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 ２２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８０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 已经国务院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要求ꎬ 进

一步推进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公开

(以下统称 “五公开”)ꎬ 加强政策解读、 回应社

会关切、 公开平台建设等工作ꎬ 持续推动简政放

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ꎬ 制定本实施

细则ꎮ
一、 着力推进 “五公开”
(一 ) 将 “五公开” 要求落实到公文办理程

序ꎮ 行政机关拟制公文时ꎬ 要明确主动公开、 依

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等属性ꎬ 随公文一并报批ꎬ
拟不公开的ꎬ 要依法依规说明理由ꎮ 对拟不公开

的政策性文件ꎬ 报批前应先送本单位政务公开工

作机构审查ꎮ 部门起草政府政策性文件代拟稿

时ꎬ 应对公开属性提出明确建议并说明理由ꎻ 部

门上报的发文请示件没有明确的公开属性建议

的ꎬ 或者没有依法依规说明不公开理由的ꎬ 本级

政府办公厅 (室 ) 可按规定予以退文ꎮ
(二 ) 将 “五公开” 要求落实到会议办理程

序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于 ２０１７ 年底前ꎬ 建立健全

利益相关方、 公众代表、 专家、 媒体等列席政府

有关会议的制度ꎬ 增强决策透明度ꎮ 提交地方政

府常务会议和国务院部门部务会议审议的重要改

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ꎬ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ꎬ
应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 决策依据ꎬ 广

泛听取公众意见ꎮ 对涉及公众利益、 需要社会广

泛知晓的电视电话会议ꎬ 行政机关应积极采取广

播电视、 网络和新媒体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开ꎮ
对涉及重大民生事项的会议议题ꎬ 国务院部门、
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制定会议

方案时ꎬ 应提出是否邀请有关方面人员列席会

议、 是否公开以及公开方式的意见ꎬ 随会议方案

一同报批ꎻ 之前已公开征求意见的ꎬ 应一并附上

意见收集和采纳情况的说明ꎮ
(三 ) 建立健全主动公开目录ꎮ 推进主动公

开目录体系建设ꎬ 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 不公开

为例外ꎬ 进一步明确各领域 “五公开” 的主体、
内容、 时限、 方式等ꎮ ２０１７ 年底前ꎬ 发展改革、
教育、 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 民政、 财政、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 国土资源、 交通运输、 环保、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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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和城乡建设、 商务、 卫生计生、 海关、 税务、
工商、 质检、 安监、 食品药品监管、 证监、 扶贫

等国务院部门要在梳理本部门本系统应公开内容

的基础上ꎬ 制定本部门本系统的主动公开基本目

录ꎻ ２０１８ 年底前ꎬ 国务院各部门应全面完成本

部门本系统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编制工作ꎬ 并动

态更新ꎬ 不断提升主动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

水平ꎮ
(四 ) 对公开内容进行动态扩展和定期审

查ꎮ 各地区各部门每年要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对

政务公开工作的新要求以及公众关切ꎬ 明确政务

公开年度工作重点ꎬ 把握好公开的力度和节奏ꎬ
稳步有序拓展 “五公开” 范围ꎬ 细化公开内容ꎮ
各级行政机关要对照 “五公开” 要求ꎬ 每年对

本单位不予公开的信息以及依申请公开较为集中

的信息进行全面自查ꎬ 发现应公开未公开的信息

应当公开ꎬ 可转为主动公开的应当主动公开ꎬ 自

查整改情况应及时报送本级政府办公厅 (室 )ꎮ
各级政府办公厅 (室 ) 要定期抽查ꎬ 对发现的

应公开未公开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ꎮ 严格落实公

开前保密审查机制ꎬ 妥善处理好政务公开与保守

国家秘密的关系ꎮ
(五 ) 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ꎮ 在

全国选取 １００ 个县 (市、 区 ) 作为试点单位ꎬ
重点围绕基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税费收缴、 征

地补偿、 拆迁安置、 环境治理、 公共事业投入、
公共文化服务、 扶贫救灾等群众关切信息ꎬ 以及

劳动就业、 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 户

籍管理、 宅基地审批、 涉农补贴、 医疗卫生等方

面的政务服务事项ꎬ 开展 “五公开” 标准化规

范化试点工作ꎬ 探索适应基层特点的公开方式ꎬ
通过两年时间形成县乡政府政务公开标准规范ꎬ
总结可推广、 可复制的经验ꎬ 切实优化政务服

务ꎬ 提升政府效能ꎬ 破解企业和群众 “办证多、
办事难” 问题ꎬ 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

一公里”ꎮ
二、 强化政策解读

(一 ) 做好国务院重大政策解读工作ꎮ
国务院部门是国务院政策解读的责任主体ꎬ

要围绕国务院重大政策法规、 规划方案和国务院

常务会议议定事项等ꎬ 通过参加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 新闻发布会、 撰写解读文章、 接受媒体

采访和在线访谈等方式进行政策解读ꎬ 全面深入

介绍政策背景、 主要内容、 落实措施及工作进

展ꎬ 主动解疑释惑ꎬ 积极引导国内舆论、 影响国

际舆论、 管理社会预期ꎮ
国务院发布重大政策ꎬ 国务院相关部门要进

行权威解读ꎬ 新华社进行权威发布ꎬ 各中央新闻

媒体转发ꎮ 部门主要负责人是 “第一解读人和

责任人”ꎬ 要敢于担当ꎬ 通过发表讲话、 撰写文

章、 接受访谈、 参加发布会等多种方式ꎬ 带头解

读政策ꎬ 传递权威信息ꎮ 对以国务院或国务院办

公厅名义印发的重大政策性文件ꎬ 起草部门在上

报代拟稿时应一并报送政策解读方案和解读材

料ꎬ 并抓好落实ꎮ 需配发新闻稿件的ꎬ 文件牵头

起草部门应精心准备ꎬ 充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ꎬ
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签ꎬ 按程序报批后ꎬ 由中

央主要媒体播发ꎮ 要充分发挥各部门政策参与制

定者和掌握相关政策、 熟悉有关领域业务的专家

学者的作用ꎬ 围绕国内外舆论关切ꎬ 多角度、 全

方位、 有序有效阐释政策ꎬ 着力提升解读的权威

性和针对性ꎮ 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政策ꎬ 进行形

象化、 通俗化解读ꎬ 多举实例ꎬ 多讲故事ꎮ
充分运用中央新闻媒体及所属网站、 微博微

信和客户端做好国务院重大政策宣传解读工作ꎬ
发挥主流媒体 “定向定调” 作用ꎬ 正确引导舆

论ꎮ 注重利用商业网站以及都市类、 专业类媒

体ꎬ 做好分众化对象化传播ꎮ 宣传、 网信部门要

加强指导协调ꎬ 组织开展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分析

和效果评估ꎬ 不断总结经验做法ꎬ 督促问题整

改ꎬ 切实增强政策解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ꎮ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是解读重大政策的重

要平台ꎬ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ꎬ 主要负责人要积极

参加ꎬ 围绕吹风会议题ꎬ 精心准备ꎬ 加强衔接协

调ꎬ 做到精准吹风ꎮ 对国际舆论重要关切事项ꎬ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面向国际主流媒体ꎬ 通过

集体采访、 独家访谈等多种形式ꎬ 深入阐释回

应ꎬ 进一步提升吹风会实效ꎮ 遇有重大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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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社会关切ꎬ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及时主

动参加吹风会ꎬ 表明立场态度ꎬ 发出权威声音ꎮ
对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的情况要定期通报ꎮ
(二 ) 加强各地区各部门政策解读工作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谁起草、 谁解读”

的原则ꎬ 做好政策解读工作ꎮ 以部门名义印发的

政策性文件ꎬ 制发部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ꎻ 部门

联合发文的ꎬ 牵头部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ꎬ 其他

联合发文部门配合ꎮ 以政府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

件ꎬ 由起草部门做好解读工作ꎮ 解读政策时ꎬ 着

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 目标任务、 主要内

容、 涉及范围、 执行标准ꎬ 以及注意事项、 关键

词诠释、 惠民利民举措、 新旧政策差异等ꎬ 使政

策内涵透明ꎬ 避免误解误读ꎮ
坚持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 解读材料同步

组织、 同步审签、 同步部署ꎮ 以部门名义印发的

政策性文件ꎬ 报批时应当将解读方案、 解读材料

一并报部门负责人审签ꎮ 对以政府名义印发的政

策性文件ꎬ 牵头起草部门上报代拟稿时应将经本

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的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一并

报送ꎬ 上报材料不齐全的ꎬ 政府办公厅 (室 )
按规定予以退文ꎮ 文件公布前ꎬ 要做好政策吹风

解读和预期引导ꎻ 文件公布时ꎬ 相关解读材料应

与文件同步在政府网站和媒体发布ꎻ 文件执行过

程中ꎬ 要密切跟踪舆情ꎬ 分段、 多次、 持续开展

解读ꎬ 及时解疑释惑ꎬ 不断增强主动性、 针对性

和时效性ꎮ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影响市场预期等重要

政策ꎬ 各地区各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ꎬ 实事求

是、 有的放矢开展政策解读ꎬ 做好政府与市场、
与社会的沟通工作ꎬ 及时准确传递政策意图ꎮ 要

重视收集反馈的信息ꎬ 针对市场和社会关切事

项ꎬ 更详细、 更及时地做好政策解读ꎬ 减少误解

猜疑ꎬ 稳定预期ꎮ
三、 积极回应关切

(一 ) 明确回应责任ꎮ 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

负责、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ꎬ 做好政务舆情的回

应工作ꎬ 涉事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ꎮ 对涉及

国务院重大政策、 重要工作部署的政务舆情ꎬ 国

务院相关部门是回应主体ꎻ 涉及地方的政务舆

情ꎬ 属地涉事责任部门是回应主体ꎻ 涉及多个地

方的政务舆情ꎬ 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是回应主体ꎮ
政府办公厅 (室 ) 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

工作ꎮ
(二 ) 突出舆情收集重点ꎮ 重点了解涉及党

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 政府常务会议和国务

院部门部务会议议定事项的政务舆情信息ꎻ 涉及

公众切身利益且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ꎻ
引发媒体和公众关切、 可能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

力的舆情信息ꎻ 涉及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和自然灾

害应对的舆情信息ꎻ 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民

生舆情信息ꎻ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不

实信息等ꎮ
(三 ) 做好研判处置ꎮ 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

集、 会商、 研判、 回应、 评估机制ꎬ 对收集到的

舆情加强研判ꎬ 区别不同情况ꎬ 进行分类处置ꎮ
对建设性意见建议ꎬ 吸收采纳情况要对外公开ꎮ
对群众反映的实际困难ꎬ 研究解决的情况要对外

公布ꎮ 对群众反映的重大问题ꎬ 调查处置情况要

及时发布ꎮ 对公众不了解情况、 存在模糊认识

的ꎬ 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ꎬ 解疑释惑ꎬ 澄清事

实ꎮ 对错误看法ꎬ 要及时发布信息进行引导和纠

正ꎮ 对虚假和不实信息ꎬ 要在及时回应的同时ꎬ
将涉嫌违法的有关情况和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网

络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ꎮ 进一步做好专项

回应引导工作ꎬ 重点围绕 “两会”、 经济数据发

布和经济形势、 重大改革举措、 重大督查活动、
重大突发事件等ꎬ 做好舆情收集、 研判和回应

工作ꎮ
(四 ) 提升回应效果ꎮ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 影响市场预期和突发公共事件等重点事项ꎬ
要及时发布信息ꎮ 对涉及特别重大、 重大突发事

件的政务舆情ꎬ 要快速反应ꎬ 最迟要在 ５ 小时内

发布权威信息ꎬ 在 ２４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ꎬ
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ꎬ 持续发布权威信息ꎬ 有关

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主动发声ꎮ 针对重

大政务舆情ꎬ 建立与宣传、 网信等部门的快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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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协调联动机制ꎬ 加强与有关新闻媒体和网站

的沟通联系ꎬ 着力提高回应的及时性、 针对性、
有效性ꎮ 通过购买服务、 完善大数据技术支撑等

方式ꎬ 用好专业力量ꎬ 提高舆情分析处置的信息

化水平ꎮ
四、 加强平台建设

(一 ) 强化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ꎮ 各级政府

办公厅 (室 ) 是本级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的第一

责任主体ꎬ 负责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以及对本

地区政府网站的监督和管理ꎻ 要加强与网信、 编

制、 工信、 公安、 保密等部门的协作ꎬ 对政府网

站的开办、 建设、 定级、 备案、 运维、 等级保护

测评、 服务、 互动、 安全和关停等进行监管ꎮ 建

立健全政府网站日常监测机制ꎬ 及时发现和解决

本地区、 本系统政府网站存在的突出问题ꎮ 推进

网站集约化建设ꎬ 将没有人力、 财力保障的基层

网站迁移到上级政府网站技术平台统一运营或向

安全可控云服务平台迁移ꎮ 加快出台全国政府网

站发展指引ꎬ 明确网站功能定位以及相关标准和

要求ꎬ 分区域分层级分门类对网站从开办到关停

的全生命周期进行规范ꎮ
(二 ) 加强网站之间协同联动ꎮ 打通各地区

各部门政府网站ꎬ 加强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ꎬ 提

升网站的集群效应ꎬ 形成一体化的政务服务网

络ꎮ 国务院通过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对全局工作有

指导意义、 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要政策信息ꎬ
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网站要即时充分转

载ꎻ 涉及某个行业或地区的政策信息ꎬ 有关部门

和地方网站应及时转载ꎮ 国务院办公厅定期对国

务院部门、 省级政府、 市县政府门户网站转载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ꎮ 要加强政府网站与主要新闻媒

体、 新闻网站、 商业网站的联动ꎬ 通过合办专栏

专版等方式ꎬ 提升网站的集群和扩散效应ꎬ 形成

传播合力ꎬ 提升传播效果ꎮ
(三 )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平台ꎮ 新闻媒体是

政务公开的重要平台ꎮ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在立

足政府网站、 政务微博微信、 政务客户端等政务

公开自有平台的基础上ꎬ 加强与宣传、 网信等部

门以及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ꎬ 充分运用新闻媒体

资源ꎬ 做好政务公开工作ꎮ 要通过主动向媒体提

供素材ꎬ 召开媒体通气会ꎬ 推荐掌握相关政策、
熟悉相关领域业务的专家学者接受媒体访谈等方

式ꎬ 畅通媒体采访渠道ꎬ 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

公开平台作用ꎮ 积极安排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及

其新媒体负责人列席有关会议ꎬ 进一步扩大政务

公开的覆盖面和影响力ꎮ
(四 ) 发挥好政府公报的标准文本作用ꎮ 政

府公报要及时准确刊登本级政府及其部门发布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ꎬ 做到应登尽登ꎬ 为公众查

阅、 司法审判等提供有效的标准文本ꎮ 各级政府

要推进历史公报数字化工作ꎬ 争取到 “十三五”
期末ꎬ 建立覆盖创刊以来本级政府公报刊登内容

的数据库ꎬ 在本级政府网站等提供在线服务ꎬ 方

便公众查阅ꎮ
五、 扩大公众参与

(一 ) 明确公众参与事项范围ꎮ 围绕政府中

心工作ꎬ 细化公众参与事项的范围ꎬ 让公众更大

程度参与政策制定、 执行和监督ꎮ 国务院部门要

重点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重大规划ꎬ
国家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 法律议案和行政法规

