在 “十三五” 末将电解铝产能就地转

化率提高到 ８０％ ꎬ 精深加工率达到 ４５％ ꎮ 继续

实施领导领衔制度ꎬ 采取 “一对一” 等办法ꎬ
督促青洽会、 央企青海行等签约工业项目加快

落地ꎮ
２ 谋划新的支撑项目ꎮ 以打造锂电、 新材

料、 光伏光热和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等 ４ 个千亿产

业和 １５ 个重大产业基地为目标ꎬ 积极引进一批

龙头型、 基地型产业支撑项目和循环经济项目ꎻ
实施锂电产业扩能提升、 装备制造和轻工业发

展、 新材料产业链条延伸、 关键技术突破等 ４ 大

工程ꎬ 推动价值链向高端延伸ꎮ
３ 发展配套服务业项目ꎮ 加快发展现代物

流、 设计研发、 融资租赁、 节能服务等中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ꎮ 扶持对吸纳就业超过 １０００ 人以上、
年交易额超过 ５ 亿元的新建大型市场ꎬ 重点支持

海东青藏高原东部物流商贸中心等重点园区建

设ꎬ 引导物流企业信息化、 智能化、 精准化

发展ꎮ
四、 实施科技创新驱动

(九 ) 加强技术创新ꎮ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

作用ꎬ 支持园区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

导向、 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ꎮ 以

科技 “１２３” 支撑工程和协同创新计划为抓手ꎬ
大力实施 ２００ 个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ꎬ 支持园区

企业在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 装备制造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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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ꎬ 进一步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ꎮ 建设

科技综合服务平台ꎬ 建成一批国家级和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工程技术 (研究 ) 中心及重点实验

室ꎮ 支持企业加强技术改造ꎬ 开展关键产品、 技

术和工艺示范应用ꎮ 探索推进 “机器换人”ꎬ 以

设备更新为载体ꎬ 促进企业技术、 工艺创新和管

理创新ꎮ
(十 ) 强化人才支撑ꎮ 加大专业技术、 经营

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ꎬ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ꎮ 支持

园区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建设院士和博士

后工作站ꎮ 支持园区引进和培育信息技术重点领

域领军企业与人才ꎬ 利用信息科技手段ꎬ 拓展传

统产业链ꎬ 提升产业增值水平ꎮ 支持园区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ꎬ 深化校企合作ꎬ 促进产教

融合ꎮ
(十一 ) 加快 “两化” 融合ꎮ 实施 “互联网

＋” 行动和大数据战略ꎬ 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和其

他基础设施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ꎬ 加快信息网络

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ꎮ 推进智能制造生产

模式ꎬ 在盐湖化工、 油气化工、 有色冶金、 装备

制造等重点行业开展智能制造应用试点示范ꎮ 在

食品、 药品等领域开展工业物联网建设试点ꎬ 培

育智能检测、 全产业链追溯等工业互联网新模

式ꎮ 加强物流产业信息化建设ꎬ 打造智能物流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ꎮ 加快普及 “双百” 企业、 省

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首席信息官 (ＣＩＯ ) 制度ꎬ
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达标活动ꎮ
引进一批电子信息产业改造升级和产业链延伸项

目ꎬ 带动信息产业聚集发展ꎮ 至 “十三五” 末ꎬ
电子信息产业收入实现年均增长 １０％ ꎬ 电子商

务销售额占销售总额 ３０％ ꎬ 生产装置数控化率

达 ５０％ ꎮ
五、 创新投资融资体制

(十二 ) 强化财税支持ꎮ 落实国家税收优惠

政策ꎬ 整合现有各类专项资金ꎬ 重点支持三大园

区建设发展ꎮ 改革财政支持方式ꎬ 制定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办法ꎬ 由直接支持具体项目逐步改为设

立产业投资基金ꎬ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ꎮ 根据不同

项目情况ꎬ 运用投资补助、 基金注资、 担保补

贴、 贷款贴息、 股权投资等方式ꎬ 支持园区产业

补链改造等项目建设ꎮ
(十三 ) 完善金融服务ꎮ 加快完善地方金融

服务体系ꎬ 推动金融工具创新ꎮ 支持符合条件的

企业通过上市及开展直接融资等方式拓宽资金来

源ꎮ 利用债权投资、 股权投资等融资模式ꎬ 引导

社保资金、 保险资金等用于收益稳定、 回收期长

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ꎮ 支持重点领域建设

项目采用企业债券、 项目收益债券、 公司债券、
中期票据等方式ꎬ 通过债券市场筹措资金ꎮ 引导

中小企业通过发行集合债ꎬ 抱团缓解资金压力ꎮ
建立规范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ꎬ 支持地方依法依

规发行债券用于重点领域建设ꎮ
(十四 ) 吸引社会资本ꎮ 理顺价格引导机

制ꎬ 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科学定价ꎬ 引导各类

社会资本投资园区建设ꎮ 鼓励园区探索 ＰＰＰ
(公私合营 ) 模式ꎬ 有条件的园区可同社会资本

共办 “区中园”ꎮ 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

投资基金ꎬ 支持民间资本采取私募等方式ꎬ 设立

面向公共服务、 生态环保、 基础设施、 区域开

发、 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产业

投资基金ꎬ 政府可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予以

支持ꎮ
六、 促进开放合作发展

(十五 ) 承接产业转移ꎮ 充分利用工业和信

息化部产业转移信息服务平台和商务部产业转移

促进中心ꎬ 参与西北五省区承接产业转移长期战

略合作与协调机制ꎬ 发挥园区重点产业、 骨干企

业的带动作用ꎬ 吸引产业链条整体转移和关联产

业协同转移ꎮ 合理确定承接重点ꎬ 防止产业同

构ꎮ 在承接外部产业转移的同时ꎬ 稳步推进省内

产业由东部向西部有序转移ꎬ 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我省 ３ 个重点工业园区成为国家产业转移合作示

范园区ꎮ
(十六 ) 推进开放合作ꎮ 坚持开放发展ꎬ 积

极融入 “一路一带” 战略ꎬ 形成 “东进西联”
的对外对内开放格局ꎮ 全面落实 «中西部地区

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和国务院支持藏区发

展的政策精神ꎬ 研究出台吸引外资的新政策ꎬ 引

导外资深度参与特色农畜产品生产与加工领域ꎬ
提高产品质量和精深加工能力ꎮ 鼓励有核心技术

和主导产品的外资企业ꎬ 通过参股并购等手段对

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改造ꎮ 以消费品、 装备和盐湖

钾肥等特色优势行业为重点ꎬ 建设出口示范基

地ꎬ 支持园区企业在研发、 生产、 销售等方面开

展国际化经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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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强化绿色集约发展

(十七 ) 强化生态保护ꎮ 坚持 “生态保护第

一” 理念ꎬ 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ꎬ 以生

态保护倒逼园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ꎮ 坚持多措

并举、 多管齐下ꎬ 加强污染防治ꎬ 强化执法监

管ꎬ 对新建企业和项目实施严格的环保准入ꎮ 大

力实施一批节能技改、 减排工程和循环经济产业

节点项目ꎬ 有效改善大气、 水环境质量ꎬ 切实提

高园区生态保护水平ꎮ
(十八 ) 集约利用土地ꎮ 科学合理配置土

地利用计划指标ꎬ 强化园区投资强度约束ꎬ 建

设用地计划重点向国家级、 省级园区和重点项

目倾斜ꎮ 开展土地利用调查评价ꎬ 采取 “腾笼

换鸟、 立体使用” 等方法ꎬ 将依法淘汰、 就地

转型和产业梯度转移相结合ꎬ 推行多层标准厂

房建设ꎬ 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ꎬ 拓展土地使用

空间ꎬ 建立低效用地、 闲置占地退出机制ꎮ 优

先保障投资强度超过 ５００ 万元 /亩或亩均税收超

过 ３０ 万元的项目、 新建标准化厂房容积率超过

２ ０ 的项目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ꎮ 强化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激励机制ꎬ 对实际投资规模和强

度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和项目ꎬ 可给予适当奖

励ꎻ 工业用地经过生产性改造提高容积率ꎬ 其

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ꎬ 减免相应的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ꎮ
(十九 ) 推进循环发展ꎮ 积极创建绿色园

区ꎬ 大力推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系列标准认证工作ꎬ
推广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经验ꎬ 创建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 低碳经济试点园区ꎮ 大力发展节能

环保产业和新能源光伏、 光热和风电等清洁能源

产业ꎬ 鼓励企业采用先进节能、 节水、 节材、 环

保技术ꎬ 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ꎮ 推广稀

贵金属综合回收、 工业余热发电、 废水废气再利

用等技术应用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省大部分园区完

成循环化改造ꎬ 资源综合利用率超过 ６０％ ꎮ 禁

止落后产能和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转入ꎬ 加大污

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力度ꎬ 建立和完善节能降碳减

排指标、 监测和考核体系ꎬ 完善园区环境保护基

础设施ꎬ 严格执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

可制度以及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ꎮ
八、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二十 ) 创新引资方式ꎮ 把招商引资作为壮

大市场主体的重要途径ꎬ 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环

境ꎬ 力争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年均增长 １０％以上ꎮ
围绕 １５ 个重大产业基地ꎬ 建立招商引资数据库ꎬ
大力开展以产业规划为指导的专业化招商、 产业

链招商ꎮ 重点选择央企和世界 ５００ 强、 国内 ５００
强、 民企 ５００ 强ꎬ 实施精准招商、 点对点招商ꎮ
跟踪督促园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履约率、 开工率

和资金到位率ꎬ 持续提高园区招商引资工作

成效ꎮ
(二十一 ) 完善投资环境ꎮ 推动传统的以硬

件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发展环境ꎬ 向提供完善的

生产要素、 便捷高效的投融资支持、 高质量的信

息化基础设施、 宜居宜业的综合配套环境转变ꎮ
着力构建发展新体制ꎬ 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

的市场环境、 产权制度、 投融资体制、 分配制

度、 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ꎮ 推进节能减排交易

和水权市场建设ꎬ 将置换出的能耗指标和污染物

排放指标ꎬ 优先配置给重大产业项目ꎮ 提升资源

保障水平ꎬ 力争后备矿产资源勘查取得重大突

破ꎮ 健全政企沟通机制ꎬ 以投资者满意度为中

心ꎬ 着力打造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ꎮ
九、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二十二 )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级党委、 政府

要高度重视园区建设ꎬ 一把手亲自负责ꎬ 抓好园

区规划调整、 结构优化、 功能创新、 环境建设等

工作ꎬ 解决园区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ꎮ
各级部门要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相关政策ꎬ 发挥

园区改革试验田作用ꎬ 加强协调配合ꎬ 强化服务

理念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全力促进园区健康发展ꎮ
(二十三 ) 完善考核评价ꎮ 把创新能力、 品

牌建设、 规划实施、 土地利用效率、 生态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 投资环境、 行政效能、 新增债

务、 安全生产和民生建设等作为考核主要内容ꎬ
强化考核评估ꎬ 引导园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