草案等ꎬ 根据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公众参与ꎮ
省级政府要重点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年度计划ꎬ 省级社会管理事务、 政府规章和重要

政策措施、 重大建设项目等重要决策事项ꎬ 着力

做好公众参与工作ꎮ 市县级政府要重点围绕市场

监管、 经济社会发展和惠民政策措施的执行落

地ꎬ 着力加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的参与ꎮ
(二 ) 规范公众参与方式ꎮ 完善民意汇集机

制ꎬ 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ꎮ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和公众权益的重要决策ꎬ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ꎬ
须通过征求意见、 听证座谈、 咨询协商、 列席会

议、 媒体吹风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ꎮ 行政机关要

严格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听证程序ꎬ 提高行政执

法的透明度和认可度ꎮ 发挥好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社会公众、 新闻媒体

的监督作用ꎬ 积极运用第三方评估等方式ꎬ 做好

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评估和监督工作ꎮ 公开征

求意见的采纳情况应予公布ꎬ 相对集中的意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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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不予采纳的ꎬ 公布时要说明理由ꎮ
(三 ) 完善公众参与渠道ꎮ 积极探索公众参

与新模式ꎬ 不断拓展政府网站的民意征集、 网民

留言办理等互动功能ꎬ 积极利用新媒体搭建公众

参与新平台ꎬ 加强政府热线、 广播电视问政、 领

导信箱、 政府开放日等平台建设ꎬ 提高政府公共

政策制定、 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ꎬ 增

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ꎮ
六、 加强组织领导

(一 ) 强化地方政府责任ꎮ 地方各级政府要

充分认识互联网环境下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重大

意义ꎬ 转变理念ꎬ 提高认识ꎬ 将政务公开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ꎬ 主要负责人亲自抓ꎬ 明确一位分管

负责人具体抓ꎬ 推动本地区各级行政机关做好信

息公开、 政策解读、 回应关切等工作ꎮ 主要负责

人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ꎬ 研究推

动工作ꎬ 有关情况和分管负责人工作分工应对外

公布ꎮ 要组织实施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试点工作ꎬ 让政府施政更加透明高效ꎬ 便利企业

和群众办事创业ꎮ
(二 ) 建立健全政务公开领导机制ꎮ 调整全

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ꎬ 协调处理政务公开顶层设

计和重大问题ꎬ 部署推进工作ꎮ 各地区各部门也

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协调机制ꎮ 各级政府政务公

开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由政府有关部门、 宣传部

门、 网信部门等组成ꎮ
(三 ) 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ꎮ 各地区各部

门要整合力量ꎬ 理顺机制ꎬ 明确承担政务公开工

作的机构ꎬ 配齐配强工作人员ꎮ 政务公开机构负

责组织协调、 指导推进、 监督检查本地区本系统

的政务公开工作ꎬ 做好本行政机关信息公开、 政

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策解读、 回应关切、 公众

参与等工作ꎮ 在政务公开协调机制下ꎬ 各级政府

及其部门要与宣传部门、 网信部门紧密协作ꎬ 指

导协调主要媒体、 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

站ꎬ 充分利用各媒体平台、 运用全媒体手段做好

政务公开工作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完善信息发布协

调机制ꎬ 对涉及其他地方、 部门的政府信息ꎬ 应

当与有关单位沟通确认ꎬ 确保发布的信息准确

一致ꎮ
(四 ) 建 立 效 果 评 估 机 制ꎮ 政府办公厅

(室 ) 要建立健全科学、 合理、 有效的量化评估

指标体系ꎬ 适时通过第三方评估、 民意调查等方

式ꎬ 加强对信息公开、 政策解读、 回应关切、 媒

体参与等方面的评估ꎬ 并根据评估结果不断调整

优化政务公开的方式方法ꎮ 评估结果要作为政务

公开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ꎮ
(五 ) 加强政务公开教育培训ꎮ 各地区各部

门要制定政务公开专项业务培训计划ꎬ 组织开展

业务培训和研讨交流ꎬ ２０１８ 年底前对政务公开

工作人员轮训一遍ꎮ 各级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院

校应将政务公开纳入干部培训课程ꎬ 着力强化各

级领导干部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务公开理念ꎬ 提

高指导、 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ꎮ 政务

公开工作人员要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和业务研究ꎬ
准确把握政策精神ꎬ 增强专业素养ꎮ

(六 ) 强化考核问责机制ꎮ 各地区各部门要

将信息公开、 政策解读、 回应关切、 媒体参与等

方面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纳入绩效考核

体系ꎬ 政务公开工作分值权重不应低于 ４％ ꎮ 强

化政务公开工作责任追究ꎬ 定期对政务公开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督查ꎬ 对政务公开工作推动有力、
积极参与的单位和个人ꎬ 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

彰ꎻ 对重要信息不发布、 重大政策不解读、 热点

回应不及时的ꎬ 要严肃批评、 公开通报ꎻ 对弄虚

作假、 隐瞒实情、 欺骗公众ꎬ 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的ꎬ 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ꎮ
政务公开是行政机关全面推进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全过程公开ꎬ 加强政策解读、
回应关切、 平台建设、 数据开放ꎬ 保障公众知情

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权ꎬ 增强政府公信力

执行力ꎬ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制度安排ꎮ 各级行

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为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的适用主体ꎬ 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执行ꎮ 公

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

府信息的ꎬ 行政机关应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的规定妥善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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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８１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已经国务院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以下称排污许可

制 ) 是依法规范企事业单位排污行为的基础性

环境管理制度ꎬ 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对企事业单位

发放排污许可证并依证监管实施排污许可制ꎮ 近

年来ꎬ 各地积极探索排污许可制ꎬ 取得初步成

效ꎮ 但总体看ꎬ 排污许可制定位不明确ꎬ 企事业

单位治污责任不落实ꎬ 环境保护部门依证监管不

到位ꎬ 使得管理制度效能难以充分发挥ꎮ 为进一

步推动环境治理基础制度改革ꎬ 改善环境质量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和 «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等ꎬ 制定本方案ꎮ
一、 总体要求

(一 ) 指导思想ꎮ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ꎬ 认真落实

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ꎬ 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力度ꎬ 将排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

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ꎬ 作为企业守法、 部门执

法、 社会监督的依据ꎬ 为提高环境管理效能和改

善环境质量奠定坚实基础ꎮ
(二 ) 基本原则ꎮ
精简高效ꎬ 衔接顺畅ꎮ 排污许可制衔接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制度ꎬ 融合总量控制制度ꎬ 为排污

收费、 环境统计、 排污权交易等工作提供统一的

污染物排放数据ꎬ 减少重复申报ꎬ 减轻企事业单

位负担ꎬ 提高管理效能ꎮ
公平公正ꎬ 一企一证ꎮ 企事业单位持证排

污ꎬ 按照所在地改善环境质量和保障环境安全的

要求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责任ꎬ 多排放多担责、
少排放可获益ꎮ 向企事业单位核发排污许可证ꎬ
作为生产运营期排污行为的唯一行政许可ꎬ 并明

确其排污行为依法应当遵守的环境管理要求和承

担的法律责任义务ꎮ
权责清晰ꎬ 强化监管ꎮ 排污许可证是企事业

单位在生产运营期接受环境监管和环境保护部门

实施监管的主要法律文书ꎮ 企事业单位依法申领

排污许可证ꎬ 按证排污ꎬ 自证守法ꎮ 环境保护部

门基于企事业单位守法承诺ꎬ 依法发放排污许可

证ꎬ 依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ꎬ 对违法排污行为实

施严厉打击ꎮ
公开透明ꎬ 社会共治ꎮ 排污许可证申领、 核

发、 监管流程全过程公开ꎬ 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

放和环境保护部门监管执法信息及时公开ꎬ 为推

动企业守法、 部门联动、 社会监督创造条件ꎮ
(三 ) 目标任务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完成覆盖所

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ꎬ 全国排污

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有效运转ꎬ 各项环境管理制

度精简合理、 有机衔接ꎬ 企事业单位环保主体责

任得到落实ꎬ 基本建立法规体系完备、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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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管理体系高效的排污许可制ꎬ 对固定污染

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ꎬ 实现系

统化、 科学化、 法治化、 精细化、 信息化的

“一证式” 管理ꎮ
二、 衔接整合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四 ) 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制度ꎮ 改变单纯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分解污染

物排放总量指标的方式和总量减排核算考核办

法ꎬ 通过实施排污许可制ꎬ 落实企事业单位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ꎬ 逐步实现由行政区域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向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转变ꎬ 控制的范围逐渐统一到固定污染源ꎮ 环

境质量不达标地区ꎬ 要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或加严

许可排放量等措施ꎬ 对企事业单位实施更为严格

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ꎬ 推动改善环境质量ꎮ
(五 ) 有机衔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ꎮ 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是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门槛ꎬ 排污许

可制是企事业单位生产运营期排污的法律依据ꎬ
必须做好充分衔接ꎬ 实现从污染预防到污染治理

和排放控制的全过程监管ꎮ 新建项目必须在发生

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领排污许可证ꎬ 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及批复中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内容应

当纳入排污许可证ꎬ 其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应作

为环境影响后评价的重要依据ꎮ
三、 规范有序发放排污许可证

(六 ) 制定排污许可管理名录ꎮ 环境保护部

依法制订并公布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ꎬ 考虑企

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ꎬ 确定实行排污许可

管理的行业类别ꎮ 对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内的不

同类型企事业单位ꎬ 按照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

以及环境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分类管理ꎬ 对环境

影响较小、 环境危害程度较低的行业或企事业单

位ꎬ 简化排污许可内容和相应的自行监测、 台账

管理等要求ꎮ
(七 ) 规范排污许可证核发ꎮ 由县级以上地

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排污许可证核发ꎬ 地方

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ꎮ 企事业单位应按相

关法规标准和技术规定提交申请材料ꎬ 申报污染

物排放种类、 排放浓度等ꎬ 测算并申报污染物排

放量ꎮ 环境保护部门对符合要求的企事业单位应

及时核发排污许可证ꎬ 对存在疑问的开展现场核

查ꎮ 首次发放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三年ꎬ 延续换

发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五年ꎮ 上级环境保护部门

要加强监督抽查ꎬ 有权依法撤销下级环境保护部

门作出的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决定ꎮ 环境保护部统

一制定排污许可证申领核发程序、 排污许可证样

式、 信息编码和平台接口标准、 相关数据格式要

求等ꎮ 各地区现有排污许可证及其管理要按国家

统一要求及时进行规范ꎮ
(八 ) 合理确定许可内容ꎮ 排污许可证中明

确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 浓度、 排放量、 排放

去向等事项ꎬ 载明污染治理设施、 环境管理要求

等相关内容ꎮ 根据污染物排放标准、 总量控制指

标、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等ꎬ 依法合理

确定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 浓度及排放量ꎮ 按

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

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４〕 ５６ 号 ) 要求ꎬ 经地方政

府依法处理、 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项目ꎬ 纳入

排污许可管理范围ꎮ 地方政府制定的环境质量限

期达标规划、 重污染天气应对措施中对企事业单

位有更加严格的排放控制要求的ꎬ 应当在排污许

可证中予以明确ꎮ
(九 ) 分步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ꎮ 排污许可

证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ꎬ 并

依法逐步纳入其他污染物ꎮ 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

定污染源的全覆盖ꎬ 率先对火电、 造纸行业企业

核发排污许可证ꎬ ２０１７ 年完成 «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 和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重点行

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ꎬ２０２０ 年

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ꎮ
四、 严格落实企事业单位环境保护责任

(十 ) 落实按证排污责任ꎮ 纳入排污许可管

理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必须按期持证排污、 按证排

污ꎬ 不得无证排污ꎮ 企事业单位应及时申领排污

许可证ꎬ 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ꎬ 承诺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污

并严格执行ꎻ 落实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和其他各

项环境管理要求ꎬ 确保污染物排放种类、 浓度和

排放量等达到许可要求ꎻ 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

人员环境保护责任ꎬ 不断提高污染治理和环境管

理水平ꎬ 自觉接受监督检查ꎮ
(十一 ) 实行自行监测和定期报告ꎮ 企事业

单位应依法开展自行监测ꎬ 安装或使用监测设备

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测、 计量认证规定和技术

规范ꎬ 保障数据合法有效ꎬ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ꎬ
妥善保存原始记录ꎬ 建立准确完整的环境管理台

账ꎬ 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应与环境保护部门联

网ꎮ 企事业单位应如实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排污

许可证执行情况ꎬ 依法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数

据并对数据真实性负责ꎮ 排放情况与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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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符的ꎬ 应及时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ꎮ
五、 加强监督管理

(十二 ) 依证严格开展监管执法ꎮ 依证监管

是排污许可制实施的关键ꎬ 重点检查许可事项和

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ꎬ 通过执法监测、 核查台账

等手段ꎬ 核实排放数据和报告的真实性ꎬ 判定是

否达标排放ꎬ 核定排放量ꎮ 企事业单位在线监测

数据可以作为环境保护部门监管执法的依据ꎮ 按

照 “谁核发、 谁监管” 的原则定期开展监管执

法ꎬ 首次核发排污许可证后ꎬ 应及时开展检查ꎻ
对有违规记录的ꎬ 应提高检查频次ꎻ 对污染严重

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加大执法频次与处罚力度ꎬ
推动去产能工作ꎮ 现场检查的时间、 内容、 结果

以及处罚决定应记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ꎮ
(十三 ) 严厉查处违法排污行为ꎮ 根据违法

情节轻重ꎬ 依法采取按日连续处罚、 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停业、 关闭等措施ꎬ 严厉处罚无证和

不按证排污行为ꎬ 对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ꎮ 环境保护部门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环境管

理台账、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不一致的ꎬ 可以

责令作出说明ꎬ 对未能说明且无法提供自行监测

原始记录的ꎬ 依法予以处罚ꎮ
(十四 ) 综合运用市场机制政策ꎮ 对自愿实

施严于许可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且在排污许可证中

载明的企事业单位ꎬ 加大电价等价格激励措施力

度ꎬ 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相关环保、 资源综合利

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ꎮ 与拟开征的环境保护税有

机衔接ꎬ 交换共享企事业单位实际排放数据与纳

税申报数据ꎬ 引导企事业单位按证排污并诚信纳

税ꎮ 排污许可证是排污权的确认凭证、 排污交易

的管理载体ꎬ 企事业单位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基础

上ꎬ 通过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清洁生产、 污染

治理、 技术改造升级等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削减

量ꎬ 可按规定在市场交易ꎮ
六、 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

(十五 ) 提高管理信息化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建成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ꎬ 将排污许可证申

领、 核发、 监管执法等工作流程及信息纳入平

台ꎬ 各地现有的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逐步接

入ꎮ 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上适当扩充ꎬ 制定

全国统一的排污许可证编码ꎮ 通过排污许可证管

理信息平台统一收集、 存储、 管理排污许可证信

息ꎬ 实现各级联网、 数据集成、 信息共享ꎮ 形成

的实际排放数据作为环境保护部门排污收费、 环

境统计、 污染源排放清单等各项固定污染源环境

管理的数据来源ꎮ
(十六 )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ꎮ 在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及时公开企事业单位自行监