路ꎮ 对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低、 环保不达标、 发

展长期滞后的园区ꎬ 依据相关法律及国务院办公

厅 «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４〕 ５４ 号 )
文件规定ꎬ 予以警告、 通报、 限期整改、 退出等

处罚ꎬ 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ꎮ 深化改革

园区升级管理制度ꎬ 逐步改申报制为认定制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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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青 海 省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协 调 机 制 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 ２１１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工作方案» 已经省委、 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

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９日

青 海 省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协 调 机 制 工 作 方 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 青海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青办发 〔２０１５〕 ２６
号 ) 精神ꎬ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ꎬ 协调推进全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ꎬ 制定本工作

方案ꎮ
一、 目标原则

(一 ) 总体目标ꎮ
立足我省实际ꎬ 建立党委领导、 政府管理、

部门协同、 权责明确、 统筹推进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ꎬ 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

用和资源优势ꎬ 在规划编制、 政策衔接、 标准制

定和项目实施等方面加强统筹、 整体设计、 协调

推进ꎬ 加快全省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进

程ꎬ 确保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 便捷高

效、 保基本、 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二 ) 基本原则ꎮ
１ 分工协作ꎬ 共建共享ꎮ 根据各部门职能

分工和资源优势ꎬ 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ꎬ 着力在

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政策制定、 文化惠民工程、
服务机制创新、 部门和社会资源整合等方面统筹

协调ꎬ 共建共享ꎬ 努力实现政策制定协同化、 资

源配置最优化、 服务管理集约化的目标ꎬ 发挥公

共文化政策和资源的综合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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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科学规划ꎬ 服务基层ꎮ 根据政府行政层

级特点ꎬ 建立不同层级的协调机制ꎬ 设定不同的

协调任务和目标ꎮ 省级层面ꎬ 重在加强顶层设

计ꎬ 发挥各部门作用ꎬ 协调推进制定统一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专项规划、 标准以及出台重大改革

措施和重大文化政策ꎮ 市 (州 )、 县两级ꎬ 重在

强化地方党委政府的统筹责任ꎬ 建立统一的公共

文化服务综合平台ꎬ 整合基层文化项目、 工程、
资源ꎬ 形成合力ꎬ 加大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

力度ꎮ
３ 循序渐进ꎬ 完善体系ꎮ 协调机制建设应

从易到难、 由简入繁、 分类部署、 稳步推进ꎮ 立

足于现有的文化馆、 图书馆、 博物馆、 数字文化

服务、 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和农村电影放映等体

系ꎬ 进一步拓展服务外延ꎬ 丰富服务内涵ꎬ 创新

服务机制ꎮ 通过具体工作的推进ꎬ 逐步深化部门

合作关系ꎬ 创新运行管理机制ꎬ 推动融合发展ꎬ
努力形成完整、 有力、 高效的服务体系ꎮ

４ 重点突破ꎬ 整体推进ꎮ 根据我省文化体

制改革任务ꎬ 研究提出协调机制的优先议题ꎬ 制

定规划和时间表、 路线图ꎬ 努力实现重点突破ꎮ
在此基础上ꎬ 逐步统筹和整合文化系统和社会相

关资源ꎬ 带动各相关部门和领域融入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ꎬ 形成整体推进格局ꎮ
二、 工作任务

(一 ) 协同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的政策规划ꎮ 按照国家有关文化发展方面的政

策ꎬ 结合本省实际ꎬ 制订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方面的政策规划ꎮ 开展青海省 “十三五”
文化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ꎻ 协调推进青海省加快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ꎮ
(二 ) 协调建立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保

障机制ꎮ 进一步落实政府主导责任ꎬ 充分发挥财

政资金作用ꎬ 加大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ꎮ
推进基层公共文化专项经费统筹ꎬ 整合、 规范公

共文化专项转移支付项目ꎬ 扩大一般性转移支

付ꎬ 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提

供财力保障ꎮ

(三 ) 统筹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惠

民工程建设ꎮ 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ꎬ 做好全省

重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ꎮ
整合市 (州 )、 县、 乡公共文化设施资源ꎬ 完善

建设布局ꎬ 提高服务效能ꎮ 初步形成省、 市

(州 )、 县 (市、 区 ) 乡镇 (街道 )、 村 (社区 )
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ꎮ

(四 ) 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ꎮ
按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进事业单位分类

改革的要求ꎬ 理顺政府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之

间的关系ꎬ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ꎬ 推动公

共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等组建理事会ꎮ
(五 ) 协调推进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ꎮ 加

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队伍建设ꎮ 落实县乡基层公

共文化机构单位编制、 人员ꎮ 建立公共文化人才

队伍培训机制ꎬ 稳步提高基层公共文化队伍的素

质和服务质量ꎮ
(六 ) 协调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考核ꎮ 以

协调机制为平台ꎬ 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监督评估机制ꎮ 制定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考核标

准ꎬ 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和实施

情况进行指导、 验收和考核ꎮ
三、 协调机制

为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ꎬ 建立青海省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 ( 以下简称 “ 协 调

组” )ꎮ
召集人: 申红兴　 　 省文化新闻出版厅厅长

成　 员: 刘贵有 　 　 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省文改办副主任

李清林　 　 省编办副主任

祝　 贺　 　 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郗海明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薛建华　 　 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　 旭　 　 省科技厅副厅长

朴永日　 　 省民宗委副主任

陈庆华　 　 省民政厅党组成员、 省

社会组织党工委专职副

书记

左玉玲　 　 省财政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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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山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副厅长

韩生福　 　 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

白宗科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

周　 斌　 　 省文化新闻出版厅副厅长

孙　 静　 　 省广电局副局长

康　 玲　 　 省统计局总统计师

康永辉　 　 省质监局副局长

才让太　 　 省体育局副局长

韩国荣　 　 省旅游局副局长

吴　 敏　 　 省扶贫局局长助理

张　 敏　 　 省国税局副局长

韩生华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 经

审会主任

韩海宏　 　 团省委副书记

王桂芹　 　 省妇联副主席

杨发文　 　 省残联副巡视员

协调组下设办公室ꎬ 办公室设在省文化新闻

出版厅ꎬ 主要负责整理和收集需要讨论决定的重

要议题ꎬ 贯彻落实关于协调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

各项决策和部署ꎬ 承担相关日常工作ꎮ 周斌同志

兼任协调组办公室主任ꎬ 协调组联络员由成员单

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担任ꎮ
四、 工作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和协调组成员单位要深入学习

贯彻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部署要求ꎬ 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加强组织领

导ꎮ 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ꎬ 于 １１ 月底前建立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ꎬ 并开展实质性

工作ꎮ 协调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协调组议事规则和

成员单位责任分工ꎬ 认真履行职责任务ꎬ 协同推

进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ꎮ

附件: １ 协调组议事规则

２ 协调组成员单位责任分工

附件 １

协 调 组 议 事 规 则

　 　 一、 协调组每年召开 １—２ 次全体会议ꎮ 会

议由省文化新闻出版厅厅长召集并主持ꎮ 必要

时ꎬ 协调组成员单位可以提议召开会议ꎮ 根据工

作需要ꎬ 可邀请相关单位参加会议ꎮ 每次会议具

体议程及议题ꎬ 由省文化新闻出版厅与其他成员

单位会商确定ꎮ 协调组不定期召开联络员工作会

议ꎬ 重点研究、 讨论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有关具体工作任务ꎮ

二、 协调组按照 “集体讨论、 协商一致”

的原则形成会议纪要ꎬ 明确会议议定事项ꎬ 并由

协调组办公室印发各成员单位ꎮ

三、 协调组各成员在会前应主动研究有关工

作ꎬ 认真准备材料ꎬ 按时参加会议ꎮ 会议结束

后ꎬ 各成员单位应及时向本部门领导报告ꎬ 并根

据会议精神ꎬ 按照职能分工组织实施ꎮ 协调组办

公室负责会议纪要相关工作事项的分工落实ꎮ

四、 协调组重点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开展工作ꎬ 不改变现行公共文化管理体制ꎬ 不替

代、 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ꎬ 重大事项按

程序报省委、 省政府和省文化领域改革专项小组

批准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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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协调组成员单位责任分工

　 　 １ 省委宣传部ꎮ 指导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

中全会和省委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任

务的贯彻落实ꎮ 指导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机制

建设ꎮ
２ 省编办ꎮ 指导和协调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机构编制工作ꎮ
３ 省文明办ꎮ 协调推进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ꎮ 把公共文化服务

纳入全省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创建基本指标ꎬ 并

加以实施ꎮ 协调推动面向未成年人的公共文化服

务ꎮ 将文化志愿服务纳入志愿服务工作ꎮ
４ 省发展改革委ꎮ 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 规

划ꎮ 统筹全省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ꎮ
５ 省教育厅ꎮ 将公共文化服务类专业人才

培养纳入全省国民教育体系ꎮ 推动我省农村中小

学和乡镇综合文化站 (室 ) 共建共享ꎮ
６ 省科技厅ꎮ 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ꎬ 推动

科学技术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应用ꎮ
７ 省民宗委ꎮ 将全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纳

入民族工作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ꎮ
８ 省民政厅ꎮ 指导和协调文化类社会组织

管理工作ꎮ 指导城乡社区村 (居 ) 民委员会协

助文化部门开展基层文化工作ꎮ
９ 省财政厅ꎮ 研究建立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和运行的财政保障机制和相关标准ꎮ
１０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ꎮ 指导制定和完

善全省公共文化队伍建设相关政策ꎮ
１１ 省国土资源厅ꎮ 研究和制定公共文化设

施用地保障政策ꎮ
１２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ꎮ 配合相关部门ꎬ 研

究制定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ꎮ 牵头制定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ꎮ
１３ 省文化新闻出版厅ꎮ 协调制定全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法规政策ꎬ 牵头编制全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和标准ꎮ 协调推

进全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建设相

关工作ꎮ 承担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办

公室日常工作ꎮ
１４ 省广电局ꎮ 牵头制定全省广播电视公共

服务建设规划和标准ꎬ 并组织实施ꎮ 继续推进相

关重点文化惠民项目ꎮ
１５ 省统计局ꎮ 对全省公共文化基本数据进

行综合整理、 统计ꎮ
１６ 省质监局ꎮ 协调推进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化建设ꎬ 指导公共文化行业开展标准化工

作ꎮ 协调制定全省公共文化管理、 服务、 质量、
保障及评价等地方标准ꎮ

１７ 省体育局ꎮ 牵头制定全省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建设规划和标准ꎬ 并协调推进相关工作ꎮ 继

续推进公共体育惠民项目ꎬ 协调推进基层综合文

体设施的建设ꎬ 实现共建共享ꎮ 推进全省大型体

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ꎮ
１８ 省旅游局ꎮ 协调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ꎮ
１９ 省扶贫局ꎮ 将全省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

设纳入扶贫工作整体规划ꎮ 协助推进全省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ꎬ 参与研究制定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ꎮ
２０ 省国税局ꎮ 认真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相关税收政策ꎮ
２１ 省总工会ꎮ 推进全省职工文化和企业文