测数据和环境保护部门监管执法信息ꎬ 公布不按

证排污的企事业单位名单ꎬ 纳入企业环境行为信

用评价ꎬ 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

示ꎮ 与环保举报平台共享污染源信息ꎬ 鼓励公众

举报无证和不按证排污行为ꎮ 依法推进环境公益

诉讼ꎬ 加强社会监督ꎮ
七、 做好排污许可制实施保障

(十七 ) 加强组织领导ꎮ 各地区要高度重视

排污许可制实施工作ꎬ 统一思想ꎬ 提高认识ꎬ 明

确目标任务ꎬ 制定实施计划ꎬ 确保按时限完成排

污许可证核发工作ꎮ 要做好排污许可制推进期间

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的衔接ꎬ 避免出现管理真空ꎮ
环境保护部要加强对全国排污许可制实施工作的

指导ꎬ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ꎬ 总结推广经验ꎬ 跟踪

评估实施情况ꎮ 将排污许可制落实情况纳入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ꎬ 对落实不力的进行问责ꎮ
(十八 ) 完善法律法规ꎮ 加快修订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ꎬ 制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ꎮ 配

合修订水污染防治法ꎬ 研究建立企事业单位守法

排污的自我举证、 加严对无证或不按证排污连续

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ꎮ 推动修订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ꎬ 探索将有关污

染物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ꎮ
(十九 ) 健全技术支撑体系ꎮ 梳理和评估现有

污染物排放标准ꎬ 并适时修订ꎮ 建立健全基于排放

标准的可行技术体系ꎬ 推动企事业单位污染防治措

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ꎮ 完善排污许可证执行和监

管执法技术体系ꎬ 指导企事业单位自行监测、 台账

记录、 执行报告、 信息公开等工作ꎬ 规范环境保护

部门台账核查、 现场执法等行为ꎮ 培育和规范咨询

与监测服务市场ꎬ 促进人才队伍建设ꎮ
(二十 ) 开展宣传培训ꎮ 加大对排污许可制

的宣传力度ꎬ 做好制度解读ꎬ 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ꎮ 组织各级环境保护部门、 企事业单位、 咨询

与监测机构开展专业培训ꎮ 强化地方政府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ꎬ 树立企事业单位持证排污意识ꎬ 有

序引导社会公众更好参与监督企事业单位排污行

为ꎬ 形成政府综合管控、 企业依证守法、 社会共

同监督的良好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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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６〕 ８２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ꎬ 国务院各部

委、 各直属机构:

　 　 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ꎬ 鼓励

各地从实际出发干事创业ꎬ 推动形成主动作为、

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ꎬ 国务院决定ꎬ 根据每年

国务院大督查和日常督查情况ꎬ 对落实有关重

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ꎬ

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激励支持ꎮ 经国务院同意ꎬ

现就有关激励措施及组织实施等事项通知如下:

一、 对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工作及时到

位、 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

的市 (州 )、 县 (市、 区 )ꎬ 优先纳入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相关试点ꎬ 推动降低企

业制度性交易成本ꎮ (工商总局负责)

二、 对超额完成化解钢铁、 煤炭过剩产能

目标任务量的省 (区、 市 )ꎬ 在安排工业企业结

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时给予梯级奖补ꎬ 用于职

工分流安置ꎬ 鼓励地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培

育新动能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

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

三、 对积极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内贸流通

体制改革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落实外贸回稳

向好及外资政策措施成效明显的省 (区、 市 )ꎬ

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 １ 家符合条件的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大或调整区位ꎬ 优先支持其

行政区域内 １ 家符合条件且已进入培育期的省

级经济开发区提前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ꎮ (商务部负责 )

四、 对改善地方科研基础条件、 优化科技创

新环境、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国家科

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成效较好的省 (区、 市 )ꎬ

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中根据绩效评

价结果给予一定倾斜ꎬ 用于支持其行政区域内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ꎮ (科技部、 财政部负责 )

五、 对营造诚实守信金融生态环境、 维护

良好金融秩序的省 (区、 市 )ꎬ 支持该省 (区、

市 ) 或其辖内地区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ꎬ

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等方面

给予重点考虑和支持ꎬ 在相关领域加大再贷款、

再贴现的支持力度ꎬ 鼓励符合条件的全国性股

份制银行在上述地区开设分支机构ꎬ 支持符合

条件的企业发行 “双创” 公司债券、 绿色公司

债券等金融创新产品ꎮ (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

监会、 保监会负责 )

六、 对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

增长ꎬ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开工率、 完成率及

地方投资到位率高的省 (区、 市 )ꎬ 在中央预算

内投资既有专项中统筹安排部分投资ꎬ 用于奖

励支持其行政区域内建设进度快而又缺资金的

项目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

七、 对财政预算执行、 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国库库款管理、 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 预算

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好的省 (区、

市 )ꎬ 中央财政利用督查收回的专项转移支付沉

淀资金等ꎬ 在中央、 地方两级结算时予以奖励ꎬ

用于支持省 ( 区、 市 ) 推荐的 先 进 典 型 市

(州 )、 县 (市、 区 )ꎮ (财政部负责 )

八、 对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ＰＰ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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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效果明显、 社会资本参与度高的市 (州 )、

县 (市、 区 )ꎬ 在安排以奖代补资金、 中央预算

内投资 ＰＰＰ 前期工作专项补助时优先支持ꎬ 推

进其行政区域内 ＰＰＰ 工作ꎬ 鼓励地方增加公共

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ꎮ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负责 )

九、 对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 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等工作成效明显的市 (州 )ꎬ 在两年之

内对其行政区域内企业申请企业债券实行 “直

通车” 机制 (企业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报ꎬ

不需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转报 )ꎬ 鼓励地方加大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ꎬ 发挥企业债券促投资、

稳增长的积极作用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

十、 对地方水利建设投资落实好、 中央水

利建设投资计划完成率高的省 (区、 市 )ꎬ 优先

将该地区水利建设项目列入三年滚动计划、 优

先安排中央水利建设投资ꎮ (水利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负责 )

十一、 对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成效好、 闲置

土地少且用地需求量较大的市 (州 )、 县 (市、

区 )ꎬ 在全国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安排一定指标

予以奖励ꎬ 用于支持稳增长、 调结构、 惠民生、

补短板项目建设ꎮ (国土资源部负责 )

十二、 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自

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效明显的省 (区、

市 )ꎬ 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 １ 家符合条件的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扩区或调整区位ꎬ 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 １ 家

符合条件且发展基础较好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ꎮ (科技

部负责 )

十三、 对在推动双创政策落地、 扶持双创

支撑平台、 构建双创发展生态等方面大胆探索、

勇于尝试、 成效明显的省 (区、 市 )ꎬ 优先支持

建设双创示范基地ꎬ 在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方

面予以倾斜ꎬ 鼓励地方加快发展新经济、 培育

发展新动能、 打造新引擎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负责 )

十四、 对推动实施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促进

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的市 (州 )ꎬ 在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布局、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城市、 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等试点示

范方面予以优先支持ꎬ 并在工业转型升级 (中

国制造 ２０２５ ) 资金安排中对符合支持条件的予

以倾斜ꎬ 促进其行政区域内制造业转型升级、

企业技术改造和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ꎮ (工

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负责 )

十五、 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特色优势明显、 技术创新能力较强、 产业

基础雄厚的市 (州 )ꎬ 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区建设ꎬ 在重大政策先行先试、 重大产业

布局和重大项目落地上予以倾斜ꎬ 鼓励地方开

展体制机制创新ꎬ 形成一批特色鲜明、 协同发

展的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ꎮ (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

十六、 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力度较大ꎬ

支持传统产业改造、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工作成效突出的市

(州 )ꎬ 优先支持设立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示

范园区ꎬ 优先支持在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方面

先行先试ꎬ 促进产业向高端化、 集聚化、 智能

化升级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

十七、 对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

施工作力度大ꎬ 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省 (区、

市 )ꎬ 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助ꎮ (财政部、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 )

十八、 对在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认定

为完成年度计划、 减贫成效显著的省 (区、

市 )ꎬ 在分配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给予一定

奖励ꎮ (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负责 )

十九、 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积极主动、 成

效明显的省 (区、 市 )ꎬ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中央

预算内投资给予奖励或倾斜支持ꎬ 用于搬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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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区相关建设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 )

二十、 对棚户区改造、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积极主动、 成效明显的省 (区、 市 )ꎬ 在安排中

央补助及配套基础建设有关资金时ꎬ 给予适当

奖励或倾斜支持ꎮ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财政部负责 )

二十一、 对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

显的县 (市、 区 ) 和试点城市ꎬ 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下达相关省 (区、 市 )

后ꎬ 由省 (区、 市 ) 给予奖励或倾斜支持ꎮ (国

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负责 )

二十二、 对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积极

主动、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明显的省 (区、

市 )ꎬ 在安排中央补助及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 遴选相关试点项目方面给予倾斜支持ꎮ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民政部负责 )

二十三、 对环境治理工程项目推进快ꎬ 重

点区域大气、 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

市 (州 )ꎬ 中央财政年度污染防治有关专项资金

下达相关省 (区、 市 ) 后ꎬ 由省 (区、 市 ) 给

予相应奖励ꎮ (环境保护部、 财政部负责 )

二十四、 对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

创造典型经验做法且受到国务院督查表扬的市

(州 )、 县 (市、 区 )ꎬ 在下一年度国务院组织的

有关实地督查中实施 “免督查”ꎮ (国务院办公

厅负责 )

对真抓实干、 相关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加

大激励支持力度ꎬ 是建立健全督查激励长效机

制的重要举措ꎬ 对于调动和激发地方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ꎬ 推动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决策部署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各有关部门要认

真落实激励措施ꎬ 加强组织实施ꎬ 做好宣传解

读、 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工作ꎬ 确保激励措施

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ꎻ 要建立健全督查制度和

统计评价体系ꎬ 坚持公正、 公平、 公开原则ꎬ

简化操作ꎬ 优化流程ꎬ 防止增加地方负担ꎮ 各

省 (区、 市 ) 要明确责任部门ꎬ 统筹做好本省

(区、 市 ) 组织落实激励措施的工作ꎻ 要加强宣

传引导ꎬ 鼓励奋勇争先ꎬ 用足用好激励措施ꎬ

充分发挥督查激励的示范带动作用ꎮ 有条件的

省 (区、 市 ) 可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ꎬ 加大激

励力度ꎬ 增强激励效果ꎮ 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激

励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ꎬ 适时对实施效

果组织评估ꎮ

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激励措施的具体办法ꎬ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前报送国务院办公厅ꎮ 从

２０１７ 年起ꎬ 各有关部门于每年 １ 月 ３１ 日前ꎬ 根

据上一年度工作成效ꎬ 结合本部门日常督查情

况和国务院大督查、 相关专项督查情况ꎬ 提出

拟予激励支持的地方名单ꎬ 报送国务院办公厅ꎮ

国务院办公厅将统筹组织开展相关表扬激励

工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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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

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的决定

青政 〔２０１６〕 ８６ 号

各市、 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ꎬ 省 政 府 各 委、 办、

厅、 局:

为全面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省委十二届

十二次全会精神ꎬ进一步提高我省自然科学研究

水平ꎬ提升自然科学技术创新能力ꎬ繁荣自然科学

学术交流ꎬ省人民政府决定ꎬ对我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评选的«Ｄｒａｆｔ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ｔｅｌｏｐｅ»(藏羚羊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等 ４６

篇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予以表彰ꎮ

根据«青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和

奖励办法»确定的评审程序ꎬ经省自然科学优秀

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审定ꎬ省人民政府批准ꎬ授予

«Ｄｒａｆｔ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ｔｅｌｏｐｅ»

(藏羚羊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 等 ６ 篇论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

奖一等奖ꎻ授予«ＭｉＲ－２３ａ ｉｎ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１９ｐ１３ １３

Ｌｏｃｉ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Ｍｅｔ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 ２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定位在基因组拷

贝数扩增区域 １９ｐ１３ １３ 的 ＭｉＲ－２３ａ 可通过作用

于基因 ＭＴ２Ａ 促进胃癌肿瘤细胞增殖)等 １５ 篇论

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

文奖二等奖ꎻ授予«Ｒａｔｉｏ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非参数回归模型方差变

点的比率检验)等 ２５ 篇论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青

海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三等奖ꎮ

希望获奖论文作者再接再厉、 奋力拼搏ꎬ

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刻苦钻研、 勇攀高峰ꎬ 不断

取得新的更大成绩ꎮ 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向

获奖者学习ꎬ 紧紧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ꎬ 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科

技攻关ꎬ 为提高我省自主创新能力ꎬ 扎实推进

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建设作出新的贡献ꎮ

　 　 附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青海省自然科学优

秀学术论文奖获奖论文名单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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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附
件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度
青

海
省

自
然

科
学

优
秀

学
术

论
文

奖
获

奖
论

文
名

单

一
等

奖
(６

篇
)