化建设ꎮ 参与制定推进农民工文化建设的相关政

策措施ꎮ 推动并指导全省工人文化宫 (俱乐部 )
逐步免费开放工作ꎮ

２２ 团省委ꎮ 协调推进全省青少年文化志愿

服务ꎮ 参与推进全省青少年文化建设ꎮ 参与推动

并指导团系统所属的青少年宫逐步开展公共文化

服务工作ꎮ
２３ 省妇联ꎮ 推进家庭文化建设与公共文化

服务的融合ꎮ 统筹指导妇女儿童文化权益保障工

作ꎮ 参与推进文化志愿服务ꎮ
２４ 省残联ꎮ 统筹指导全省残疾人文化权益

保障工作ꎮ 协调公共文化机构为残疾人提供无障

碍公共文化服务ꎮ 协商制定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

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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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金 融 办 关 于 促 进 金 融 租 赁 行 业

发 展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 ２１２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省金融办 «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转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

贯彻落实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

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省　 金　 融　 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进金融

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 ６９ 号 )ꎬ 加快推进我省金融租赁行业发

展ꎬ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ꎬ 现结合省情实际ꎬ 提出

以下实施意见ꎮ

一、 积极推动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支持境内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业银行、

境内符合条件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和境内外融资租

赁公司来我省发起设立金融租赁公司ꎮ 支持设立

面向 “三农三牧”、 中小微企业的金融租赁公

司ꎬ 支持民间资本发起人设立自担风险的金融租

赁公司ꎮ 积极引进境内外金融租赁公司在我省设

立专业子公司ꎮ

二、 促进金融租赁公司稳健发展

(一 ) 强化资本实力ꎮ 积极引导各类民间资

本进入金融租赁行业ꎬ 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

公司上市和发行优先股、 次级债ꎬ 丰富金融租赁

公司资本补充渠道ꎬ 持续强化资本实力ꎬ 提升市

场竞争力ꎮ

(二 ) 实现特色化发展ꎮ 推动金融租赁公司

明确市场定位ꎬ 突出融资和融物相结合的特色ꎬ

根据自身发展战略、 企业规模、 财务实力以及管

理能力ꎬ 深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定领域ꎬ 实现专

业化、 差异化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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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完善内部管理ꎮ 促进金融租赁公司制

定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ꎬ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ꎬ 建

立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 有效的业务创新发展机

制、 科学的风险防控机制ꎬ 形成权责明晰、 制衡

有效、 激励科学、 运转高效的内部治理体系ꎮ

(四 )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ꎮ 以 “防范金融风

险、 满足客户需要、 推动企业发展、 促进实体经

济、 实现自身收益” 为原则ꎬ 支持金融租赁公

司不断加强金融创新ꎬ 鼓励推进设备租赁、 实物

转租、 回购返租等业务ꎬ 深耕市场ꎬ 不断创新租

赁业务手段和产品ꎬ 扩大业务规模ꎮ 支持金融租

赁公司顺应 “互联网＋” 发展趋势ꎬ 利用物联

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ꎬ 提升经营效益和金

融服务水平ꎮ

(五 ) 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多渠道融资ꎮ 支持

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和资产证

券化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ꎬ 扩大直接融资规

模ꎮ 深入探索保险资金投资金融租赁资产ꎬ 支持

保险企业用债权、 股权或债转股等方式投资金融

租赁行业ꎮ 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利用境外资金开展

业务ꎮ 建立形式多样的租赁产业基金ꎬ 为金融租

赁公司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ꎮ

(六 )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ꎮ 支持金融租赁公

司自主创新发展ꎬ 与相关高等院校开展校企合

作ꎮ 支持我省相关高等院校与国内金融专业培训

机构合作建立金融租赁人才培训基地ꎬ 开设相关

课程ꎬ 为我省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智力

支撑ꎮ

三、 大力开展金融租赁业务

(一 ) 支持重点领域发展ꎮ 支持金融租赁公

司发挥扩大设备投资、 支持技术进步、 促进产品

销售、 增加服务集成等作用ꎬ 创新业务协作和价

值创造模式ꎬ 支持电力、 盐湖化工、 石油天然

气、 有色金属等我省支柱产业以及冶金、 药材、

建材、 农畜产品加工等优势产业发展ꎻ 支持先进

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节

能环保和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ꎻ 加大

对教育、 文化、 医药卫生等民生领域支持力度ꎻ

在公交车、 出租车、 公务用车等领域鼓励通过金

融租赁发展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设施ꎮ 鼓励通过

金融租赁引入国外先进设备ꎬ 提升省内技术装备

水平ꎬ 同时要注重支持使用国产设备ꎮ

(二 ) 支持薄弱环节壮大ꎮ 支持金融租赁公

司发挥融资便利、 期限灵活、 财务优化等优势ꎬ

开发适合 “三农三牧” 特点、 价格公允的产品

和服务ꎬ 积极开展大型农机具、 农畜产品加工设

备、 农畜产品仓储运输等金融租赁试点ꎬ 支持农

业大型机械、 生产设施、 加工设备更新ꎮ 探索将

生物资产作为租赁物ꎮ 加大对科技型、 创新型、

创业型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ꎮ 支持符合条件的金

融租赁公司通过发行金融债券增强服务 “三农

三牧”、 小微企业的能力ꎮ

四、 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一 ) 加强宣传引导ꎮ 加强对金融租赁理

念、 知识的宣传和普及ꎬ 提升公众和企业认知

度ꎮ 强化信息披露ꎬ 定期发布金融租赁行业

数据ꎮ

(二 ) 强化制度建设ꎮ 根据金融租赁行业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我省具体的操作制度ꎬ 研究建立

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物登记制度ꎬ 发挥租赁物的

风险保障作用ꎬ 维护金融租赁公司的合法权益ꎮ

规范机动车、 船舶等适用于金融租赁的固定资产

交易和登记管理ꎬ 简化交易登记流程ꎬ 便利金融

租赁公司办理业务ꎮ 推动建设区域性租赁物二手

流通市场ꎬ 拓宽租赁物处置渠道ꎬ 丰富金融租赁

公司盈利模式ꎮ 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ꎬ 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和运营中购买金融租赁服务ꎮ

５２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５ ２１

青海省人民政府公报

(三 ) 增强财税支持ꎮ 切实贯彻落实省政府

支持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ꎬ 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

租赁公司享受财政贴息和财政奖励ꎮ 建立有效的

激励机制ꎬ 引导金融租赁公司加大对 “三农三

牧”、 中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ꎬ 允许租赁农机

等设备的实际使用人按规定享受农机购置补贴ꎬ

将通过金融租赁方式进行的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

购置纳入鼓励政策适用范围ꎬ 省内金融租赁公司

在规定的信贷扶持范围内发生的损失ꎬ 按财政信

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规定给予一定的补偿ꎮ

(四 ) 着力优化服务ꎮ 对新设、 引进的金融

租赁公司ꎬ 在资金引入、 公司登记等方面简化手

续ꎬ 提供 “一站式” 注册审批服务ꎮ 帮助推介

优质项目ꎬ 搭建与银行、 担保、 保险等金融机构

合作平台ꎬ 做大做强融资业务ꎬ 切实提供优质

服务ꎮ

五、 提高行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

(一 ) 健全风险防控机制ꎮ 支持金融租赁公

司全面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工作ꎬ 强化实物资产处

置能力ꎬ 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ꎬ 深入排查

各类风险隐患ꎬ 完善风险应急预案ꎮ 完善资产分

类和拨备管理ꎬ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ꎮ 加强合规体

系建设ꎬ 增强金融租赁行业合规经营意识ꎬ 建立

健全合规管理长效机制ꎮ

(二 ) 优化监管服务模式ꎮ 监管部门要切实

落实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工作要求ꎬ

着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ꎬ 优化监管资源配置ꎬ 加

强行业顶层制度建设ꎮ 加强协调配合ꎬ 防止风险

交叉传染ꎮ 完善以风险为本、 资本监管为核心ꎬ

适合行业特点的监管体系ꎬ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ꎬ

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ꎬ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ꎮ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发省农牧厅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１５ 年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 ２１３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省农牧厅、 省发展改革委编制的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实施方案»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

转发给你们ꎬ 请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ꎬ 认真组织实施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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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实施方案

省农牧厅　 省发展改革委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项目概述

一、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退牧还草

工程

二、 项目主管部门: 省农牧厅、 州农牧局、

县农牧局

三、 项目实施单位: 玉树、 果洛、 海南、 黄

南、 海西、 海北州人民政府ꎬ 三江集团ꎬ 囊谦

县、 称多县、 玉树市、 杂多县、 治多县、 曲麻莱

县、 玛沁县、 班玛县、 达日县、 甘德县、 玛多

县、 久治县、 泽库县、 河南县、 同仁县、 尖扎

县、 兴海县、 同德县、 共和县、 贵南县、 贵德

县、 德令哈市、 格尔木市、 天峻县、 乌兰县、 都

兰县、 刚察县、 海晏县、 祁连县、 门源县人民政

府、 湖东种羊场、 铁卜加草改站、 门源种马场、

青海湖农场、 三角城种羊场、 大通种牛场ꎮ

四、 项目第一责任人: 玉树、 果洛、 海南、

黄南、 海西、 海北州人民政府州长、 各项目县人

民政府县长及各牧场场长ꎮ

五、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休牧围栏草原

５０６ ００ 万亩ꎬ 划区轮牧 １７０ ００ 万亩ꎻ 补播改良

草原 ２３０ ００ 万亩ꎬ ２０１２ 年已由省财政垫资实施

１２０ ００ 万亩ꎬ 本方案安排实施 １１０ ００ 万亩ꎻ 人

工饲草地 １０ ５０ 万亩ꎻ 舍饲棚圈 ２２５００ 户ꎻ 黑土

滩治理试点 ２０ 万亩ꎮ

六、 建设年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七、 投资及资金筹措: 总投资 ３０２４１ ００ 万

元ꎬ 其中中央下达 ３００９６ ００ 万元ꎬ 省级配套

１４５ ００ 万元ꎮ 中央投资中 ２４４２ 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度由省财政垫资完成ꎬ 本方案总投资

２７７９９ ００ 万元ꎬ 其中中央投资 ２７６５４ ００ 万元ꎬ

省财政配套 １４５ ００ 万元ꎮ 工程直接投资中休牧

围栏工程建设投资 ９９１８ ００ 万元ꎬ 划区轮牧

３３３２ ００ 万元ꎬ 补播建设投资 ２２００ ００ 万元 (中

央投资 ４６００ ００ 万元ꎬ 其中 ２４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度由省财政垫资完成 )ꎬ 人工饲草地 １６８０ ００

万元ꎬ 黑土滩试点项目 ３０００ ００ 万元ꎬ 舍饲棚圈

６７５０ ００ 万元ꎻ 工程其他投资中项目前期工作费

６４９ ００ 万元 (国家投资 ５０４ 万元ꎬ 省级配套 １４５

万元 )ꎬ 工程监理费 ２７０ ００ 万元ꎮ

第二节　 实施方案编制依据

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部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５ 年退牧还草工程建设任务的通知» (发改西

部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２ 号 )ꎻ

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部 «关于下达

退牧还草工程 ２０１５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 (发改投资 〔２０１５〕 １３７３ 号 )ꎻ

三、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

规划» (发改农经 〔２０１４〕 ３７ 号 )ꎻ

四、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规划» (发改农经 〔２００７〕 ３７０ 号 )ꎻ

五、 青海省发展改革委、 农牧厅 «关于下

达 ２０１５ 年退牧还草工程建设任务及投资计划的

通知» (青发改生态 〔２０１５〕 ６０６ 号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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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木里煤田管理局专题会议纪要» (柴

管煤 〔２０１５〕 ２ 号 )ꎻ

七、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项目管理办法»

(青政办 〔２００６〕 １６１ 号 )、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

程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 (青政办 〔２００３〕

１６３ 号 )、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减畜休牧管理办

法» (青政办 〔２００７〕 ４８ 号 )ꎮ

第二章　 指导思想、 原则及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以保护天然草原生态

环境为前提ꎬ 确保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政策有效衔接ꎬ 通过对休牧区实施围栏封育、 黑

土滩治理、 补播改良ꎬ 使区域草地的牧草得以休

养生息ꎬ 达到保护和改善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ꎻ

对草畜平衡区配套建设舍饲棚圈、 人工饲草基地

等综合措施ꎬ 在以草定畜的基础上ꎬ 完善草原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ꎬ 发展可持续草地生态畜牧业ꎬ

引导和鼓励牧民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与建设ꎬ 改善

生产条件ꎬ 转变发展方式ꎬ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ꎬ 促进区域生态、 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ꎮ

第二节　 建设原则

一、 坚持合理布局、 整乡推进、 分步实施的

原则ꎮ 我省草原牧区地域广ꎬ 地区间草原、 牲

畜、 人口和经济发展等差异较大ꎬ 应该结合实

际ꎬ 统筹考虑各地草原面积、 户数、 草原生产力

以及基础设施现状等情况ꎬ 结合休牧区、 草畜平

衡区的划定ꎬ 充分发挥牧业合作社的作用ꎬ 合理

布局建设任务ꎬ 以户为单元、 整乡整村推进ꎬ 分

步实施ꎮ

二、 坚持国家政策与青海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ꎮ 按照国家退牧还草工程实行 “目标、 任务、

资金、 责任” 四到省的要求ꎬ 根据我省牧区实

际ꎬ 因地制宜ꎬ 分类指导ꎬ 合理配套ꎬ 发挥投资

整体效益ꎮ

三、 坚持生态优先、 统筹兼顾的原则ꎮ 紧紧

围绕休牧和草畜平衡ꎬ 在切实加强草原生态保护

建设的同时ꎬ 将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与我省建立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相结合ꎬ 与发展生态

畜牧业相结合ꎬ 与游牧民定居工程相结合ꎬ 与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及青海

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等重大生态

保护建设工程相结合ꎬ 巩固和扩大生态保护与建

设成果ꎬ 转变生产经营方式ꎬ 提高畜牧业生产综

合效益ꎬ 确保牧民收入不下降ꎮ

四、 坚持因地制宜、 集中连片治理的原则ꎮ

补播改良、 人工饲草地和黑土滩试点项目建设要

根据项目区实际ꎬ 选择降水条件好、 群众积极性

高、 有典型地域特点和适宜项目实施的地方布

局ꎬ 集中安排实施ꎬ 实现治理一片、 巩固一片ꎬ

切实提高治理退化草地的成效ꎮ

五、 坚持谁建设、 谁受益、 谁管护的原则ꎮ

为确保工程发挥长期效益ꎬ 必须将项目的管护责

任落实到户、 到人ꎮ

第三节　 项目区选择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选择

在玉树州囊谦县、 称多县、 玉树市、 杂多县、 治

多县、 曲麻莱县ꎬ 果洛州玛沁县、 班玛县、 达日

县、 甘德县、 玛多县、 久治县ꎬ 黄南州泽库县、

河南县、 同仁县、 尖扎县ꎬ 海南州兴海县、 同德

县、 共和县、 贵南县、 贵德县ꎬ 海西州德令哈

市、 格尔木市、 天峻县、 乌兰县、 都兰县ꎬ 海北

州刚察县、 海晏县、 祁连县、 门源县ꎬ 湖东种羊

场、 铁卜加草改站、 门源种马场、 青海湖农场、

三角城种羊场、 大通种牛场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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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退牧还草工程ꎬ 使项目区 ５０６ 万亩

退化草原得到充分休养生息ꎬ １７０ 万亩草原实行

划区轮牧ꎬ ２３０ 万亩退化草原得到补播改良ꎬ ２０

万亩严重退化草原进行黑土滩治理试点ꎬ 恢复草

原自然调节功能ꎬ 促进区域内草原生态系统向良

性循环和正向演替方向发展ꎬ 提高项目区天然草

原原有初级生产能力ꎮ 同时ꎬ 以实现该地区天然

草原草畜平衡为前提ꎬ 大力推行舍饲、 半舍饲畜

牧业ꎬ 推进人工饲草地建设ꎬ 优化生产结构和经

营模式ꎬ 从根本上减轻草场压力ꎬ 确保退牧还草

工程建设取得实效ꎬ 实现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

发展ꎮ

第三章　 建设内容、 规模及布局

第一节　 主要建设内容、 规模及布局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围栏 (休牧、 划区轮牧 )、 补播、

人工饲草地、 黑土滩治理试点和舍饲棚圈ꎬ 建设

地点与规模布局兼顾三江源二期规划、 青海湖流

域综合治理规划、 祁连山流域治理规划任务ꎬ 规

模如下:

(一 ) 建设围栏 ６７６ 万亩ꎮ 其中休牧围栏

５０６ 万亩ꎬ 划区轮牧 １７０ 万亩ꎮ 休牧围栏三江源

地区 ２７２ ００ 万亩ꎬ 青海湖流域 １６１ ６０ 万亩ꎬ 其

他地区 ７２ ４０ 万亩ꎻ 划区轮牧全部在青海湖流域

实施ꎮ 分州、 县规模详见附件 １ꎮ

(二 ) 补播 １１０ ００ 万亩 (国家下达 ２３０ 万

亩ꎬ １２０ ００ 万亩已于 ２０１２ 年度由省财政垫资实

施 )ꎮ 其中三江源地区 ６０ ００ 万亩ꎬ 青海湖流域

３０ ００ 万亩ꎬ 其他地区 ２０ ００ 万亩ꎮ 分州、 县规

模详见附件 １ꎮ

(三 ) 人工饲草地 １０ ５ 万亩ꎮ 其中三江源

地区 ５ ３０ 万亩ꎬ 青海湖流域 １ ００ 万亩ꎬ 其他地

区 ４ ２０ 万亩ꎮ 分州、 县规模详见附件 １ꎮ

(四 ) 黑土滩试点 ２０ ００ 万亩ꎮ 全部在三江

源地区以外实施ꎬ 分州、 县规模详见附件 １ꎮ

(五 ) 建设舍饲棚圈 ２２５００ 户ꎮ 其中三江源

地区 １５０１０ 户ꎬ 青海湖流域 ４６１０ 户ꎬ 其他地区

２８８０ 户ꎮ 分州、 县规模详见附件 １ꎮ

第二节　 建设地点

根据青海省发展改革委 　 农牧厅 «关于下

达 ２０１５ 年退牧还草工程建设任务及投资计划的

通知» (青发改西部 〔２０１５〕 ６０６ 号 ) 文要求ꎬ

建设任务下达到县ꎬ 各县依据下达的任务规模和

本县实际ꎬ 确定实施乡、 村、 户ꎬ 将建设地点落

实到地块ꎮ

(一 ) 围栏: 玉树州囊谦县、 杂多县、 治多

县、 曲麻莱县ꎬ 果洛州玛沁县、 班玛县、 达日

县、 甘德县、 玛多县、 久治县ꎬ 黄南州泽库县、

河南县、 同仁县、 尖扎县ꎬ 海南州兴海县、 共和

县、 贵南县ꎬ 海西州德令哈市、 格尔木市、 天峻

县、 乌兰县、 都兰县ꎬ 海北州刚察县、 海晏县、

祁连县、 门源县、 青海湖农场ꎬ 湖东种羊场、 铁

卜加草改站、 门源种马场、 三角城种羊场、 大通

种牛场ꎮ

(二 ) 补播: 黄南州泽库县、 河南县ꎬ 海南

州兴海县、 共和县、 同德县ꎬ 海西州乌兰县、 都

兰县、 天峻县ꎮ

(三 ) 人工饲草地: 玉树州囊谦县ꎬ 果洛州

玛沁县、 班玛县ꎬ 黄南州泽库县ꎬ 海南州共和

县ꎬ 海西州德令哈市、 乌兰县、 都兰县ꎬ 海北州

刚察县、 海晏县、 祁连县ꎬ 三角城种羊场、 大通

种牛场ꎮ

(四 ) 舍饲棚圈: 玉树州玉树市、 囊谦县、

称多县、 杂多县、 治多县、 曲麻莱县ꎬ 果洛州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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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 班玛县、 达日县、 甘德县、 玛多县、 久治

县ꎬ 黄南州泽库县、 河南县、 同仁县、 尖扎县ꎬ

海南州兴海县、 同德县、 共和县、 贵南县、 贵德

县ꎬ 海西州德令哈市、 格尔木市、 天峻县、 乌兰

县、 都兰县ꎬ 海北州刚察县、 海晏县、 祁连县、

门源县ꎬ 三角城种羊场ꎮ

(五 ) 黑土滩试点: 海西州德令哈市、 天峻

县、 乌兰县、 都兰县ꎬ 海北州祁连县ꎬ 门源种

马场ꎮ

第四章　 建设方案设计

第一节　 休牧及划区轮牧围栏方案设计

一、 建设方案

优先围建补播、 黑土滩与人工饲草地ꎮ 其余

任务根据各项目户退化草场面积、 地形状况ꎬ 按

照牧户实际可围建休牧与划区轮牧面积采取联

户、 新旧围栏结合落实围栏建设规模ꎮ 在建设方

式上采取以户为单位单独建设或依托生态畜牧业

合作社集中连片建设ꎮ 每个围建单元通过 ＧＰＳ

四至界线定位ꎬ 确定实际休牧与划区轮牧面积ꎮ

在每个围建单元门上要标明项目名称、 围栏

长度、 围建单元流水序号、 生产厂家名称等重要

文字ꎻ 各项目县必须在项目区醒目处设立退牧还

草工程标示牌ꎬ 标明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

模、 工程投资、 建设时间及休牧年限、 休牧面

积、 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名称等文字和数据ꎮ

二、 围栏标准与施工安装

围栏材料与施工安装均严格按照青海省地方

标准 ＤＢ６３ / Ｔ４３７—２００３ 编结网围栏的规格 (网

片为缠绕式 )、 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和检验规则

执行ꎮ

１ 编结网ꎮ

表 ４—１　 编结网围栏的规格及技术参数

单位: ㎜

规　 　 格 纬线根数
网宽公称

尺　 寸
经线间距

钢丝公称直径

边纬线 中纬线 经线

自上而下相邻

两纬线间距

９１Ｌ８ / １１０ / ５０ ８ １１００ ５００ ２ ８ ２ ５ ２ ５
２００、１８０、１８０、１５０、１３０、
１３０、１３０

　 　 自上而下第四根纬线为直径 ２ ８ ㎜的钢丝ꎮ ２ 刺钢丝ꎮ

表 ４—２　 刺钢丝的规模及技术参数

单位: ㎜

规　 　 格
钢丝公称直径

股　 线 刺　 线
刺　 距 刺　 长 刺线头数 捻　 数

９１Ｌ—双

２ ８×２ ２
２ ８ ２ ２ １０２±１３ １６±３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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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支撑件ꎮ