(按
理

工
农

医
学

科
顺

序
排

序
)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随
机

平
面

六
角

格
的

Ｍ
ｏｎ

ｏｍ
ｅｒ
－ ｄ

ｉｍ
ｅｒ

问
题

Ｍ
ｏｎ

ｏｍ
ｅｒ

－
ｄｉ
ｍ
ｅｒ
ｐｒ
ｏｂ

ｌｅ
ｍ
ｏｎ

ｒａ
ｎ￣

ｄｏ
ｍ
ｐｌ
ａｎ

ａｒ
ｈｏ

ｎｅ
ｙｃ

ｏｍ
ｂ
ｌａ
ｔｔｉ
ｃｅ

青
海

省
数

学
学

会
任

海
珍

ꎬ
张

福
基

ꎬ
钱

建
国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数

学
系

藏
羚

羊
全

基
因

组
序

列
图

谱
绘

制
Ｄｒ

ａｆ
ｔｇ

ｅｎ
ｏｍ

ｅ
ｓｅ
ｑｕ

ｅｎ
ｃｅ

ｏｆ
ｔｈ
ｅ

Ｔｉ
￣

ｂｅ
ｔａ
ｎ
ａｎ

ｔｅ
ｌｏ
ｐｅ

青
海

大
学

格
日

力
ꎬ

蔡
庆

乐
ꎬ

沈
永

义
青

海
大

学
高

原
医

学
研

究
中

心

多
目

标
逆

最
优

值
问

题
基

于
双

层
优

化
模

型
的

进
化

算
法

Ａｎ
ｅｖ

ｏｌ
ｕｔ
ｉｏ
ｎａ

ｒｙ
ａｌ
ｇｏ

ｒｉｔ
ｈｍ

ｆｏ
ｒｍ

ｕｌ
ｔｉ

－
ｃｒ
ｉｔｅ

ｒｉａ
ｉｎ
ｖｅ

ｒｓ
ｅ

ｏｐ
ｔｉｍ

ａｌ
ｖａ

ｌｕ
ｅ

ｐｒ
ｏｂ

ｌｅ
ｍ
ｓ
ｕｓ

ｉｎ
ｇ
ａ
ｂｉ
ｌｅ
ｖｅ

ｌｏ
ｐｔ
ｉｍ

ｉｚａ
￣

ｔｉｏ
ｎ
ｍ
ｏｄ

ｅｌ

青
海

省
计

算
机

学
会

李
和

成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遗
传

及
物

理
精

细
定

位
一

个
芥

菜
型

油
菜

的
多

室
基

因
Ｂｊ

ｌｎ
１
于

２０
８

Ｋｂ
的

区
间

Ｇｅ
ｎｅ

ｔｉｃ
ａｎ

ｄ
ｐｈ

ｙｓ
ｉｃ
ａｌ

ｆｉｎ
ｅ
ｍ
ａｐ

ｐｉ
ｎｇ

ｏｆ
ａ

ｍ
ｕｌ
ｔｉｌ
ｏｃ

ｕｌ
ａｒ

ｇｅ
ｎｅ

Ｂｊ
ｌｎ
１

ｉｎ
Ｂｒ

ａｓ
ｓｉｃ

ａ
ｊｕ
ｎｃ

ｅａ
ｔｏ

ａ
２０

８
－
ｋｂ

ｒｅ
￣

ｇｉ
ｏｎ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肖
　

麓
ꎬ

赵
会

彦
ꎬ

赵
　

志
ꎬ

杜
德

志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再
生

障
碍

性
贫

血
患

者
骨

髓
间

充
质

干
细

胞
异

常
表

型
与

其
基

因
表

达
谱

密
切

相
关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ｉａ
ｌｇ

ｅｎ
ｅ
ｅｘ

ｐｒ
ｅｓ
ｓｉｏ

ｎ
ｐｒ
ｏｆ
ｉｌｅ

ａｓ
ｓｏ
ｃｉ
ａｔ
ｅｄ

ｗｉ
ｔｈ

ｔｈ
ｅ

ａｂ
ｎｏ

ｒｍ
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ｂｏ

ｎｅ
ｍ
ａｒ
ｒｏ
ｗ

ｍ
ｅｓ
ｅｎ

ｃｈ
ｙｍ

ａｌ
ｓｔｅ

ｍ
ｃｅ

ｌｌｓ
ｉｎ

ａｐ
ｌａ
ｓｔｉ

ｃ
ａｎ

ｅｍ
ｉａ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李
建

平
ꎬ

杨
少

光
ꎬ

卢
世

红
ꎬ

韩
忠

朝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人

民
医

院

囊
型

包
虫

病
进

展
中

细
粒

棘
球

绦
虫

包
囊

囊
液

的
免

疫
蛋

白
质

谱
的

变
化

Ａｌ
ｔｅ
ｒａ
ｔｉｏ

ｎ
ｏｆ

ｉｍ
ｍ
ｕｎ

ｏｐ
ｒｏ
ｔｅ
ｏｍ

ｅ
ｐｒ
ｏ￣

ｆｉｌ
ｅ

ｏｆ
Ｅｃ

ｈｉ
ｎｏ

ｃｏ
ｃｃ

ｕｓ
ｇｒ
ａｎ

ｕｌ
ｏｓ
ｕｓ

ｈｙ
ｄａ

ｔｉｄ
ｆｌｕ

ｉｄ
ｗｉ

ｔｈ
ｐｒ
ｏｇ

ｒｅ
ｓｓ
ｉｏ
ｎ

ｏｆ
ｃｙ

ｓｔｉ
ｃ
ｅｃ

ｈｉ
ｎｏ

ｃｏ
ｃｃ

ｏｓ
ｉｓ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Ｃｈ
ｕｎ

－ Ｓ
ｅｏ

ｂ
Ａｈ

ｎ
与

韩
秀

敏
为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ꎬ
Ｙｏ

ｕｎ
ｇ－

Ａｎ
Ｂａ

ｅꎬ
Ｙｏ

ｏｎ
Ｋｏ

ｎｇ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人

民
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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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度

青
海

省
自

然
科

学
优

秀
学

术
论

文
奖

获
奖

论
文

名
单

二
等

奖
(１

５
篇

)
(按

理
工

农
医

学
科

顺
序

排
序

)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定
位

在
基

因
组

拷
贝

数
扩

增
区

域
１９

ｐ１
３

１３
的

Ｍ
ｉＲ

—
２３

ａ
可

通
过

作
用

于
基

因
Ｍ
Ｔ２

Ａ
促

进
胃

癌
肿

瘤
细

胞
增

殖

Ｍ
ｉＲ

—
２３

ａ
ｉｎ

Ａｍ
ｐｌ
ｉｆｉ
ｅｄ

１９
ｐ１

３
１３

Ｌｏ
ｃｉ

Ｔａ
ｒｇ
ｅｔ
ｓ

Ｍ
ｅｔ
ａｌ
ｌｏ
ｔｈ
ｉｏ
ｎｅ

ｉｎ
２Ａ

ａｎ
ｄ

Ｐｒ
ｏｍ

ｏｔ
ｅｓ

Ｇｒ
ｏｗ

ｔｈ
ｉｎ

Ｇａ
ｓｔｒ

ｉｃ
Ｃａ

ｎｃ
ｅｒ

Ｃｅ
ｌｌｓ

青
海

大
学

安
　

娟
ꎬ潘

元
明

ꎬ严
　

志
ꎬ吕

有
勇

(通
讯

作
者

)ꎬ
刑

　
蕊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辅
助

永
磁

体
磁

化
方

式
对

单
畴

Ｇｄ
ＢＣ

Ｏ
超

导
块

材
捕

获
磁

场
分

布
及

其
磁

悬
浮

力
的

影
响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马
　

俊
ꎬ

杨
万

民
ꎬ

王
　

妙
ꎬ

杨
万

民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物
理

系

类
Ｂｅ

离
子

内
壳

层
激

发
态

１ｓ
２ｓ

２ｐ
２
退

激
发

过
程

的
研

究

Ｄｅ
ｃａ
ｙ

ｐｒ
ｏｃ
ｅｓ
ｓｅ
ｓ

ｏｆ
ｔｈ
ｅ

ｃｏ
ｒｅ

－
ｅｘ
ｃｉ
ｔｅ
ｄ

ｓｔａ
ｔｅ
ｓ

１ｓ
２ｓ

２ｐ
２

ｆｏ
ｒ

Ｂｅ
－

ｌｉｋ
ｅ
ｓｙ
ｓｔｅ

ｍ
ｓ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桑
萃

萃
ꎬ

苟
秉

聪
ꎬ

王
　

峰
ꎬ

苟
秉

聪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物
理

系

树
脂

吸
附

染
料

:
离

子
强

度
对

疏
水

作
用

和
静

电
作

用
的

影
响

机
理

Ｄｙ
ｅ
ａｄ

ｓｏ
ｒｐ
ｔｉｏ

ｎ
ｂｙ

ｒｅ
ｓｉｎ

ｓ:
Ｅｆ
ｆｅ
ｃｔ

ｏｆ
ｉｏ
ｎｉ
ｃ
ｓｔｒ

ｅｎ
ｇｔ
ｈ

ｏｎ
ｈｙ

ｄｒ
ｏｐ

ｈｏ
ｂｉ
ｃ

ａｎ
ｄ

ｅｌ
ｅｃ
ｔｒｏ

ｓｔａ
ｔｉｃ

ｉｎ
ｔｅ
ｒａ
ｃｔ
ｉｏ
ｎｓ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胡
耀

强
ꎬ

郭
　

探
ꎬ

叶
秀

深
ꎬ

吴
志

坚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直
流

电
弧

法
制

备
钛

酸
锶

钡
陶

瓷
粉

体
的

研
究

Ｉｎ
ｖｅ
ｓｔｉ

ｇａ
ｔｉｏ

ｎｓ
ｏｆ

Ｂａ
ｘＳ
ｒ １
－ ｘ

Ｔｉ
Ｏ ３

ｃｅ
￣

ｒａ
ｍ
ｉｃ
ｓ

ａｎ
ｄ

ｐｏ
ｗｄ

ｅｒ
ｓ

ｐｒ
ｅｐ

ａｒ
ｅｄ

ｂｙ
ｄｉ
ｒｅ
ｃｔ

ｃｕ
ｒｒｅ

ｎｔ
ａｒ
ｃ

ｄｉ
ｓｃ
ｈａ

ｒｇ
ｅ

ｔｅ
ｃｈ

￣
ｎｉ
ｑｕ

ｅ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李
双

滨
ꎬ姚

　
颖

ꎬＹ
ｕ

Ｉ
Ｙｕ

ｚｙ
ｕｋ

ꎬ
姚

　
颖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６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 ２２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２—
树

网
络

生
成

树
数

目
计

算
的

新
算

法

Ｎｅ
ｗ

ｍ
ｅｔ
ｈｏ

ｄ
ｆｏ
ｒ

ｃｏ
ｕｎ

ｔｉｎ
ｇ

ｔｈ
ｅ

ｎｕ
ｍ
ｂｅ

ｒｏ
ｆｓ

ｐａ
ｎｎ

ｉｎ
ｇ
ｔｒｅ

ｅｓ
ｉｎ

ａ
ｔｗ
ｏ－

ｔｒｅ
ｅ
ｎｅ

ｔｗ
ｏｒ
ｋ

青
海

省
计

算
机

学
会

肖
玉

芝
ꎬ

赵
海

兴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疏
松

砂
岩

区
高

精
度

地
震

采
集

技
术

及
效

果
青

海
省

石
油

学
会

吴
永

国
ꎬ

李
国

顺
ꎬ

何
永

清
中

国
石

油
集

团
东

方
地

球
物

理
勘

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青

海
物

探
处

花
土

沟
油

田
复

合
微

生
物

驱
油

实
验

研
究

青
海

省
石

油
学

会
贾

锁
刚

ꎬ
张

启
汉

ꎬ
张

立
会

青
海

油
田

公
司

钻
采

工
艺

研
究

院

青
藏

高
原

六
棱

裸
大

麦
农

家
品

种
群

体
结

构
和

连
锁

不
平

衡
分

析

Ｐｏ
ｐｕ

ｌａ
ｔｉｏ

ｎ
Ｓｔ
ｒｕ
ｃｔ
ｕｒ
ｅ

ａｎ
ｄ

Ｌｉ
ｎｋ

ａｇ
ｅ

Ｄｉ
ｓｅ
ｑｕ

ｉｌｉ
ｂｒ
ｉｕ
ｍ

ｉｎ
Ｓｉ
ｘ

－
Ｒｏ

ｗｅ
ｄ

Ｂａ
ｒｌｅ

ｙ
Ｌａ

ｎｄ
ｒａ
ｃｅ
ｓ
ｆｒｏ

ｍ
ｔｈ
ｅ
Ｑｉ

ｎｇ
ｈａ

ｉ
－ Ｔ

ｉｂ
ｅｔ
ａｎ

Ｐｌ
ａｔ
ｅａ
ｕ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王
　

蕾
ꎬ

徐
金

青
ꎬ

夏
腾

飞
ꎬ

沈
裕

虎
(通

讯
作

者
)ꎬ

刘
登

才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国
际

马
铃

薯
中

心
与

中
国

马
铃

薯
资

源
遗

传
多

样
性

的
ＡＦ

ＬＰ
分

析

Ｇｅ
ｎｅ
ｔｉｃ

Ｄ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

ｏｆ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ａｎ
ｄ

ＣＩ
Ｐ

Ｐｏ
ｔａｔ
ｏ

(
Ｓｏ
ｌａｎ

ｕｍ
ｔｕｂ

ｅｒｏ
ｓｕ
ｍ

Ｌ.
)

Ｇｅ
ｒｍ

ｐｌ
ａｓ
ｍ

Ａｓ
ｓｅ
ｓｓ
ｅｄ

ｂｙ
Ａｍ

ｐｌ
ｉｆｉ
ｅｄ

Ｆｒ
ａｇ
ｍ
ｅｎ

ｔ
Ｌｅ

ｎｇ
ｔｈ

Ｐｏ
ｌｙ
ｍ
ｏｒ
ｐｈ

ｉｓｍ
(Ａ

ＦＬ
Ｐ
)Ｍ

ａｒ
ｋｅ

ｒｓ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王
　

芳
ꎬ

李
芳

弟
ꎬ

王
　

舰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以
半

冬
性

甘
蓝

型
油

菜
为

亲
本

增
强

春
性

甘
蓝

型
油

菜
杂

种
优

势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姚

艳
梅

ꎬ
柳

海
东

ꎬ
徐

　
亮

ꎬ
杜

德
志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７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 ２２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高
寒

藏
嵩

草
(
Ｋｏ

ｂｒ
ｅｓ
ｉａ

ｔｉｂ
ｅｔ
ｉｃ
ａ

)
草

甸
植

物
对

土
壤

氮
素

利
用

的
多

元
化

特
征

青
海

省
草

原
学

会
王

文
颖

ꎬ
周

华
坤

ꎬ
杨

　
莉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对
人

无
毒

的
田

鼠
型

鼠
疫

菌
２０

１
株

具
有

保
护

猕
猴

腺
鼠

疫
的

作
用

Ｙｅ
ｒｓ
ｉｎ
ｉａ

ｐｅ
ｓｔｉ

ｓ
ｂｉ
ｏｖ
ａｒ

Ｍ
ｉｃ
ｒｏ
ｔｕ
ｓ

ｓｔｒ
ａｉ
ｎ

２０
１ꎬ

ａｎ
ａｖ
ｉｒｕ

ｌｅ
ｎｔ

ｓｔｒ
ａｉ
ｎ

ｔｏ
ｈｕ

ｍ
ａｎ

ｓꎬ
ｐｒ
ｏｖ
ｉｄ
ｅｓ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ｏ

ｎａ
ｇａ
ｉｎ
ｓｔ

ｂｕ
ｂｏ

ｎｉ
ｃ
ｐｌ
ａｇ
ｕｅ

ｉｎ
ｒｈ
ｅｓ
ｕｓ

ｍ
ａｃ
ａｑ

ｕｅ
ｓ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张
青

雯
与

汪
琼

为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ꎬ

田
　

光
ꎬ

王
效

义
(通

讯
作

者
)ꎬ

杨
瑞

馥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地

方
病

预
防

控
制

所

硫
化

氢
对

肝
星

状
细

胞
在

氧
化

应
激

和
纤

维
化

中
的

保
护

作
用

Ｐｒ
ｏｔ
ｅｃ
ｔｉｖ

ｅ
ｅｆ
ｆｅ
ｃｔ
ｓ

ｏｆ
ｈｙ

ｄｒ
ｏｇ
ｅｎ

ｓｕ
ｌｆｉ
ｄｅ

ｏｎ
ｏｘ
ｉｄ
ａｔ
ｉｖ
ｅ

ｓｔｒ
ｅｓ
ｓ

ａｎ
ｄ

ｆｉ￣
ｂｒ
ｏｓ
ｉｓ

ｉｎ
ｈｅ

ｐａ
ｔｉｃ

ｓｔｅ
ｌｌａ

ｔｅ
ｃｅ
ｌｌｓ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樊
海

宁
ꎬ王

海
久

ꎬ阳
丹

才
让

ꎬ
邓

　
勇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基
质

素
２
在

体
内

广
泛

分
布

并
可

能
为

原
发

性
骨

关
节

炎
的

早
期

生
物

学
标

识
物

Ｍ
ａｔ
ｒｉｌ
ｉｎ
—

２
Ｉｓ

ａ
Ｗ
ｉｄ
ｅｌ
ｙ

Ｄｉ
ｓｔｒ

ｉｂ
ｕｔ
ｅｄ

Ｅｘ
ｔｒａ

ｃｅ
ｌｌｕ

ｌａ
ｒ

Ｍ
ａｔ
ｒｉｘ

Ｐｒ
ｏｔ
ｅｉ
ｎ

ａｎ
ｄ

ａ
Ｐｏ

ｔｅ
ｎｔ
ｉａ
ｌ
Ｂｉ
ｏｍ

ａｒ
ｋｅ

ｒ
ｉｎ

ｔｈ
ｅ
Ｅａ

ｒｌｙ
Ｓｔ
ａｇ
ｅ
ｏｆ

Ｏｓ
ｔｅ
ｏａ
ｒｔｈ

ｒｉｔ
ｉｓ

ｉｎ
Ａｒ

ｔｉｃ
ｕｌ
ａｒ

Ｃａ
ｒｔｉ
ｌａ
ｇｅ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张
淑

坤
ꎬ

彭
进

武
ꎬ

郭
　

燕
ꎬ

刘
红

刚
(通

讯
作

者
)ꎬ

罗
俊

铭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人

民
医

院

８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 ２２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度

青
海

省
自

然
科

学
优

秀
学

术
论

文
奖

获
奖

论
文

名
单

三
等

奖
(２

５
篇

)
(按

理
工

农
医

学
科

顺
序

排
序

)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非
参

数
回

归
模

型
方

差
变

点
的

比
率

检
验

Ｒａ
ｔｉｏ

ｔｅ
ｓｔ

ｆｏ
ｒ

ｖａ
ｒｉａ

ｎｃ
ｅ

ｃｈ
ａｎ

ｇｅ
ｉｎ

ｎｏ
ｎｐ

ａｒ
ａｍ

ｅｔ
ｒｉｃ

ｒｅ
ｇｒ
ｅｓ
ｓｉｏ

ｎ
青

海
省

数
学

学
会

陈
占

寿
ꎬ

田
　

铮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图
的

无
符

号
拉

普
拉

斯
特

征
值

和
周

长
Ｓｉ
ｇｎ

ｌｅ
ｓｓ

Ｌａ
ｐｌ
ａｃ
ｉａ
ｎ
Ｅｉ
ｇｅ
ｎｖ

ａｌ
ｕｅ

ｓａ
ｎｄ

Ｃｉ
ｒｃ
ｕｍ

ｆｅ
ｒｅ
ｎｃ

ｅ
ｏｆ

Ｇｒ
ａｐ

ｈｓ
青

海
省

数
学

学
会

王
建

锋
ꎬ

Ｆｒ
ａｎ

ｃｅ
ｓｃ
ｏ
Ｂｅ

ｌａ
ｒｄ
ｏ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Ｃａ
Ｃｌ

２
６Ｈ

２Ｏ
–

Ｍ
ｇＣ

ｌ ２
６Ｈ

２Ｏ
相

变
材

料
的

改
性

研
究

Ｔｈ
ｅ

ｐｒ
ｅｐ

ａｒ
ａｔ
ｉｏ
ｎꎬ

ｃｈ
ａｒ
ａｃ
ｔｅ
ｒｉｚ

ａｔ
ｉｏ
ｎ

ａｎ
ｄ

ｍ
ｏｄ

ｉｆｉ
ｃａ
ｔｉｏ

ｎ
ｏｆ

ａ
ｎｅ

ｗ
ｐｈ

ａｓ
ｅ

ｃｈ
ａｎ

ｇｅ
ｍ
ａｔ
ｅｒ
ｉａ
ｌ:

Ｃａ
Ｃｌ

２


６Ｈ
２Ｏ

–

Ｍ
ｇＣ

ｌ ２


６Ｈ
２Ｏ

ｅｕ
ｔｅ
ｃｔ
ｉｃ

ｈｙ
ｄｒ
ａｔ
ｅ
ｓａ
ｌｔ

青
海

省
化

学
学

会
李

　
刚

ꎬ
张

斌
斌

ꎬ
李

　
翔

(通
讯

作
者

)ꎬ
周

　
园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青
藏

高
原

黑
果

枸
杞

和
唐

古
特

白
刺

中
花

青
素

的
分

离
、

稳
定

性
和

抗
氧

化
活

性
研

究

Ｉｓ
ｏｌ
ａｔ
ｉｏ
ｎꎬ

ｓｔａ
ｂｉ
ｌｉｔ
ｙ

ａｎ
ｄ

ａｎ
ｔｉｏ

ｘｉ
ｄａ

ｎｔ
ａｃ
ｔｉｖ

ｉｔｙ
ｏｆ

ａｎ
ｔｈ
ｏｃ
ｙａ
ｎｉ
ｎｓ

ｆｒｏ
ｍ

Ｌｙ
ｃｉ
ｕｍ

ｒｕ
ｔｈ
ｅｎ

ｉｃ
ｕｍ

Ｍ
ｕｒ
ｒａ
ｙ
ａｎ

ｄ
Ｎｉ

￣
ｔｒａ

ｒｉａ
Ｔａ

ｎｇ
ｕｔ
ｏｒ
ｕｍ

Ｂｏ
ｂｒ

ｏｆ
Ｑｉ

ｎｇ
ｈａ

ｉ
－ Ｔ

ｉｂ
ｅｔ
ａｎ

ｐｌ
ａｔ
ｅａ
ｕ

青
海

省
化

学
学

会
胡

　
娜

ꎬ
郑

　
杰

ꎬ
李

文
聪

ꎬ
索

有
瑞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三
江

源
地

区
秋

季
一

次
层

积
云

飞
机

人
工

增
雨

催
化

试
验

的
微

物
理

响
应

Ｍ
ｉｃ
ｒｏ
ｐｈ

ｙｓ
ｉｃ
ａｌ

Ｒｅ
ｓｐ
ｏｎ

ｓｅ
ｓ

ｔｏ
Ｃａ

ｔａ
ｌｙ
ｓｉｓ

Ｄｕ
ｒｉｎ

ｇ
ａ

Ｓｔ
ｒａ
ｔｏ
ｃｕ

ｍ
ｕｌ
ｕｓ

ｉｒｃ
ｒａ
ｆｔ

Ｓｅ
ｅｄ

ｉｎ
ｇ
Ｅｘ

ｐｅ
ｒｉｍ

ｅｎ
ｔｏ

ｖｅ
ｒｔ

ｈｅ
Ｓａ

ｎｊ
ｉａ
ｎｇ

ｙｕ
ａｎ

Ｒｅ
ｇｉ
ｏｎ

ｏｆ
Ｃｈ

ｉｎ
ａ

青
海

省
气

象
学

会
王

黎
俊

ꎬ
银

　
燕

ꎬ
姚

展
予

ꎬ
银

　
燕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气
象

局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办

公
室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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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水
溶

液
中

检
测

Ｈ
ｇ２＋

的
荧

光
传

感
器

Ｆｌ
ｕｏ

ｒｅ
ｓｃ
ｅｎ

ｔ
ｓｅ
ｎｓ
ｏｒ

ｆｏ
ｒ

Ｈ
ｇ２＋

ｄｅ
ｔｅ
ｃｔ
ｉｏ
ｎ
ｉｎ

ａｑ
ｕｅ

ｏｕ
ｓ
ｓｏ
ｌｕ
ｔｉｏ

ｎ
青

海
大

学
韩

爱
霞

ꎬ
刘

晓
辉

ꎬ
Ｇｌ

ｅｎ
ｎ

Ｄ.
Ｐｒ

ｅｓ
ｔｗ
ｉｃ
ｈꎬ

臧
　

泠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不
同

地
区

藏
族

人
群

共
享

和
独

特
的

高
原

适
应

基
因

和
表

型

Ｓｈ
ａｒ
ｅｄ

ａｎ
ｄ
Ｕｎ

ｉｑ
ｕｅ

Ｓｉ
ｇｎ

ａｌ
ｓ
ｏｆ

Ｈ
ｉｇ
ｈ

－ Ａ
ｌｔｉ
ｔｕ
ｄｅ

Ａｄ
ａｐ

ｔａ
ｔｉｏ

ｎ
ｉｎ

Ｇｅ
ｏｇ
ｒａ
ｐｈ

ｉ￣
ｃａ
ｌｌｙ

Ｄｉ
ｓｔｉ

ｎｃ
ｔＴ

ｉｂ
ｅｔ
ａｎ

Ｐｏ
ｐｕ

ｌａ
ｔｉｏ

ｎｓ
青

海
大

学
乌

仁
塔

娜
ꎬ

Ｔａ
ｔｕ
ｍ

Ｓ.
Ｓｉ
ｍ
ｏｎ

￣
ｓｏ
ｎꎬ

Ｇａ
Ｑｉ

ｎꎬ
格

日
力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医

学
院

全
图

的
粘

连
度

Ｔｅ
ｎａ

ｃｉ
ｔｙ

ｏｆ
ｔｏ
ｔａ
ｌｇ

ｒａ
ｐｈ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李
银

奎
ꎬ

魏
宗

田
ꎬ

岳
晓

奎
青

海
民

族
大

学
数

学
院

硼
酸

盐
储

能
体

系
溶

液
结

构
Ｉ:

水
合

Ｂ
(Ｏ

Ｈ
)
４－

离
子

—
Ａ

ＤＦ
Ｔ、

ＣＰ
Ｍ
Ｄ

及
Ｒａ

ｍ
ａｎ

光
谱

研
究

Ｓｏ
ｌｕ
ｔｉｏ

ｎ
Ｓｔ
ｒｕ
ｃｔ
ｕｒ
ｅ
ｏｆ

Ｅｎ
ｅｒ
ｇｙ

Ｓｔ
ｏｒ
ｅｄ

Ｓｙ
ｓｔｅ

ｍ
Ｉ:

Ａｑ
ｕａ

－ Ｂ
(Ｏ

Ｈ
)
４－

:
Ａ

ＤＦ
Ｔꎬ

Ｃａ
ｒ
－

Ｐａ
ｒｒｉ

ｎｅ
ｌｌｏ

Ｍ
ｏｌ
ｅｃ
ｕｌ
ａｒ

Ｄｙ
ｎａ

ｍ
ｉｃ
ｓ
ａｎ

ｄ
Ｒａ

ｍ
ａｎ

Ｓｔ
ｕｄ

ｙ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周
永

全
ꎬ房

　
艳

ꎬ房
春

晖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碱
式

硫
酸

镁
晶

须
表

面
改

性
机

理
研

究

Ｓｔ
ｕｄ

ｙ
ｏｎ

ｔｈ
ｅ
ｍ
ｅｃ
ｈａ

ｎｉ
ｓｍ

ｏｆ
ｓｕ
ｒｆａ

ｃｅ
ｍ
ｏｄ

ｉｆｉ
ｃａ
ｔｉｏ

ｎ
ｏｆ

ｍ
ａｇ
ｎｅ

ｓｉｕ
ｍ

ｏｘ
ｙｓ
ｕｌ
ｆａ
ｔｅ

ｗｈ
ｉｓｋ

ｅｒ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党
　

力
ꎬ

乃
学

瑛
ꎬ

朱
东

海
ꎬ

李
　

武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西
藏

碳
酸

盐
型

和
硫

酸
盐

型
盐

湖
卤

水
提

锂
研

究

Ｓｔ
ｕｄ

ｙ
ｏｆ

Ｌｉ
ｔｈ
ｉｕ
ｍ

Ｅｘ
ｐｌ
ｏｉ
ｔａ
ｔｉｏ

ｎ
ｆｒｏ

ｍ
Ｃａ

ｒｂ
ｏｎ

ａｔ
ｅ

Ｓｕ
ｂｔ
ｙｐ

ｅ
ａｎ

ｄ
Ｓｕ

ｌｆａ
ｔｅ

Ｔｙ
ｐｅ

Ｓａ
ｌｔ－

Ｌａ
ｋｅ

ｓ
ｏｆ

Ｔｉ
ｂｅ

ｔ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朱
成

财
ꎬ

董
亚

萍
ꎬ

曾
　

云
ꎬ

李
　

武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基
于

氯
化

胆
碱

的
镍

类
离

子
液

体
物

理
化

学
性

质
研

究

Ｐｈ
ｙｓ
ｉｃ
ａｌ

–
ｃｈ

ｅｍ
ｉｃ
ａｌ

ｐｒ
ｏｐ

ｅｒ
ｔｉｅ

ｓ
ｏｆ

ｎｉ
ｃｋ

ｅｌ
ａｎ

ａｌ
ｏｇ
ｓ

ｉｏ
ｎｉ
ｃ

ｌｉｑ
ｕｉ
ｄ

ｂａ
ｓｅ
ｄ

ｏｎ
ｃｈ

ｏｌ
ｉｎ
ｅ
ｃｈ

ｌｏ
ｒｉｄ

ｅ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王
怀

有
ꎬ

贾
永

忠
ꎬ

王
小

华
ꎬ

景
　

燕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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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不
同

共
存

离
子

对
十

水
硼

砂
溶

解
度

、
介

稳
区

及
成

核
动

力
学

的
影

响

Ｅｆ
ｆｅ
ｃｔ

ｏｆ
Ｉｍ

ｐｕ
ｒｉｔ
ｉｅ
ｓｏ

ｎ
ｔｈ
ｅ
Ｓｏ

ｌｕ
ｂｉ
ｌｉ￣

ｔｙ
ꎬ

Ｍ
ｅｔ
ａｓ
ｔａ
ｂｌ
ｅ

Ｚｏ
ｎｅ

Ｗ
ｉｄ
ｔｈ
ꎬ

ａｎ
ｄ

Ｎｕ
ｃｌ
ｅａ
ｔｉｏ

ｎ
Ｋｉ

ｎｅ
ｔｉｃ

ｓ
ｏｆ

Ｂｏ
ｒａ
ｘ
Ｄｅ

ｃａ
￣

ｈｙ
ｄｒ
ａｔ
ｅ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彭
姣

玉
ꎬ

董
亚

萍
ꎬ

王
立

平
ꎬ

董
亚

萍
(通

讯
作

者
)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盐

湖
研

究
所

一
种

用
于

云
计

算
数

据
中

心
的

非
集

中
式

虚
拟

机
迁

移
方

法

Ａ
Ｄｅ

ｃｅ
ｎｔ
ｒａ
ｌｉｚ

ｅｄ
Ｖｉ

ｒｔｕ
ａｌ

Ｍ
ａｃ
ｈｉ
ｎｅ

Ｍ
ｉｇ
ｒａ
ｔｉｏ

ｎ
Ａｐ

ｐｒ
ｏａ
ｃｈ

ｏｆ
Ｄａ

ｔａ
Ｃｅ

ｎｔ
ｅｒ
ｓ
ｆｏ
ｒＣ

ｌｏ
ｕｄ

Ｃｏ
ｍ
ｐｕ

ｔｉｎ
ｇ

青
海

省
计

算
机

学
会

王
晓

英
ꎬ

刘
晓

静
ꎬ

樊
丽

华
青

海
大

学

柴
达

木
盆

地
北

缘
侏

罗
系

有
效

烃
源

岩
特

征
及

油
气

聚
集

规
律

青
海

省
石

油
学

会
翟

志
伟

ꎬ
张

永
庶

ꎬ
杨

红
梅

青
海

油
田

公
司

勘
探

开
发

研
究

院

不
同

基
因

型
小

麦
干

旱
胁

迫
与

复
水

后
叶

片
差

异
蛋

白
质

组
学

研
究

Ｐｒ
ｏｔ
ｅｏ
ｍ
ｉｃ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ｌｅ
ａｖ
ｅｓ

ｏｆ
ｄｉ
ｆ￣

ｆｅ
ｒｅ
ｎｔ

ｗｈ
ｅａ
ｔｇ

ｅｎ
ｏｔ
ｙｐ

ｅｓ
ｓｕ
ｂｊ
ｅｃ
ｔｅ
ｄ
ｔｏ

ＰＥ
Ｇ

６０
００

ｓｔｒ
ｅｓ
ｓ
ａｎ

ｄ
ｒｅ
ｗａ

ｔｅ
ｒｉｎ

ｇ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叶

景
秀

ꎬ
王

书
平

ꎬ
张

凤
军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人
工

合
成

甘
蓝

型
油

菜
早

期
世

代
基

因
组

变
异

的
ＡＦ

ＬＰ
和

Ｍ
ＳＡ

Ｐ
标

记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赵
志

刚
与

富
贵

为
共

同
第

一
作

者
ꎬ

邓
昌

蓉
ꎬ

杜
德

志
(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青
稞

Ｈ
ｖａ
１

基
因

的
表

达
模

式
和

表
达

载
体

的
构

建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姚

晓
华

ꎬ
吴

昆
仑

ꎬ
任

又
成

ꎬ
吴

昆
仑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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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中
文
题
目