钢制支撑件的规格及参数应附合表 ３—３—３

的规定ꎮ

表 ４—３　 钢制支撑件的规格及技术参数

单位: ㎜

名　 　 称 尺寸长度≥ 材料规格

门柱、 角柱 ２０００ 热轧等边角钢 ９０×９０×８

中间柱 ２０００ 热轧等边角钢 ７０×７０×７

小立柱 ２０００ 热轧等边角钢 ４０×４０×４

地锚、 下立柱 ６００ 热轧等边角钢 ４０×４０×４

支撑杆 ３０００ 电焊钢管 ５０

小立柱横梁 ２００ 热轧等边角钢 ４０×４０×４

　 　 水泥支撑件的规格及参数应附合表 ３—３—４ 的规定ꎮ

表 ４—４　 水泥支撑件的规格及技术参数立柱规格

单位: ㎜

名　 　 称 材料　 高度≥ 上端口 下端口

小立柱 钢筋混凝土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２０×１００

中间柱 钢筋混凝土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１００ １５０×１２０

角　 柱 钢筋混凝土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１５０ １５０×１５０

门　 柱 钢筋混凝土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１５０ １５０×１５０

　 　 水泥立柱钢筋框架应附合表 ３—３—５ 的规

定ꎬ 水泥应符合 ＧＢ１７５—１９９９ 中强度等级为

４２ ５ (Ｒ ) 的要求ꎮ

表 ４—５　 水泥立柱钢筋框架规格

单位: ㎜

名　 称
肋　 钢　 筋 箍　 筋　 圈

公称直径 长　 度 肋筋根数 公称直径 箍筋圈数 上端口 下端口

小立柱

中间柱

角柱、 门柱

６ 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 根 ２ ８０ １０ 圈

８０×６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３０×１００

１３０×３０ １３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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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连接件ꎮ

(１ ) 绑钩: 绑钩的材料应为抗拉强度不低

于 ３５０ＭＰａꎮ 直径为 ２ ５０ｍｍ 的镀锌钢丝ꎬ 每根

长度 ２００ｍｍꎮ

(２ ) 挂钩: 绑钩的材料应为抗拉强度不低

于 ３５０ＭＰａꎮ 直径为 ２ ５０ｍｍ 的镀锌钢丝ꎬ 每根

长度 ２００ｍｍꎮ

５ 围栏门ꎮ

围栏门的框架采用 ＧＢ / Ｔ１３７９３ 中 φ２５ 的直

缝电焊钢管ꎻ 围栏门采用双扇结构ꎬ 单扇高为

１３００ ㎜ꎬ 宽为 １５００ ㎜ꎻ 原材料采用 ３０×３ 扁铁ꎬ

４０×４０×４ 角钢ꎬ １ ５ ㎜钢板ꎻ 围栏门的扁铁间距

为 １５０ ㎜ꎻ 围栏门应焊接牢固ꎬ 焊缝平整ꎬ 无烧

伤和虚焊ꎻ 围栏门应涂防锈漆和银粉ꎬ 涂层均

匀ꎬ 无裸露和涂层堆积表面ꎮ

６ 围栏施工安装: 所有零部件必须检验合

格ꎬ 外购件必须有合格证明ꎬ 方可安装ꎮ 根据地

形 １０—１４ 米设 １ 根小立柱ꎻ 围栏安装要求大、

中、 小立柱埋入地下部分不得少于 ０ ６ｍꎬ 留在

地上部分不得少于 １ ４ｍꎻ 网围栏形状应根据地

形地貌和利用便利而定ꎬ 一般以正方形和长方形

为主ꎻ 围栏门的数量及位置可根据牧户要求设

置ꎻ 编结网的每根纬线均应与立柱绑结牢固ꎬ 所

有的紧固件不得松动ꎻ 大门应安装牢固ꎬ 转动

灵活ꎮ

三、 管护和利用

按照谁受益、 谁管护的原则ꎬ 由项目户管护

围栏设施ꎮ 在封育期内严禁放牧利用ꎬ 并对损坏

的围栏应及时修补ꎮ 各项目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

管护办法ꎮ

第二节　 补播方案设计

一、 地块选择

工程必须在项目县区域内的退化草地上实

施ꎬ 每块补播草场必须 ＧＰＳ 航迹定位ꎮ 具体实

施地点在县级工程设计中确定ꎮ 工程布局坚持以

下原则ꎮ

(一 ) 选择海拔在 ４２００ 米以下的滩地或 ２５°

以下的缓坡退化草地实施ꎬ 且在不破坏原生植被

的前提下ꎬ 对退化草地进行补播改良ꎻ

(二 ) 选择已经实施围栏和鼠害防治工程的

地区实施ꎻ

(三 ) 补播草场必须打破草场原有界限、 集

中联片组织实施ꎻ

(四 ) 选择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性高、 群众基

础较好的地区优先实施ꎮ

二、 技术措施

(一 ) 播种前的准备工作: 补播前首先要防

治鼠害ꎬ 并进行围栏封育ꎮ

(二 ) 播种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６ 月ꎮ

(三 ) 农艺措施: 围栏封育＋灭鼠＋免耕机

种植ꎮ

(四 ) 田间管理: 播种时用磷酸二铵作基

肥ꎬ 用量为 ５ 公斤 /亩ꎮ 补播当年禁牧ꎬ 第二、

第三年牧草生长期禁牧ꎬ 并根据害鼠的发生情

况ꎬ 补播后要及时进行防治ꎮ

三、 种子及质量要求

补播改良所需牧草种子应选用在当地或同类

地区试种成功、 有一定效果的 ３ 个以上品种进行

混播ꎬ 上繁草和下繁草合理搭配ꎮ

牧草种子必须达到国家牧草种子三级以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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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ꎻ 种子包装一律采用净重 ２５ 公斤的定量

包装ꎬ 包装袋面要表明种子名称、 供应单位ꎬ 袋

口挂种子标签ꎬ 表明种子名称、 产地、 发芽率、

净度ꎮ 籽种质量除质检部门每批次的检验报告

外ꎬ 中标企业供应的籽种每袋须有合格证ꎮ

四、 目标及主要技术指标

(一 ) 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加快退化草原植

被恢复ꎬ 巩固退牧还草成果ꎮ

(二 ) 任务: 建设补播草原 １１０ ００ 万亩ꎮ

(三 ) 技术指标:

当年出苗每平方米达到 １５０ 株以上ꎬ 建设第

二年的盖度达到 ６０％以上ꎮ

第三节　 人工饲草地方案设计

一、 人工饲草地建设方案

按照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落

实草畜平衡制度ꎬ 达到 “减畜不减养、 减畜不减

肉” 的总体目标和我省饲草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要求ꎬ 按照百亩、 千亩、 万亩的规模布局ꎬ 务必

坚持集中连片建设ꎬ 杜绝零星布局、 分散建设ꎬ

实现全封育ꎬ 发挥项目整体效益ꎮ

二、 技术方案

(一 ) 地块选择ꎮ 必须安排在长年降雨量

３００ ｍｍ 以上或有稳定地表水源的地区实施ꎮ 每

块人工饲草地必须 ＧＰＳ 航迹定位ꎮ

(二 ) 技术路线ꎮ 选择严重退化的人工草

地、 撂荒地和弃耕地等适宜多年生牧草种植的地

区ꎬ 采取翻耕后重建人工草地ꎬ 同时通过良种良

法的应用ꎬ 提高牧草产量和品质ꎮ

(三 ) 建植技术及措施ꎮ

１ 牧草品种选择: 根据各地自然气候特点ꎬ

可选择垂穗披碱草、 老芒麦、 无芒雀麦、 青海中

华羊茅等多年生禾本科牧草品种ꎬ 进行单播或

混播ꎮ

２ 种子质量: 种子质量要求达到国家规定

三级以上种子标准ꎮ

３ 播种量: 根据品种、 播种方式等确定ꎬ

同德短芒披碱草 (或老芒麦 ) 每亩单播量 １ ５

公斤ꎬ 青海中华羊茅每亩单播量 ０ ５ 公斤ꎮ

４ 播种期: 根据当地农时的适宜播种期适

时播种ꎬ 一般播种期为 ５ 月初至 ６ 月中旬ꎮ

５ 农艺措施: 耕翻＋施肥＋机械条播＋轻耙覆

土 (或镇压 )ꎮ

６ 操作程序:

耕翻: 深度 ２０—２５ ㎝ꎻ

耙平: 用圆盘交叉耙ꎬ 耙碎土块ꎬ 整平地

面ꎬ 清除杂草ꎻ

播种: 播种方法采取机械条播ꎻ

轻耙覆土或镇压: 轻耙覆土ꎬ 覆土深度为

１—３ 厘米ꎬ 播种完成后进行镇压ꎮ

(四 ) 管护利用: 建植当年禁牧ꎮ 第二年以

后牧草生长期禁止放牧ꎬ 在牧草抽穗—开花期刈

割利用ꎮ 刈割后的草地可在冬季放牧利用ꎮ

三、 主要技术指标

建设第二年每亩鲜草产量玉树果洛地区达到

８００ 公斤以上ꎬ 黄南海南地区达到 １０００ 公斤

以上ꎮ

四、 合理利用

为保证牧草的充分生长和草地可持续利用ꎬ

除及时进行围栏封育保护和继续控制鼠害ꎬ 还要

制定科学合理的管护利用制度ꎮ 人工草地建植当

年禁牧ꎬ 第二年以后牧草生长期禁止放牧ꎬ 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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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抽穗—开花期刈割利用ꎮ 刈割后的草地可在冬