英
　
文

　
题

　
目

申
报
单
位

前
三
作
者
及
通
迅
作
者

第
一
作
者
工
作
单
位

海
洋

真
菌

Ｐｅ
ｎｉ
ｃｉ
ｌｌｉ
ｕｍ

ｏｘ
ａｌ
ｉｃ
ｕｍ

０３
１２

Ｆ １
中

分

离
到

一
种

新
的

化
合

物
及

其
它

具
有

生
物

活
性

作
用

的
化

合
物

Ａ
ｎｏ

ｖｅ
ｌ
ａｎ

ｄ
ｏｔ
ｈｅ

ｒ
ｂｉ
ｏａ
ｃｔ
ｉｖ
ｅ

ｓｅ
ｃ￣

ｏｎ
ｄａ

ｒｙ
ｍ
ｅｔ
ａｂ

ｏｌ
ｉｔｅ

ｓ
ｆｒｏ

ｍ
ａ

ｍ
ａｒ
ｉｎ
ｅ

ｆｕ
ｎｇ

ｕｓ
Ｐｅ

ｎｉ
ｃｉ
ｌｌｉ
ｕｍ

ｏｘ
ａｌ
ｉｃ
ｕｍ

０３
１２

Ｆ １

青
海

省
农

学
会

沈
　

硕
ꎬ

李
　

玮
ꎬ

王
　

舰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青
海

天
然

草
地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价
值

评
价

青
海

省
草

原
学

会
辛

玉
春

ꎬ
杜

铁
瑛

ꎬ
辛

有
俊

青
海

省
草

原
总

站

基
于

骨
骼

肌
线

粒
体

超
微

结
构

研
究

生
长

期
牦

牛
低

氧
适

应
性

青
海

大
学

张
勤

文
ꎬ

俞
红

贤
ꎬ

荆
海

霞
ꎬ

俞
红

贤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慢
性

高
原

病
患

者
脑

灰
质

变
化

的
ＶＢ

Ｍ
－ Ｍ

ＲＩ
研

究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刘

彩
霞

ꎬ
鲍

海
华

ꎬ
李

伟
霞

ꎬ
鲍

海
华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青
海

地
区

藏
族

人
群

着
色

性
干

皮
病

基
因

Ｄ、
谷

胱
甘

肽
－ Ｓ

－ 转
移

酶
Ｍ
１
基

因
多

态
性

与
肝

癌
易

感
性

的
关

系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赵
君

慧
ꎬ

李
　

华
ꎬ

迪
　

吉
青

海
大

学
附

属
医

院

青
海

高
原

鼠
疫

病
原

生
态

学
研

究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代

瑞
霞

ꎬ
魏

柏
青

ꎬ
李

存
香

ꎬ
王

祖
陨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地
方

病
预

防
控

制
所

２０
１３

年
青

海
省

分
离

的
布

鲁
杆

菌
菌

株
的

鉴
定

与
分

析
青

海
省

医
学

会
薛

红
梅

ꎬ
徐

立
青

ꎬ
崔

步
云

ꎬ
徐

立
青

(通
讯

作
者

)
青

海
省

地
方

病
预

防
控

制
所

　
注

:
以

上
所

有
论

文
凡

有
英

文
题

名
的

ꎬ
一

律
以

英
文

题
名

为
准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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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印发青海省广播影视 “ 十三五 ”

发 展 规 划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６〕 ２１０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广播影视 “十三五” 发展规划»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结合实际ꎬ 认真组

织实施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青海省广播影视 “十三五” 发展规划

　 　 “十三五” 时期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ꎬ 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ꎬ 是我省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奋力打造 “三区”、 建

设 “大美青海” 的攻坚时期ꎬ 也是我省广播影

视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实现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ꎮ 为服从国家整体战略、 服务青

海经济社会建设、 加快推进青海广播影视健康快

速可持续发展ꎬ 根据 «青海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和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关于广播影视 “十三五” 发展规划的

指导精神ꎬ 结合青海省广播影视发展实际情况ꎬ

制定本规划ꎮ

一、 “十二五” 时期青海广播影视发展主要

成就

“十二五” 时期ꎬ 青海广播影视工作坚持正

确舆论导向ꎬ 不断深化改革ꎬ 狠抓重点项目建

设ꎬ 强 化 管 理、 提 升 服 务ꎬ 在 扩 大 省、 市

(州 )、 县广播电视覆盖ꎬ 推动公共服务、 影视

产业、 影视创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ꎬ 全面完

成了 “十二五” 发展规划目标ꎬ 广播影视事业

和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ꎮ

(一 ) 广播影视综合实力明显提升ꎮ

１ 事业建设成效显著ꎮ “十二五” 期间ꎬ 中

央和省政府高度重视青海藏区广播影视事业发

展ꎬ 投入 ２０ ３５ 亿元ꎬ 大力实施村村通、 户户通

工程、 西新工程、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工程、 青海省国标地面数字电视覆盖工程等

重点惠民工程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全省共建成广

播电台 １ 座、 电视台 ５ 座ꎬ 广播电视台 ７ 座ꎬ 卫

星地球站 １ 座ꎬ 中短波转播发射台 ２６ 座ꎬ 调频、

电视转播发射台 ４２１ 座ꎻ 覆盖全省的有线广播电

视传输干线网络达到 ５８７２ 公里ꎬ 有线广播电视

用户达到 ６９ １６ 万户ꎬ 其中ꎬ 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６８ ９４ 万户ꎬ 数字化率达到 ９９ ６８％ ꎻ 全省广播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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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２２

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 ９８ ０１％ ꎬ 电视综合人口覆

盖率达到 ９８％ 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分别增加 ７ ９８％和

２ ９７％ ꎬ 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ꎮ

２ 产业发展步伐加快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省广播

影视行业总收入达到 １７ １６ 亿元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

增加 １０ ５７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２１ ０９％ ꎮ 全省广播

影视实际创收收入 ４ ８３ 亿元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

２ ７５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８ ３５％ ꎬ 其中ꎬ 广告收入

０ ８３ 亿元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 ０ ４７ 亿元ꎬ 年均增

长 １８ １８％ ꎻ 网络收入 ２ ９８ 亿元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

增加 １ ３４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２ ６９％ ꎻ 电影票房

收入 １ ０２ 亿元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 ０ ９４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６６ ３８％ ꎬ 增幅位居全国前列ꎮ 全省影

院数量由 ２０１０ 年末的 ３ 家增至 ２０ 家ꎬ 现有银幕

数 ９４ 块ꎬ 座位 １ ０７ 万个ꎮ 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 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骨干影视

企业快速发展ꎬ 规模不断壮大ꎬ 创收能力不断增

强ꎻ 广播影视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ꎬ 市场主体不

断增长ꎬ 数量已达 ５０ 家ꎮ

(二 ) 主流媒体建设取得重要成果ꎮ

１ 舆 论 宣 传 主 阵 地 持 续 加 强ꎮ 省、 市

(州 )、 县三级广播电视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完善ꎬ

节目制播能力不断提升ꎬ 节目覆盖水平大幅提

高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省广播电视台共开办 ４ 套

电视节目和 ５ 套广播节目ꎬ 包括青海卫视和安多

藏语卫视两套上星节目ꎻ 构建全台网实现了网络

化、 文件化制播ꎻ 全面启动了高清化改造工程ꎻ

网络广播电视台、 交互式网络电视 ( ＩＰＴＶ ) 集

成播控平台、 移动客户端 (ＡＰＰ ) 等新媒体建

设初见成效ꎮ 市 (州 ) 一级开办了包括藏语、

蒙古语、 普通话三种语言在内的 ７ 套广播节目和

１０ 套电视节目ꎮ ４１ 个县 (市、 行委 ) 开办了电

视节目ꎮ 全省中央广播和电视节目覆盖率分别达

到 ９８ ０１％和 ９８％ ꎬ 省级广播和电视节目覆盖率

达到 ９６ ８９％和 ９７ ４１％ ꎬ 市 (州 ) 广播和电视

节目覆盖率分别达到 ３９ ９４％ 和 ８１ ４６％ ꎮ 全省

藏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覆盖率分别达到 ８０ ９４％ 和

７６ ９８％ ꎮ ２０１５ 年全年公共广播播出时间 ９４９２４

小时ꎬ 较 ２０１０ 年 末 增 加 ３８８２１ 小 时ꎬ 增 幅

６９ ２％ ꎻ 公共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１１２１７３ 小时ꎬ

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加 ４２４４９ 小时ꎬ 增幅 ６０ ９％ ꎮ

２ 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ꎮ 全省广

电系统圆满完成了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和全国、 全省 “两会” 等各项重大宣

传报道任务ꎬ 精心组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 “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等一系列重大主题宣传报道ꎮ 省

广播电视台坚持新闻立台的发展方针ꎬ 突出新闻

节目龙头地位ꎬ 新闻报道质量和舆论引导能力显

著提升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青海新闻联播” 收视率高于

西北四省区卫视 “新闻联播” 节目的平均收视

率ꎬ 在中央广播电视媒体发稿数量逐年上升ꎻ 青

海卫视在全国 ３２ 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落地覆

盖用户数达 ２ ７ 亿户ꎬ ７ １ 亿人口ꎻ 安多卫视以

其民族语传播的独特优势ꎬ 成为全国藏区最具影

响力的主流民族语卫视ꎮ

３ 影视剧本创作取得丰硕成果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青海省影视作品题材库收集各类剧本 １３７

部ꎬ 报备影视剧 ６３ 部ꎬ 省广电局集中力量、 重

点扶持ꎬ 先后完成了反映重大历史和本土优秀传

统文化题材的重点影视剧 «班禅大师进藏»、

«花儿怨»、 «高原儿女» 等影视剧本创作ꎬ 实现

了影视剧本创作数量和质量的突破ꎮ

４ 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译制、 制作与供应能

力明显提高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省译制、 制作少数民

族语言广播节目 ３５５７ 小时ꎬ 译制、 制作少数民

族语言电视节目 ３０４７ 小时ꎬ 每年为全国安多藏

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免费提供大量影视译制节

目ꎮ 西新工程新建的青海省安多藏语译制中心大

楼已投入使用ꎬ 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基础设施和技

术装备水平进一步提升ꎮ

(三 )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高ꎮ

１ 广播影视惠民工程扎实推进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底ꎬ 全省户户通用户达到 ７１ ８８ 万户、 村村通用户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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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３５ 万户ꎬ 提前完成 “十二五” 规划直播卫星

户户通、 村村通等工程的建设任务ꎮ 已建成县级户

户通服务中心 ３８ 个、 乡镇级户户通专营点 １３５ 个ꎬ

覆盖全省 ２６４ 个乡镇ꎬ 可提供日常维护服务的用户

达 ５３ 万户ꎬ 占用户总数的 ８５ ４８％ꎬ 通过直播卫星

村村通、 户户通方式ꎬ 基本实现了全省农村、 牧区

直播卫星广播电视全覆盖ꎮ 扎实做好农牧区公益电

影放映工作ꎬ 农村、 牧区公益电影放映每年投入

１０００ ５６ 万元ꎬ 年放映场次５００２８ 场ꎬ 惠及农牧民群

众达 ４５０ 万人次ꎮ

２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取得新突破ꎮ 我省率

先将全省养 (敬 ) 老院、 藏传佛教寺院等纳入

到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范畴ꎮ ２００９ 年启动实施广

播电视进寺院 (僧舍 ) 工程ꎬ 在完成 ３４ 座重点

寺院的广播电视覆盖任务的基础上ꎬ 完成了 ３７

个县 ５３３ 座寺院 ３ 万多僧舍的广播电视覆盖任

务ꎻ ２０１４ 年启动收音机进帐篷等惠民工程ꎬ 向

藏区 ６ 州 ３０ 个县 (市 ) 的藏区贫困牧民发放

１ ２ 万部收音机、 赠送 ０ ６ 万台电视机和 １ ２ 万

套村村通设备ꎻ 广泛开展公益电影 “六进” 活

动ꎬ 深受农牧民群众欢迎和好评ꎬ 切实保障了少

数民族群众广播影视基本公共服务权益ꎮ

(四 ) 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加强ꎮ

１ 安全播出保障切实有力ꎮ “十二五” 时

期ꎬ 我省紧密围绕涉藏维稳、 安全生产工作主

线ꎬ 不断强化安全播出管理ꎬ 完善技术系统配

置ꎬ 高标准、 严要求ꎬ 确保了广播电视安全播

出ꎬ 在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以

及全国、 全省 “两会”、 青洽会、 环湖赛等重要

会议、 重大节庆和重大活动期间ꎬ 实现安全优质

播出零停播率ꎬ 连续五年圆满完成重大节会保障

期和敏感时期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任务ꎮ

２ 监测监管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ꎮ 省监测

安播调度指挥中心初步构建了集节目监管、 技术

监测、 安全指挥于一体的省级安全播出监测监管

系统ꎬ 监测监管和安全播出保障的技术能力和信

息化水平明显提升ꎻ 部分市 (州 ) 建立了广电

监测机构ꎬ 全省监测监管机构的监控手段、 技术

装备进一步完善ꎻ 制度化、 规范化的安全保障工

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ꎬ 防范重大技术事故以及敌

对势力干扰破坏、 应对突发事件等方面的能力显

著增强ꎮ

(五 ) 体制机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深入推进ꎮ

１ 管理体制不断规范ꎮ 逐步理顺省内局、

台、 网关系ꎬ 完成全省电影行政管理职能调整划

转ꎬ 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节目播出、 网络视听

等新媒体管理逐步规范ꎮ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关

于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转变职能的要求ꎬ 完成

了内设机构报批ꎮ 认真开展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公

示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ꎮ 大力开展

“三基” 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ꎬ 广播影视系统作

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全面加强ꎬ 干部队伍

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ꎮ

２ 市场机制初现生机ꎮ 坚持市场导向、 政

府主导ꎬ 省广电网络股份公司完成薪酬等制度内

部改革ꎬ 积极寻求战略合作伙伴ꎬ 对外技术合

作、 资金合作不断加深ꎮ 电影院线整合取得新进

展ꎬ 完成了青海金桥农牧区数字电影院线和青海

金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的整合ꎬ 组建了青海惠民

农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ꎮ

３ 依法管理成效显著ꎮ ２０１３ 年在全国率先

开展了清理整顿非法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

及置换覆盖工作ꎬ 清理非法卫星接收设施 ４５ 万

套ꎬ 占全国当年清理 ５６ 万套的 ８０％ ꎬ 取得了近

年来最大的执法成果ꎮ

４ 法制建设不断加强ꎮ 坚持依法行政理念ꎬ

不断强化法制建设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我省第一部广播

电视设施保护行政法规 «青海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

办法» 正式颁布ꎬ 为依法管理和依法行政提供了依

据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青海省广播电视设施维护管理

办法» 顺利出台ꎬ 为加强和规范全省广播电视设施

日常运行维护与管理、 确保广播电视设施的安全高

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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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十二五” 青海广播影视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指　 　 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年均增长率
〔累计〕

传输覆盖

(１ )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 ) ９０ ０３ ９８ ０１ 〔７ ９８〕

(２ )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 ９５ ０３ ９８ 〔２ ９７〕

(３ ) 藏语广播节目覆盖率 (％ ) ６７ ８９ ８０ ９４ 〔１３ ０５〕

(４ ) 藏语电视节目覆盖率 (％ ) ６８ ０２ ７６ ９８ 〔８ ９６〕

(５ ) 州县级自办电视节目覆盖率 (％ ) ２０ ７５ 〔５５〕

(６ ) 中短波发射台 (座 ) ９ ２６ 〔１７〕

(７ ) 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 (万户 ) ３９ ７６ ６９ １６ １１ ７１％

(８ ) 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 (万户 ) ３４ １５ ６８ ９４ １５ ０８％

公共服务

(９ ) “村村通” 用户数 (万户 ) ２０ ３５ １１ ８４％

(１０ ) “户户通” 用户数 (万户 ) － ７１ ８８ －

(１１ ) 全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 － ５００２８ －

制作播出

(１２ ) 公共广播节目套数 ９ １５ １０ ７６％

(１３ ) 公共电视节目套数 １３ １７ ５ ５２％

(１４ ) 全年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 ５６１０３ ９４９２４ １１ ０９％

(１５ ) 全年公共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 ６９７２４ １１２１７３ ９ ９８％

(１６ ) 全年制作广播节目时间 (小时 ) － ４６４９０ －

(１７ ) 全年制作电视节目时间 (小时 ) － １２０４４ －

(１８ ) 全年译制制作民族语广播节目 (小时 ) － ３３５７ －

(１９ ) 全年译制制作民族语电视节目 (小时 ) － ３０４７ －

产业发展

(２０ ) 广播影视总收入 (亿元 ) ６ ５９ １７ １６ ２１ ０９％

(２１ ) 电影票房收入 (亿元 ) ０ ０８ １ ０２ ６６ ３８％

(２２ ) 广告收入 (亿元 ) ０ ３６ ０ ８３ １８ １８％

(２３ ) 有线网络收入 (亿元 ) １ ６４ ２ ９８ １２ ６９％

注: ① 〔〕 内为五年累计数ꎻ ②２０１０ 年藏语广播节目覆盖率、 藏语电视节目覆盖率两项指标无统
计数据ꎬ 采用 ２０１１ 年数据作为参考ꎮ

６２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６ ２２

　 　 二、 “十三五” 时期青海广播影视发展环境

(一 ) 面临的形势与要求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ꎬ 全党全

国加快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全省加快

落实 “三区” 建设任务ꎬ 我省广播影视改革发

展已迈入新的历史时期ꎬ 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ꎮ
１ 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ꎬ

对广播影视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ꎮ 党的十八大

以来ꎬ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

思想工作ꎬ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ꎬ 明确提出做

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 总体要求、 方针原

则和工作重点ꎬ 为宣传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ꎮ 近

年来ꎬ 党中央、 国务院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
网络强国、 数据强国的目标ꎬ 就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 推进三网融合、 促进信息消费ꎬ 以及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 宽带中国战略、 “一带一路” 战

略等ꎬ 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出台了一系列重

要文件ꎬ 对广播影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ꎬ 也为

加快广播影视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和重要遵循ꎮ
２ 省政府提出新时期发展总目标ꎬ 为青海

广播影视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ꎮ «青海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制定了

“１３１” 总体发展目标ꎬ 为我省广播影视的改革

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ꎮ «纲要» 明确提出ꎬ
要扎实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思想工作ꎬ 牢牢把

握舆论阵地主动权ꎻ 着力建设 “文化名省”ꎬ 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ꎻ 提升全社会信息化水

平ꎬ 建设 “宽带青海”ꎻ 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战略ꎬ 扩大对外人文交流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ꎬ 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ꎮ 我省广播

影视的改革发展要立足职责使命ꎬ 紧紧围绕全省

中心工作ꎬ 充分发挥 “舆论宣传主阵地、 信息

传播主渠道、 文化建设主力军” 的作用ꎬ 为开

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做出新贡献ꎮ
３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ꎬ 广播

影视发展要满足各族人民新需求新期待ꎮ 伴随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 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互联

网快速普及ꎬ 全省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和信息服

务需求快速增长、 消费方式快速变化ꎮ 一方面ꎬ
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文化娱乐方式不断涌现ꎬ 内

容产品个性化、 分众化、 高品质化成为时代潮

流ꎬ 消费方式更趋多元、 多变、 多样ꎬ 进一步拓

展了青海广播影视的发展空间ꎮ 同时ꎬ 我省各族

人民热切期盼更加丰富的民族特色节目ꎬ 享受更

多 “看得到、 看得好、 听得懂” 的影视文化产

品和信息服务ꎬ 对影视节目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

要求ꎮ 我省广播影视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ꎬ 以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 更加高

质量的影视文化作品、 更加精准的文化服务投

放ꎬ 满足全省各族人民、 不同社会群体对精神文

化和信息服务的新需求新期待ꎮ
４ 改革发展深入推进ꎬ 媒体格局深刻变化ꎬ

广播影视转型升级面临新机遇新挑战ꎮ 当前ꎬ 全

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ꎬ 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

济结构、 推进供给侧改革、 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

时代主题ꎮ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新兴媒体的快

速崛起ꎬ 加速市场分化与重组ꎬ 加速媒体碰撞与

交融ꎬ 推进媒体业态创新、 模式创新ꎬ 给广播影

视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ꎮ 广告下滑、 用户流

失的趋势进一步表明ꎬ 广电传统运营模式和经营

模式已难以为继ꎬ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ꎬ 提质增效

刻不容缓ꎮ 在媒体格局深刻变化、 舆论生态日益

复杂的今天ꎬ 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面深

化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ꎬ 依靠科技进步ꎬ 强化互

联网思维ꎬ 以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

本ꎬ 加速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进程ꎬ 开发新

业态、 培育新动能、 形成新结构、 打造新型主流

媒体ꎬ 已成为广播影视改革发展一项非常紧迫的

任务ꎮ
５ 特殊人文地理和政策环境ꎬ 要求青海广播

影视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ꎮ 青海省有着

特殊的发展环境与要求ꎮ 一是地处内陆高原ꎬ 有

“中华水塔” 之称ꎬ 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ꎬ 发

展空间受限制ꎻ 二是长期受发展方式制约ꎬ 底子

薄、 起点低ꎬ 经济相对落后ꎬ 发展愿望更加迫切ꎬ
发展空间大有可为ꎻ 三是青海多民族多宗教地区ꎬ

７２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６ ２２

藏传佛教、 伊斯兰教等宗教影响广泛深刻ꎬ 维护好

社会稳定、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任务还很重ꎻ 四是

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ꎬ 保护好生态

环境、 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还很大ꎻ 五是青海省

民情多样、 民俗独特、 文化灿烂ꎬ 为影视创作与生

产提供了丰富资源、 广阔空间ꎮ 特殊的人文地理和

政策环境ꎬ 决定了青海广播影视的发展条件、 发展

任务、 发展要求与其他省份有着很大的差别ꎬ 可借

鉴的成功经验、 发展方式、 发展模式不能照搬照

抄ꎮ 青海广播影视的发展必须立足省情民情ꎬ 必须

有新理念、 新思路、 新举措ꎮ
(二 )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ꎮ
面对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全

省各族人民的期待ꎬ 面对新时期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ꎬ 我省广播影视发展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ꎮ
１ 公共服务体系仍存在薄弱环节ꎮ 与构建

覆盖城乡、 便捷高效、 保基本、 促公平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ꎮ 一是公共

文化服务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广电事业ꎬ 覆盖城乡

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设施还不完善ꎻ 二是公共文

化产品的生产不适应各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ꎬ 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还不够丰富ꎬ 特

别是少数民族语言节目和涉农涉牧题材节目匮

乏ꎻ 三是服务体系还不完善ꎬ 特别是农区、 牧区

的广播电视维修服务网点建设亟待加强ꎻ 四是公

共服务管理能力和水平亟待提升ꎮ
２ 基层各方面条件和能力依然薄弱ꎮ 我省

广播影视基层组织、 基础工作、 基本能力还比较

薄弱ꎮ 一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广电机构人员编

制严重不足ꎻ 二是基础设施和环境还比较落后ꎻ
三是基层本地节目的制作经费紧张ꎻ 四是基层专

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ꎻ 五是基层广电人员的素质

还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广电技术ꎮ 这些都是基层广

电部门要做好舆论引导、 宣传覆盖、 藏区维稳等

重要工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ꎮ
３ 媒体融合进程缓慢ꎮ 与其他省份媒体融

合快速推进的态势和成效相比ꎬ 我省媒体融合发

展的进程和质量离 “深度融合、 一体发展” 的

要求还有不少差距ꎮ 一是适应媒体融合一体化发

展的组织结构、 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尚待建立ꎻ
二是支撑融合媒体业务发展的技术体系还需完

善ꎻ 三是适应多渠道、 多平台、 多终端的内容生

产流程还需优化ꎻ 四是在创新应用、 开发新业态

等方面的能力和力度亟待加强ꎮ
４ 影视创作质量和内容生产能力亟待提高ꎮ

与国内主流媒体相比ꎬ 我省媒体影响力和竞争力

还有较大差距ꎬ 与铸就青海精神高地、 繁荣影视

文化产业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距离ꎮ 一是广播影

视精品力作、 精品栏目不突出ꎬ 叫得响、 传得

开、 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数量不多ꎻ 二是广播影视

作品的创新能力不足ꎬ 感染力和吸引力仍需大力

提升ꎻ 三是广播影视文化产品生产水平和民族语

节目译制制作能力亟待提高ꎮ
５ 广播电视监测监管体系还不完善ꎮ 与我

省广播影视事业整体发展进程和水平相比ꎬ 监测

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ꎬ 还有明显薄

弱环节ꎮ 一是大多数市 (州 ) 仍未建立广播电

视监测机构ꎻ 二是目前的监测监管体系尚未实现

全覆盖ꎬ 在监测范围、 监测内容、 监测手段、 指

挥调度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ꎻ 三是广播电视重

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措施有待全面落实ꎻ 四

是人员编制和维护经费严重不足ꎮ
６ 广播影视 “走出去” 成效不高ꎮ 与国家战

略和建设 “文化名省” 的目标要求还有差距ꎮ 一是

青海广播影视 “走出去” 缺乏整体规划ꎬ 措施不

够、 办法不多、 步子太小ꎻ 二是广播影视文化对外

推广和交流不够、 渠道不畅ꎻ 三是青海多民族多宗

教的特色人文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有效利用ꎬ
整合系统资源、 形成合力的措施不够ꎻ 四是争取政

策支持的力度不够ꎬ 与国家重大工程对接不畅ꎬ
“走出去” 意识亟待强化ꎬ “走出去” 工作亟待

加强ꎮ
７ 广播影视产业体量小效益低ꎮ 与我省旅

游产业、 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势头相比ꎬ 广播影

视产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ꎮ 一是缺乏明晰的产业

发展思路ꎻ 二是尚未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ꎻ 三是

特色产业资源挖掘不够ꎻ 四是骨干企业的整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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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竞争能力不强ꎻ 五是支撑产业发展基础的中

小微企业数量太少ꎻ 六是支撑产业发展的市场机

制尚需完善ꎮ
三、 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 ) 指导思想ꎮ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以邓小平

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ꎬ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 五中全会精神ꎬ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ꎬ 认真落实 “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ꎬ 牢固树立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 的发展理念ꎬ 以青海省 “１３１” 总体目标为

统领ꎬ 以 “优化覆盖、 提升传输、 加强制作、
培育产业、 建立公共服务体系” 为主线ꎬ 以提

升 “五个能力” 为核心ꎬ 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推进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为契机ꎬ 以重点项目为

抓手ꎬ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ꎬ 以完善政策、 加强管

理为保障ꎬ 统筹协调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ꎬ 统筹

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ꎬ 充分发挥广播影视 “舆
论宣传主阵地、 信息传播主渠道、 文化建设主力

军” 作用ꎬ 充分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ꎬ 大力

加强广播影视主流媒体、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

系、 广播影视传输覆盖网络、 广播影视安全保障

体系建设ꎬ 大力推进广播影视 “走出去”ꎬ 大力

发展广播影视产业ꎬ 为 “奋力打造 ‘三区’、 全

面建设小康”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创造丰富

的文化产品、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ꎮ
(二 ) 基本原则ꎮ
“十三五” 时期ꎬ 青海广播影视的改革发

展ꎬ 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ꎮ
———坚持正确导向ꎮ “高举旗帜、 引领导

向ꎬ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ꎬ 团结人民、 鼓舞士

气ꎬ 成风化人、 凝心聚力ꎬ 澄清谬误、 明辨是

非ꎬ 联接中外、 沟通世界” 是新闻舆论工作的

职责和使命ꎬ 广播影视要切实履行好这一职责使

命ꎬ 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ꎬ 牢牢把握正

确舆论导向ꎬ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ꎬ 始

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始终坚持 “团结

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 的基本方针ꎬ 强化

主流媒体阵地建设、 创新新闻舆论传播方式、 改

进影视创作工作作风ꎬ 弘扬主旋律ꎬ 传播正

能量ꎮ
———坚持以人为本ꎮ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

的核心ꎬ 是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ꎮ 切实保障好人

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ꎬ 必须强化民生意识和服

务意识ꎬ 牢牢把握广播影视改革发展必须依靠人

民、 服务人民、 惠及人民的根本方针ꎻ 始终坚持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ꎬ 使广播影视文化在扎根

人民、 扎根生活中繁荣发展ꎻ 始终坚持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ꎬ 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ꎬ 作为广播影视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ꎮ
———坚持创新驱动ꎮ 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

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ꎬ 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 提升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ꎮ 实现广播影

视发展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ꎬ 必须强化创新发展

意识ꎬ 牢固树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ꎬ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ꎬ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的思