季放牧利用ꎮ

第四节　 黑土滩试点方案设计

一、 建植方法

对不同立地条件的 “黑土滩” 区别对待ꎬ

采取不同的农艺治理措施ꎬ 总的原则是要在保护

好现有原生植被不被破坏的前提条件开展综合治

理ꎮ 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１ 免耕补播建半人工草地模式ꎮ 此生裸地

在 ４０％以上ꎬ 坡度在 ２５°以下的缓坡地和滩地ꎬ

均采用免耕播种ꎮ

２ 全耕翻建人工草地模式ꎮ 裸地面积在

８０％以上ꎬ 坡度在 ７°以下的地段ꎬ 可采取全耕

翻建植饲草料基地ꎮ

３ 陡坡地人工播种模式ꎮ 坡度在 ２５°以上的

裸地ꎬ 采取人工补种和无纺布覆盖保育技术进行

植被恢复ꎮ

二、 技术路线

作业地块选择分类 → 鼠害防治 ＋ 草地建植

(免耕或全耕翻 ) ＋ 围栏封育管护

三、 鼠害防治

对选定的黑土滩建设地块需先进行鼠害防

治ꎬ 鼠害防治由祁连山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工程

中草原有害生物防控项目和常规鼠害防治项目配

套解决ꎮ

四、 技术措施

１ 牧草种子ꎮ

(１ ) 牧草品种: 选用青海当地生产的、 适

宜青藏高原生长的多年生禾本科或豆科牧草品

种ꎬ 以市场供种相对充足的同德短芒披碱草

(或垂穗披碱草 )、 青海中华羊茅、 青海冷地早

熟禾、 青海草地早熟禾、 星星草为主要品种ꎮ

(２ ) 种子质量: 种子质量要求达到国家规

定的三级标准以上 (种子纯净度、 发芽率执行

标准为 ＧＢ ６１４２—１９８５ )ꎮ 全部采用断芒、 精选、

定量包装的牧草种子 (要求具有种子质量检测

部门出具的种子质量检验报告 )ꎮ

２ 农艺措施ꎮ

(１ ) 免耕播种建半人工草地模式的工序为:

免耕播种机进行播种＋施追肥 (尿素 )

(２ ) 全耕翻建人工草地模式的工序为:

耕翻＋耙平＋条播大粒种子及施底肥＋覆土＋

条播小粒种子＋耱地镇压＋施追肥 (尿素 )

(３ ) 陡坡地人工播种模式的工序为:

开沟＋人工撒播＋施底肥＋覆土镇压＋覆盖无

纺布＋施追肥 (尿素 )

３ 播种期ꎮ

适宜播种期为 ５ 月—６ 月ꎮ

４ 播种量ꎮ

播种量遵循适量播种ꎬ 合理密植的原则ꎮ 混

播草地总播种量 ２ ６ｋｇ /亩 (实际用种量 )ꎬ 分别

为同德短芒披碱草 (垂穗披碱草 ) ２ｋｇ /亩、 青

海中华羊茅 ０ ３ｋｇ /亩、 青海冷地早熟禾 ０ ３ｋｇ /

亩ꎬ 青海草地早熟禾可单播ꎬ １ ｋｇ /亩ꎮ

５ 播种深度ꎮ

大粒牧草种子控制在 ２—３ ㎝、 小粒牧草种

子控制在 ０ ５—１ ㎝ꎬ 不宜过深ꎻ 一定要保证大、

小粒牧草种子合理覆土深度ꎮ

６ 施底肥ꎮ

(１ ) 施底肥ꎮ 选用的底肥为磷酸二铵ꎬ 施

入量为 １０ 公斤 /亩ꎮ 采用分层施肥播种机条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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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播种时将肥料、 大粒草种和小粒草种分别放

入不同的播种箱分层播下ꎬ 底肥播入深度为 ５—

６ ㎝ꎻ 如采取人工撒播ꎬ 可在耕翻前撒施ꎬ 耕翻

后将底肥埋入土壤ꎬ 深度控制在 ６—８ ㎝ꎮ

(２ ) 施追肥ꎮ 第二年 ７ 月进行追肥ꎬ 选用

的追肥为尿素ꎬ 施入量为 １０ 公斤 /亩ꎮ

五、 管护与利用

多年生草地建植后的管护与合理利用是项目

成败的关键ꎬ 种植后一定要采取围栏封育措施加

以保护ꎬ 同时要实行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ꎬ 以利

于植物生长和植被更新ꎮ 草地建植后要制定详细

的管护利用措施ꎬ 并落到实处ꎮ

１ 围栏封育 　 草地建植后ꎬ 按原牧户的草

场界限予以围栏保护和封育ꎮ 围栏建设以不小于

２０００ 亩的大围栏为宜ꎬ 建设牧户治理草地面积

较小的可通过联户围建的方式进行围栏保护ꎮ 共

用草场不再分割ꎬ 只围建保护性大围栏ꎮ

２. 鼠害控制　 多年生草地建植后ꎬ 继续控

制鼠害ꎬ 防止害鼠反弹危害草地也是项目建设成

败的关键环节ꎮ

３ 合理利用 　 为保证牧草的充分生长和草

地可持续利用ꎬ 除及时进行围栏封育保护和继续

控制鼠害ꎬ 还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管护利用制度ꎮ

草地建植后在牧草生长期间要禁止放牧ꎬ 第三年

及以后在冬季可放牧利用ꎬ 亦可结合牧草刈割

利用ꎮ

六、 技术指标

当年牧草出苗数达到 ２００ 株 /平方米以上ꎬ

有苗面积率达到 ８０％ 以上ꎻ 建设第二年植被盖

度达到 ７０％以上ꎬ 平均鲜草产量达到 ３００ 公斤 /

亩以上ꎮ

七、 组织实施

(一 ) 由省农牧厅委托省草原总站和省畜牧

兽医科学院承担实施ꎬ 承担单位与项目县农牧局

签订试点合同ꎮ

(二 ) 牧草种子和化肥由试点实施单位统一

采购调运ꎮ

(三 ) 试点承担单位在实施后ꎬ 对每块黑土

滩必须 ＧＰＳ 航迹定位ꎬ 并提交各试点州县的技

术报告和试点总结ꎮ

(四 ) 实施任务分配: 省草原总站承担海西

州德令哈市、 都兰县、 乌兰县、 天峻县的黑土滩

试点任务的实施ꎻ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承担海北州

祁连县的黑土滩试点任务的实施和门源种马场的

黑土滩试点任务的技术支撑ꎻ 门源种马场承担本

场的黑土滩试点任务的实施ꎮ

第五节　 舍饲棚圈补助方案设计

一、 建设原则

为引导牧民从依赖天然草原放牧向舍饲半舍

饲转变ꎬ 根据目前已建成的大部分畜用棚圈均缺

少贮草棚的实际ꎬ 本着 “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

则ꎬ 可由牧户自主选择建设畜棚、 贮草棚或畜

圈ꎬ 可单户建设ꎬ 也可根据生态畜牧业发展要

求ꎬ 依托牧民经济合作社集中规划联户建设ꎮ 鉴

于本项目棚圈补助标准偏低ꎬ 允许与 ２０１５ 年度

三江源二期规划生态畜牧业设施、 ２０１５ 年度省

级财政支农资金牧区畜用暖棚及牧户自筹等多种

方式捆绑建设ꎮ

二、 建设方案

１ 舍饲棚圈补助ꎮ

配套省级财政支农资金牧区畜用暖棚和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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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二期规划生态畜牧业设施建设进行建设ꎬ 也可

通过牧业合作社联户联建ꎮ

２ 贮草棚ꎮ

面积: １５ ４ 平方米 /户ꎮ

墙基: 砌筑墙体时其基部必须挖宽 ６０ｃｍꎬ

深 ５０ｃｍ 的地基槽ꎬ 采用 ＭＵ２０ 毛石和 Ｍ５ 水泥

砂浆灌注ꎮ

墙体: 外墙壁均采用 ２４ｃｍ 厚混凝土空心砌

块ꎬ Ｍ２ ５ 混合砂浆砌筑ꎬ 前墙高 ２ ７ｍꎬ １ ２ｍ

以下为实心墙ꎬ １ ２ｍ 以上及山墙为空花墙ꎬ 后

墙高 ２ １ｍ 为实心墙ꎮ

门: 采用简易木门或铁栅栏门ꎮ

屋顶: 采用圆木檩条、 下层铺盖竹帘、 上层

铺草泥 (厚 １０ｃｍ )、 上铺机制粘土瓦固定ꎬ 也可

采用彩钢屋顶ꎮ

３ 畜圈建设ꎮ

畜圈与原有暖棚相配套ꎬ 建在暖棚正前方ꎮ

项目建成后ꎬ 用于牲畜活动场地ꎬ 且夏秋可种植

饲草ꎮ

面积: １６０ 平方米 (宽 ２０ｍꎬ 深 ８ｍ )ꎮ

墙基: 砌筑墙体时其基部必须挖宽 ４０ｃｍꎬ

深 ４０ｃｍ 的地基槽ꎬ 采用 ＭＵ２０ 毛石和 Ｍ５ 水泥

砂浆灌注ꎮ

墙体: 外墙壁均采用 ２４ｃｍ 厚混凝土空心砌

块ꎬ Ｍ２ ５ 混合砂浆砌筑ꎬ 墙高 １ ３ｍꎮ

门: 采用简易木门或铁栅栏门ꎮ

第五章　 技术支撑方案

第一节　 技术支撑的主要内容

一、 围栏建设工程的作业设计、 安装等技术

指导ꎮ

二、 休牧、 划区轮牧、 补播、 人工饲草基地

及黑土滩试点草场的 ＧＰＳ 航迹定位上图的技术

指导ꎮ

三、 建立健全工程档案管理制度ꎮ

四、 收集整理工程建设的图片、 音像等资

料ꎬ 制作项目的相关技术光盘及多媒体等技术

工作ꎮ

五、 对项目建设效益进行跟踪调查ꎮ

第二节　 技术支撑单位

工程建设的技术支撑工作由省、 州、 县三级

草原业务部门承担:

一、 省级技术支撑单位: 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 省草原总站ꎻ

二、 州级技术支撑单位: 州草原站、 州草原

监理站ꎻ

三、 县级技术支撑单位: 项目县草原站、 草

原监理站ꎮ

第三节　 技术支撑职能及分工

一、 围栏、 补播、 人工饲草地及舍饲棚圈技

术支撑

州、 县两级技术支撑单位由项目实施州、 县

畜牧草原技术推广、 科研部门组成ꎮ 其主要

职能:

(一 ) 搞好围栏建设工程的作业设计ꎻ

(二 ) 做好休牧划区轮牧、 补播及人工饲草

基地草场的 ＧＰＳ 航迹定位上图和竣工图ꎻ 围栏

边建设边定位ꎬ 补播和人工饲草地先定位ꎻ

(三 ) 建立健全工程档案管理制度ꎻ

(四 ) 建立休牧草场定点监测制度ꎬ 对草场

生态恢复情况进行效益评估ꎻ

(五 ) 负责牧民的生产技能培训ꎮ

二、 黑土滩试点项目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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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和省草原总站承担ꎬ

州、 县畜牧草原技术推广、 科研部门配合项目实

施ꎮ 其主要职能:

(一 ) 搞好黑土滩试点的技术方案设计ꎻ

(二 ) 做好 ＧＰＳ 航迹定位上图和竣工图ꎻ

(三 ) 建立健全工程档案管理制度ꎻ

(四 ) 负责各黑土滩试点施工的技术指导和

服务ꎻ

(五 ) 建立黑土滩试点区的定点监测制度ꎬ

对草场生态恢复情况进行效益评估ꎮ 试点完成后

向省级项目主管部门提交试点总结和评估报告ꎮ

第六章　 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第一节　 投资概算依据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依据国家及青

海省有关生态环境建设投资补助标准进行投资概

算ꎮ 主要依据有:

一、 国家及青海省有关生态环境建设投资补

助标准、 青海省地方标准以及各州县有关文件

规定ꎮ

二、 投资标准根据项目区平均水平ꎬ 参考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格» 以及

青海省颁布的有关文件ꎮ

三、 工程监理费按围栏建设国家投资的

２ ０％提取ꎬ 用于围栏、 补播及人工饲草地、 舍

饲棚圈的工程监理ꎮ

第二节　 单位投资标准

围栏每亩投资标准为 １９ ６ 元ꎬ 补播区域面

积每亩 ２０ 元ꎬ 人工饲草地每亩 １６０ 元ꎬ 黑土滩

试点 平 均 每 亩 １５０ 元ꎬ 舍 饲 棚 圈 每 户 补 助

３０００ 元ꎮ

第三节　 投资估算及筹措方案

总投 资 ３０２４１ ００ 万 元ꎬ 其 中 中 央 下 达

３００９６ ００ 万元ꎬ 省级配套 １４５ ００ 万元ꎮ 中央投

资中 ２４４２ 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度由省财政垫资

完成ꎬ 本方案总投资 ２７７９９ ００ 万元ꎬ 其中中央

投资 ２７６５４ ００ 万元ꎬ 省财政配套 １４５ ００ 万元ꎮ

工程直接投资中休牧围栏工程建设投资 ９９１８ ００

万元ꎬ 划区轮牧 ３３３２ ００ 万元ꎬ 补播建设投资

２２００ ００ 万元 (中央投资 ４６００ ００ 万元ꎬ 其中

２４００ ００ 万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度由省财政垫资完

成 )ꎬ 人工饲草地 １６８０ ００ 万元ꎬ 黑土滩试点项

目 ３０００ ００ 万元ꎬ 舍饲棚圈 ６７５０ ００ 万元ꎻ 工程

其他投资中项目前期工作费 ６４９ ００ 万元 (中央

投资 ５０４ 万元ꎬ 省级配套 １４５ 万元 )ꎬ 工程监理

费 ２７０ ００ 万元ꎮ 自 ２００３ 年工程实施以来ꎬ 由于

地方财政困难ꎬ 一直未落实省级配套建设资金ꎬ

本方案中不再列入ꎮ 分项投资如下ꎬ 详见附件 ２

及表 ６—１ꎮ

一、 休牧围栏建设投资

中央投资 ９９１８ ００ 万元ꎮ

二、 划区轮牧围栏建设投资

中央投资 ３３３２ ００ 万元ꎮ

三、 补播投资

中央投资 ２２００ ００ 万元ꎮ

四、 人工饲草地投资

中央投资 １６８０ ００ 万元ꎮ

五、 黑土滩试点投资

中央投资 ３０００ ００ 万元ꎮ

六、 舍饲棚圈投资

中央投资 ６７５０ ００ 万元ꎮ

七、 项目前期费

总投资 ６４９ ００ 万元ꎮ 其中中央投资 ５４６ ００

万元ꎬ ４２ ００ 万元前期费已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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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垫资用于工程监测费实施完成ꎬ 本方案前期

费为 ５０４ ００ 万元ꎬ 省级配套 １４５ ００ 万元ꎮ

八、 工程监理费

中央投资 ２７０ ００ 万元ꎮ

表 ６—１　 ２０１５ 年退牧还草工程投资估算及筹措表

单位: 万元

项　 　 　 目 总投资
投资来源

中央投资 省级配套

合　 　 计 ２７７９９ ２７６５４ １４５

一、 工程直接投资 ２６８８０ ２６８８０

(一 ) 休牧围栏 ９９１８ ９９１８

(二 ) 划区轮牧围栏 ３３３２ ３３３２

(三 ) 补播 ２２００ ２２００

(四 ) 人工饲草地 １６８０ １６８０

(五 ) 黑土滩试点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六 ) 舍饲棚圈 ６７５０ ６７５０

二、 工程其他投资 ９１９ ７７４ １４５

　 　 项目前期费 ６４９ ５０４ １４５

　 　 工程监理费 ２７０ ２７０

第七章　 效益分析

退牧还草工程是一项生态建设工程ꎬ 工程建

设主要体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项目的实施不

仅可极大地改善项目区的生态环境ꎬ 而且对三江

源下游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产生积极的

影响ꎬ 是一项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的宏伟

工程ꎮ 超载过牧是造成我省草地退化的主要原

因ꎬ 而超载引起草地退化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

程ꎬ 同样ꎬ 恢复退化草地生态功能也需要一个长

期的过程ꎬ 加之我省大部分草原地区生态系统十

分脆弱ꎬ 自身的调节能力很弱ꎬ 恢复能力极差ꎬ

一旦造成破坏ꎬ 恢复难度大、 周期长ꎬ 很难在短

期内治理恢复ꎮ 但随着工程的实施ꎬ 项目区草原

得以休养生息ꎬ 草地植被和草地生产力逐步得到

恢复ꎬ 部分工程区草地生态环境得到好转ꎬ 工程

已初见成效ꎮ 特别是这几年在项目区广大干部群

众的共同努力下ꎬ 加之降雨天气的增多ꎬ 出现了

草原生态环境逐步恢复的迹象ꎬ 工程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工程区草地植被盖度和生产力变化明

显ꎬ 草地环境逐年向良性演变ꎮ 通过退牧还草工

程的围栏封育、 补播改良、 减畜休牧措施的落

实ꎬ 工程区草地生态功能逐步恢复ꎬ 生态环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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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向良性方向演变ꎮ 经测定表明: 工程区内草地

平均盖度在 ８０—９０％ 之间ꎬ 区外盖度在 ６５—

７０％之间ꎬ 草原植被盖度提高了 １５—２０％ ꎻ 区

内高度在 ８ ５—１３ ５ 厘米之间ꎬ 区外高度 ５—８

厘米之间ꎬ 高度提高了 ３ ５—５ ５ 厘米ꎻ 三江源

区牧草平均产量从 ２００５ 年度 １５９１ ８３ 公斤 /公顷

提高 到 ２００９ 年 的 ２０１５ ９ 公 斤 /公 顷ꎬ 提 高

２６ ４５％ ꎮ 工程区植被状况的显著变化有效促进

了草地生态功能的逐步恢复ꎬ 草地生产能力得到

提高ꎮ

二是草地围栏设施进一步得到加强ꎬ 极大地

提高了项目区抗灾保畜能力ꎮ 通过工程建设ꎬ 草

地围栏、 牲畜暖棚、 人工饲草料基地等基础设施

得到有效加强ꎬ 进一步提高了防灾抗灾能力和牧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ꎮ 从对以往雪灾的调查情况

看ꎬ 工程建设在多次雪灾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ꎬ 尤其是围栏草场ꎬ 在抗灾保畜中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ꎮ

三是促进了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的

转变ꎬ 增加了收入ꎮ 通过几年退牧还草工程的实

施ꎬ 工程区牧民群众对草地价值观有了较大的变

化ꎬ 保护草地、 建设草地的意识进一步增强ꎬ 尤

其是与生态移民工程结合实施后ꎬ 使一部分牧民

由高度分散的游居向相对集中的社区生活转变ꎬ

由传统游牧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开始向舍饲、 半舍

饲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ꎬ 由原来单纯追求牲

畜存栏数逐步向效益畜牧业转变ꎬ 不仅减轻了草

地人口压力ꎬ 还实现了劳动力向二、 三产业的转

移ꎬ 畜牧业生产方式和经营观念发生了重大变

化ꎬ 提高了畜牧业生产效益ꎬ 增加了收入ꎮ

第八章　 组织管理

第一节　 项目管理

一、 实行项目法人制

各项目区州长、 县长为本地区项目第一责任

人ꎬ 对本地区项目负总责ꎮ 各级项目主管部门应

建立目标责任制ꎬ 建设任务层层分解ꎬ 层层签订

目标责任状将任务落实到人ꎮ 县 (市 ) 农牧局

为项目建设法人单位ꎬ 局长全面负责项目的实施

管理工作ꎮ 项目实施实行目标管理制和考核制ꎬ

建设单位应把任务、 质量、 进度切实落实到人ꎬ

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ꎬ 确保项目保质保

量如期完成ꎮ 项目实施必须按照主管部门批复的

计划执行ꎬ 不得随意变更建设地点、 内容、 规模

及标准ꎮ 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ꎬ 建

设单位要及时向上级主管单位汇报ꎬ 并及时协调

解决ꎮ

二、 实行报账制

退牧还草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要严格按照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

(青政办 〔２００３〕 １６３ 号 ) 执行ꎬ 在县农牧主管

部门建立专户ꎬ 专款专用ꎬ 专户管理ꎬ 单独核

算ꎬ 严格实行报帐制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

占、 截留、 挪用和克扣工程建设资金ꎮ 各项目实

施单位根据投资计划和工程进度ꎬ 按工程完成量

填写报帐申请书ꎬ 经项目管理单位和工程监理人

员签字认可后ꎬ 连同财务原始凭证ꎬ 报县农牧局

审核后予以报帐ꎮ

三、 实行工程招标制

根据省政府决定ꎬ 工程建设的围栏材料由省

政府采购中心统一采购ꎬ 补播及人工饲草地的施

工和物资由州农牧局统一组织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招标代理机构ꎮ

四、 实行工程监理制

工程监理必须按照监理章程对围栏、 补播、

人工饲草地、 舍饲棚圈的建设资金、 质量、 进度

实行控制ꎬ 对信息、 合同实行严格管理ꎬ 确保工

程质量ꎮ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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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行施工管理合同制

依据 «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

建设工程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规定ꎬ 建设工

程实行合同管理ꎮ

六、 实行项目检查验收制

项目竣工后实行三级验收制ꎬ 县级进行自

验ꎬ 省州联合抽验ꎬ 接受国家部委验收ꎮ

第二节　 招投标方案

一、 围栏材料及安装

围栏材料及安装施工由州项目主管部门委托

省政府采购中心实行统一采购ꎮ

二、 补播、 人工饲草地的物资及施工

由州项目主管部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

理机构实行公开招标ꎮ 竞标单位必须持有省农牧

厅颁发的牧草种子经营许可证ꎮ

三、 工程监理

鉴于项目区实际ꎬ 工程监理由各州农牧局统

一组织各县委托青海省草地生态监理中心承担ꎮ

四、 黑土滩试点

(一 ) 鉴于试点的特殊性和重要性ꎬ 在不同

地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ꎬ 技术要求和科技含量

高ꎬ 不再招标ꎬ 由省草原总站、 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和门源种马场承担实施ꎮ 承担单位与项目县农

牧局签订试点合同ꎮ

(二 ) 牧草种子和化肥由试点承担单位统一

调配供应ꎮ

第九章　 保障措施

一、 加强工程建设管理ꎬ 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各级政府应加强退牧还草工程的管理工作ꎬ

严格按照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管理办法»、

«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专项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 的要求ꎬ 加强项目管理ꎬ 精心组织实施ꎬ

将工程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ꎬ 确保工

程建设取得实效ꎮ

二、 加强工程监理工作ꎬ 确保工程质量和

进度

工程监理的职责是 “质量、 进度、 投资”

三个控制ꎬ “合同、 信息” 两个管理和一个协

调ꎮ 县项目主管部门要按照工程监理合同约定ꎬ

督促工程监理单位严把质量、 进度和资金拨付

关ꎬ 对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按监理程序及时处理ꎬ

并做好监理日志和监理月报工作ꎬ 协调好工程施

工单位和牧户、 牧委会、 乡政府的关系ꎬ 同时做

好工程档案管理工作ꎬ 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ꎮ

三、 科学规划ꎬ 集中连片治理ꎬ 巩固补播和

人工饲草地建设成效

科学确定草原补播及人工饲草地区域ꎬ 将财

力、 物力和人力集中起来ꎬ 进行集中连片补播ꎬ

根据草原类型、 植被盖度等ꎬ 实行跨村、 跨户的

集中连片建设ꎬ 保证在补播区域内不留死角ꎬ 发

挥规模效益ꎮ

四、 加强项目建设后的运行和管护

项目要建立起完善的管护机制ꎬ 由县人民政

府与项目乡政府签订项目运行管护责任书ꎬ 由县

农牧局负责管护责任的监督检查ꎬ 项目乡政府同

项目户之间要签订休牧合同、 管护合同ꎬ 要真正

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ꎬ 杜绝重建设、

轻管护现象的发生ꎮ

附件: １ ２０１５ 年度退牧还草工程建设任务

分县规模表

２ ２０１５ 年度退牧还草工程分县投资

规模表

３ ２０１５ 年青海省退牧还草工程布局

示意图 (略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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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１５ 年度退牧还草工程建设任务分县规模表
单位: 万亩、 户

项 目 地 区 休牧围栏 划区轮牧 补播 人工饲草地 黑土滩试点 舍饲棚圈

合　 计 ５０６ １７０ １０７ ９ １０ ５ ２０ ２２５００

玉树州 ５０ ０ ０ １ ０ ３５００

玉树市 ０ ５００

称多县 ０ ５００

囊谦县 ２０ １ ５００

杂多县 ５ ６００

治多县 １５ ６００

曲麻莱县 １０ ８００

果洛州 ４７ ０ ０ １ ３ ０ ４２００

玛沁县 ５ ０ ３ ７００

达日县 ２０ ７００

久治县 ５ ７００

班玛县 ５ １ ７００

甘德县 １０ ７００

玛多县 ２ ７００

黄南州 １２０ ０ ４２ ９ ２ ０ ３３５０

泽库县 ７０ ３２ ９ ２ １５００

河南县 ３０ １０ １０００

同仁县 １０ ４２０

尖扎县 １０ ４３０

海南州 ５５ ０ １５ １ ０ ３９６０

共和县 ２５ ５ １ １６００

兴海县 ２０ １０ 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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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地 区 休牧围栏 划区轮牧 补播 人工饲草地 黑土滩试点 舍饲棚圈

同德县 ２ １ ３００

贵南县 １０ ９００

贵德县 ０ ４５０

三江源区 ２７２ ０ ５７ ９ ５ ３ ０ １５０１０

海北州 ５６ ８５ ０ ０ ６ ５ ３３６０

海晏县 １０ ５ ４１０

刚察县 ３０ ０ ４５０

门源县 １５ ２０ １０００

祁连县 ３０ ３０ ６ ５ １５００

青海湖农场 １

海西州 １２０ ８５ ５０ ４ １３ ２ ４０８０

德令哈市 ２０ ２５ ２ ２ ２ ７００

格尔木市 １０ ７００

都兰县 ２０ ３０ １０ １ ３ ７００

乌兰县 ２０ ３０ １０ １ ４ ７８０

天峻县 ５０ ３０ ４ １２００

大通种牛场 ２ ０ ２

三角城种羊场 ３２ １ ５０

湖东种羊场 ２３

铁卜加草改站 ０ ６

门源种马场 ０ ４ ０ ３

青海 湖 流 域 规

划区
１６１ ６ ８５ ３０ １ １０ ５ ４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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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２０
１５

年
度

退
牧

还
草

工
程

分
县

投
资

规
模

表
单

位
:

万
元

区
　
域

工
　

　
程

直
接
投
资

休
牧

围
栏

划
区

轮
牧

补
播

人
　
工

饲
草
地

黑
土
滩

试
　
点

舍
饲

棚
圈

项
目
前
期
费

小
计

中
央

投
资

省
财
政

配
　
套

工
　
程

监
理
费

合
　
计

备
　
注

合
　

计
２６

８８
０

９９
１８

３３
３２

２１
５８

１６
８０

３０
００

６７
５０

６４
９

５０
４

１４
５

２７
０

２７
７９

９

玉
树

州
２１

９０
９８

０
１６

０
１０

５０
２１

９０
实

际
下

达
２０

５４
万

元
ꎮ

玉
树

市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实

际
下

达
１２

２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８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称
多

县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实

际
下

达
１３

０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０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囊
谦

县
７０

２
３９

２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７０

２
实

际
下

达
６８

２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０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杂
多

县
２７

８
９８

１８
０

２７
８

实
际

下
达

２４
０

万
元

ꎬ
其

中
３８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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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工
　

　
程

直
接
投
资

休
牧

围
栏

划
区

轮
牧

补
播

人
　
工

饲
草
地

黑
土
滩

试
　
点

舍
饲

棚
圈

项
目
前
期
费

小
计

中
央

投
资

省
财
政

配
　
套

工
　
程

监
理
费

合
　
计

备
　
注

治
多

县
４７

４
２９

４
１８

０
４７

４
实

际
下

达
４６

８
万

元
ꎬ

其
中

６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
２０

１４
〕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曲
麻

莱
县

４３
６

１９
６

２４
０

４３
６

实
际

下
达

４１
２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４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果
洛

州
２３

８９
９２

１
２０

８
１２

６０
２３

８９
实

际
下

达
２３

２９
万

元
ꎮ

玛
沁

县
３５

６
９８

４８
２１

０
３５

６

达
日

县
６０

２
３９

２
２１

０
６０

２
实

际
下

达
５６

４
万

元
ꎬ

其
中

３８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久
治

县
３０

８
９８

２１
０

３０
８

班
玛

县
４６

８
９８

１６
０

２１
０

４６
８

甘
德

县
４０

６
１９

６
２１

０
４０

６
实

际
下

达
３８

４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２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玛
多

县
２４

９
３９

２１
０

２４
９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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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工
　

　
程

直
接
投
资

休
牧

围
栏

划
区

轮
牧

补
播

人
　
工

饲
草
地

黑
土
滩

试
　
点

舍
饲

棚
圈

项
目
前
期
费

小
计

中
央

投
资

省
财
政

配
　
套

工
　
程

监
理
费

合
　
计

备
　
注

黄
南

州
４５

３５
２３

５２
８５

８
３２

０
１０

０５
４５

３５
实

际
下

达
４４

７３
万

元
ꎮ

泽
库

县
２８

００
１３

７２
６５

８
３２

０
４５

０
２８

００
实

际
下

达
２７

７６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４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河
南

县
１０

８８
５８

８
２０

０
３０

０
１０

８８
实

际
下

达
１０

５４
万

元
ꎬ

其
中

３４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同
仁

县
３２

２
１９

６
１２

６
３２

２
实

际
下

达
３２

０
万

元
ꎬ

其
中

２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
２０

１４
〕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尖
扎

县
３２

５
１９

６
１２

９
３２

５
实

际
下

达
３２

３
万

元
ꎬ

其
中

２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
２０

１４
〕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海
南

州
２７

６８
１０

７８
３０

０
１６

０
１１

８８
２７

６８
实

际
下

达
２７

２４
万

元
ꎮ

共
和

县
１２

３０
４９

０
１０

０
１６

０
４８

０
１２

３０
实

际
下

达
１２

０８
万

元
ꎬ

其
中

２２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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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工
　

　
程

直
接
投
资

休
牧

围
栏

划
区

轮
牧

补
播

人
　
工

饲
草
地

黑
土
滩

试
　
点

舍
饲

棚
圈

项
目
前
期
费

小
计

中
央

投
资

省
财
政

配
　
套

工
　
程

监
理
费

合
　
计

备
　
注

兴
海

县
８０

５
３９

２
２０

０
２１

３
８０

５
实

际
下

达
７９

５
万

元
ꎬ

其
中

１０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同
德

县
１３

２
４２

９０
１３

２
补

播
２４

００
万

元
投

资
冲

抵
２０

１３
年

政
府

垫
资

缺
口

ꎮ

贵
南

县
４６

６
１９

６
２７

０
４６

６

贵
德

县
１３

５
１３

５
１３

５
实

际
下

达
１２

３
万

元
ꎬ

其
中

１２
万

元
已

由
青

财
建

字
〔２

０１
４〕

１７
４８

号
下

达
ꎮ

三
江

源
区

１１
８８

２
５５

２７
１１

５８
８４

８
４９

０８
１２

４４
１

海
北

州
４７

４６
５

１０
９７

５
１６

６６
９７

５
１０

０８
４７

４６
５

海
晏

县
４１

７
１９

６
９８

１２
３

４１
７

刚
察

县
７２

３
５８

８
１３

５
７２

３

门
源

县
９８

６
２９

４
３９

２
３０

０
９８

６

祁
连

县
２６

０１
５８

８
５８

８
９７

５
４５

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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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份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单位 １０ 月

比上年

同月增长

(％ )
１—１０ 月

比上年

同期增长

(％ )

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７ ９ ７ ５

　 　 国有企业 －５ １ －６ ４

　 　 股份制企业 ８ ３ ７ ５

　 　 外商及港澳台企业 １９ ７ ２２ ９

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９ ６９ １２ ９ ５５９ ６４ １１ ８

三、 公共财政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２４ ７４ ６ ８ ２１５ ７４ ３ ５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１５２ ０８ １２ ８ １２１５ ４３ １１ ６

四、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８ ９８ －５７ ５ １００ １２ １７ ７

　 　 出口 亿元 ７ ８０ －５６ ０ ８４ ０９ ５９ ２

　 　 进口 亿元 １ １８ －６５ ６ １６ ０３ －５０ ２

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２９９６ １５ １２ １

　 　 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 亿元 １９２９ ４４ ２４ ９

　 　 民间投资 亿元 １０５２ ８８ －４ ４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亿元 １３ ８３ －４８ ０

六、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５０９８ ７８ １１ ０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７３７ ８９ ８ ０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１３６６ ５２ １４ ６

　 　 广义政府存款 亿元 １９５１ ４５ ９ ８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４６９９ １７ １６ ０

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 １００ ) １０１ ８ １０２ ８

八、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 １００ ) ９０ ８ ９３ ６

九、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以上年同期为 １００ ) ９６ ４ ９８ ３

(青海省统计局提供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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