想ꎬ 全面推进制度创新、 模式创新、 业态创新、
内容创新、 产品创新、 科技创新ꎬ 让创新贯穿青

海广播影视改革发展全过程ꎮ
———坚持特色引领ꎮ 特色是品牌、 是优势、 是

竞争力ꎮ 青海省多民族多宗教ꎬ 文化底蕴厚重ꎬ 自

然景观奇特ꎬ 为青海广播影视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

和广阔空间ꎮ 立足省情民情ꎬ 坚持特色发展不动

摇ꎮ 要在深入挖掘历史、 地域、 民俗、 宗教等青海

特色文化资源上做文章ꎬ 在精心打造青海精神高

地、 繁荣青海影视文化、 塑造大美青海形象、 发展

青海影视产业上下功夫ꎬ 精心策划、 精准发力ꎬ 努

力提高青海广播影视全国影响力和行业竞争力ꎮ
———坚持改革开放ꎮ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

力ꎬ 开放是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青海省经济相对落

后ꎬ 发展更加迫切ꎬ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ꎬ 深化

改革ꎬ 大胆探索ꎬ 敢于突破ꎬ 以改革方式破除发

展障碍、 激活发展动力ꎬ 以改革红利弥补区位劣

势、 释放发展潜力ꎬ 着力构建充满活力、 富有效

率、 有利于广播影视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ꎮ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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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外开放ꎬ 以开放意识开门办影视、 开放促

发展ꎬ 以开放合作弥补发展短板、 释放比较优

势ꎬ 着力营造更加高效、 更加健康、 更加有利于

吸纳社会资本、 应用先进技术、 引进紧缺人才的

开放发展环境ꎮ
(三 ) 发展目标ꎮ
“十三五” 时期ꎬ 青海广播影视发展的总目标

是: 紧紧围绕青海省 “１３１” 总体目标要求ꎬ 加快

青海广播影视改革发展ꎬ 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进展ꎬ 确保广播影视事

业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果、 产业发展取得实质性突

破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广播影视舆论宣传主阵地进一步

巩固加强ꎻ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ꎻ 广播

影视传输覆盖网络成为 “宽带青海” 的重要组成部

分ꎻ 广播影视产业成为青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ꎮ
在上述总目标的指导下ꎬ 努力实现以下主要

目标和指标ꎮ
———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显著增强ꎮ 省、

市 (州 )、 县广播电视台舆论宣传水平全面提

升ꎬ 全省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全面建成ꎬ 融合媒

体云平台基本建立ꎬ 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迈上新台

阶ꎬ 广播影视 “走出去” 取得明显成效ꎬ 舆论

宣传阵地不断拓展ꎬ 全方位、 多层面的广播影视

舆论引导和对外传播新格局基本形成ꎮ
———广播电视节目制播能力大幅提高ꎮ 全省

广播电视台数字化、 网络化、 高清化程度达到全

国中等水平ꎬ 节目数量大幅增长ꎬ 节目质量大幅

提高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省广播和电视节目制作总时

长分别达到 ６ 万小时 /年和 １ ５ 万小时 /年ꎬ 播出

总时长分别达到 １１ 万小时 /年和 １４ 万小时 /年ꎻ
省、 市 (州 )、 县三级民族语广播影视译制制作

体系全面建立ꎬ 民族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译制制作

总时长分别达到 ４３００ 小时 /年和 ３９００ 小时 /年ꎻ
省广播电视台全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ꎬ 具备至少

４ 套高清节目制播能力ꎬ 青海卫视和安多卫视实

现高标清同播ꎬ 电视节目由 ４ 套增加到 ６—７ 套ꎬ
广播节目由 ５ 套增加至 ６ 套ꎻ 市 (州 )、 县级广播

电视台高清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成ꎬ 主

要频道基本实现高清化ꎮ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能力全面升级ꎮ 广播

影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ꎬ 基础设施

更加完善ꎬ 管理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ꎬ 政府购买

服务机制更加健全ꎬ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基本实现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数字广播电视户

户通基本实现ꎬ 提供地面数字广播电视节目不少

于 １５ 套ꎬ 直播卫星广播和电视节目分别不少于

１７ 套和 ２５ 套ꎻ 应急广播系统基本建成ꎻ 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由流动放映基本转为固定放映和室内

放映ꎮ
———广播影视传输覆盖能力全面提升ꎮ 全面

实现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数字化ꎬ 覆盖城乡的

宽带广电网络基本建成ꎬ 有线无线卫星融合覆盖

网初具规模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广播和电视综合人口

覆盖率分别达到 ９９％ 以上ꎻ 有线电视网络双向

化改造全面完成ꎬ 城市有线网络家庭用户宽带接

入能力达到 １００ 兆ꎬ 农村普遍达到 ５０ 兆ꎻ 地面

数字电视基本覆盖全省行政村ꎻ 市 (州 )、 县级

自办电视节目覆盖率达到 ９０％ ꎻ 数字音频广播

建设全面推进ꎬ 中短波广播覆盖范围和效率有效

提升ꎮ
———广播影视安全保障能力全面加强ꎮ 广播

电视安全播出保障能力、 广播影视传输覆盖质量

监测能力以及融合媒体内容监管能力全面提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安全播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进一

步完善ꎻ 兼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技术监测与内

容监管的广播电视统一监测监管平台基本建立ꎻ
广播电视台、 有线网络公司等单位的重要信息系

统的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建立ꎮ
———广播影视产业规模和效益大幅提升ꎮ 广播

影视产业体系不断完善ꎬ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ꎬ 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ꎬ 业务形态和市场空间大幅扩展ꎬ 市

场竞争力明显增强ꎬ 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显著提

升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全省广播影视总收入达到 ２７ ６４ 亿

元ꎬ 年均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ꎻ 精品影视创作取得突

破ꎬ 完成 ２—３ 部影视力作ꎻ 广播影视龙头企业达

到 ２—３家ꎬ 中小微企业达到 １００ 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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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十三五” 青海广播影视发展规划主要指标

指　 　 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年均增长率
〔累计〕 指标属性

传输覆盖

(１ )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 ) ９８ ０１ >９９ 〔１〕 约束性

(２ )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 ９８ >９９ 〔１〕 约束性

(３ ) 藏语广播节目覆盖率 (％ ) ８０ ９４ >９０ 〔９ ０６〕 约束性

(４ ) 藏语电视节目覆盖率 (％ ) ７６ ９８ >９０ 〔１３ ０２〕 约束性

(５ ) 州县级自办电视节目覆盖率 (％ ) ７５ ９０ 〔１５〕 预期性

(６ ) 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 (万户 ) ６９ １６ １００ ７ ６５％ 预期性

(７ ) 新增高清互动点播用户数 (万户 ) － ２０ － 预期性

(８ ) 宽带用户数 (万户 ) １ ４９ １１ ４９ ５０ ４６％ 预期性

(９ ) 有线双向覆盖率 (％ ) １９ ３０ >８０ 〔６０ ７〕 约束性

(１０ ) 城市家庭宽带接入速率 (Ｍｂｐｓ ) － １００ － 约束性

(１１ ) 农村家庭宽带接入速率 (Ｍｂｐｓ ) － ５０ － 约束性

公共服务

(１２ ) 广播电视 “户户通” 用户数 (万 ) ７１ ８８ １００ ６ ８３％ 约束性

(１３ ) 通过无线 (数字 ) 提供广播节目套数 － ≥１５ － 约束性

(１４ ) 通过无线 (数字 ) 提供电视节目套数 － ≥１５ － 约束性

(１５ ) 通过直播卫星提供广播节目套数 － ≥１７ － 约束性

(１６ ) 通过直播卫星提供电视节目套数 － ≥２５ － 约束性

(１７ ) 全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场次 ５００２８ ５００２８ － 约束性

(１８ ) 农村公益电影固定放映点 － ２００ － 预期性

制作播出

(１９ ) 全年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 ９４９２４ １１００００ ３％ 预期性

(２０ ) 全年公共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 １１２１７３ １４００００ ４ ５３％ 预期性

(２１ ) 全年制作广播节目时间 (小时 ) ４６４９０ ６００００ ５ ２３％ 预期性

(２２ ) 全年制作电视节目时间 (小时 ) １２０４４ １５０００ ４ ５％ 预期性

(２３ ) 全年译制制作民族语广播节目 (小时 ) ３３５７ ４３００ ５ ０８％ 预期性

(２４ ) 全年译制制作民族语电视节目 (小时 ) ３０４７ ３９００ ５ ０６％ 预期性

产业发展

(２５ ) 广播影视总收入 (亿元 ) １７ １６ ２７ ６４ １０％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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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年均增长率
〔累计〕 指标属性

(２６ ) 电影票房收入 (亿元 ) １ ０２ ２ ０５ １５％ 预期性

(２７ ) 广告收入 (亿元 ) ０ ８３ １ ０６ ５％ 预期性

(２８ ) 有线网络收入 (亿元 ) ２ ９８ ４ ９１ １０ ５％ 预期性

　 　 四、 “十三五” 主要任务与重点工程

围绕 “十三五” 发展目标ꎬ 全省广播影视

工作应聚焦 “内容制作、 公共服务、 传输覆

盖、 体制机制、 产业发展” 五个重点领域ꎬ 大

力推进 “广播影视新型主流媒体建设、 广播影

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广播影视传输覆盖网络

建设、 广播影视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广播影视

走出去纵深发展、 广播影视产业跨越发展” 六

大主要任务ꎬ 全面提升 “舆论引导能力、 内容

生产能力、 公共服务能力、 传输覆盖能力、 安

全保障能力” 五个核心能力ꎬ 努力壮大广播影

视产业规模ꎬ 实现青海广播影视又好 又 快

发展ꎮ
(一 ) 大力加强广播影视新型主流媒体建

设ꎬ 不断提高舆论引导和内容生产能力ꎮ
着眼做强宣传主渠道、 主阵地ꎬ 强化电台、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ꎬ 着力提

升内容质量和新闻报道水平ꎬ 确保履行好主流媒

体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ꎮ 加大广播电视对内对

外宣传工作力度、 加强内容生产能力建设、 加快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进程ꎬ 不断提升主流媒

体的传播力、 影响力和公信力ꎮ
１ 大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ꎮ
坚持导向立台、 新闻立台ꎬ 牢牢把握正确舆

论导向ꎬ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ꎬ 弘

扬主旋律ꎬ 传播正能量ꎻ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主流

媒体优势ꎬ 加强频率频道专业化品牌化建设ꎬ 加

大节目创新创优力度ꎬ 努力提升省、 市 (州 )、
县广播电视内容质量和水平ꎬ 把握好时、 度、
效ꎬ 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ꎻ 强化互联网思维ꎬ 充

分利用新媒体手段ꎬ 不断拓展舆论宣传渠道ꎬ 形

成全方位、 多层面的高水准舆论引导矩阵ꎮ
２ 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ꎮ
实施青海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云平台建设工

程ꎬ 构建融合媒体内容制作与分发体系ꎬ 全面提

升媒体融合技术支撑能力ꎻ 加强青海广电 ＩＰＴＶ、

手机电视、 青海网络广播电视台 (含青海藏语

网络广播电视台 ) 等新媒体平台建设ꎬ 推进网

络电视台 ＡＰＰ 等移动客户端产品开发ꎬ 充分利

用微博微信拓宽社会化传播渠道ꎬ 提升传播效

果ꎻ 深入推进台内制播系统数字化、 网络化、 网

络间互联协议化 ( ＩＰ 化 ) 和云化进程ꎬ 优化再

造制播流程ꎬ 创新节目内容形式和质量ꎬ 吸引受

众参与互动ꎬ 制作出具备“互联网＋”时代特点的

融合型精品电视栏目和节目ꎬ 全面提升节目内容

竞争力ꎻ 调整完善组织结构、 管理体制ꎬ 逐步建

立适应媒体融合ꎬ 一体化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ꎮ
力争将青海广播电视台建设成形态多样、 手段先

进、 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ꎬ 达到西部省区

先进水平ꎮ
３ 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高清化建设ꎮ
实施青海广播电视台高清电视采集、 制作、 播

出系统建设工程ꎬ 打造全媒体互动演播室群及高清

转播车系统ꎬ 完成 ４ 套节目的高清采集、 制作、 录

制、 转播、 播控系统建设ꎻ 推进青海卫视、 安多卫

视两个频道的高标清同播ꎬ 扩大在全国的落地覆盖

范围ꎬ 青海卫视力争实现在全国上星频道中排位逐

步提升ꎬ 安多卫视实现 ２４ 小时播出和全国藏区全

覆盖ꎻ 充分利用地面无线覆盖网络ꎬ 推进经济生活

频道、 都市频道两个地面频道在全省的传输覆盖ꎮ
４ 推进市 (州 )、 县级广播电视台基础能力

建设ꎮ
大力推进县级广播电视台的 «广播电视播

出机构许可证» 申报工作ꎬ 力争在 “十三五”
期间ꎬ 所有县级广播电视台通过正式审批ꎻ 实施

市 (州 )、 县广播电视台高清电视制播系统基础

设施升级改造工程ꎬ 推动高清演播室及前端机房

建设ꎬ 完成制播、 传输及接收全流程的高清化改

造ꎻ 全面推进市 (州 )、 县广播电视台数字化、
网络化进程ꎬ 提高采编播信息化水平和制作效

率ꎬ 提升舆论宣传的时效性、 贴近性、 灵活性ꎬ
更好地发挥当地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２３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６ ２２

带作用ꎮ
５ 推进市(州)、县级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建设ꎮ
推动市 (州 )、 县级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

建设ꎬ 丰富信息内容ꎬ 完善服务功能ꎬ 充分利用

新媒体手段ꎬ 通过不同分发渠道为本地受众提供

贴近生活的视听节目及信息服务ꎻ 推动有条件的

市 (州 ) 级广播电视台建设融合媒体云平台ꎬ
并与省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云平台进行互联互

通ꎬ 实现节目内容的统一汇聚、 统一分发ꎬ 提升

资源使用和节目内容生产效率ꎮ
６ 加强民族语节目译制和制作能力建设ꎮ
加强省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建设ꎬ 升级完善

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摄、 录、 编、 制作系统和媒

资库ꎬ 加大安多藏语电影、 电视剧、 专题片、 纪

录片和文艺少儿等节目的译制制作力度ꎬ 建设少

数民族语言影视节目研发基地ꎬ 积极开展土族、
撒拉族、 蒙古族影视节目的译制、 制作ꎻ 安多卫

视频道节目译制制作能力翻一番ꎬ 节目质量大幅

提高ꎬ 实现频道包装个性化、 栏目打造精品化、
节目策划特色化、 主持风格民族化ꎻ 市 (州 )

级广播电视台加大生活服务性节目和民族团结专

题片的译制制作力度ꎬ译制制作能力达到 ４ 小时 /
天ꎻ县级广播电视台做好中央和省新闻节目的译

制播出ꎬ 加大本地新闻和专题片的译制制作力

度ꎬ 译制制作能力达到 １ 小时 /天ꎮ 全面建成以

省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和省广播电视台为龙头、
市 (州 ) 级台为重点补充、 县级台为基础的三

级民族语影视译制制作体系ꎮ
７ 加强广播电视媒体专业人才队伍建设ꎮ
适应媒体融合、 数字化、 网络化、 高清化发

展需求ꎬ 以提升各级广播电视媒体机构节目制播

及服务能力为目标ꎬ 加强节目拍摄、 后期制作、
技术运维、 经营管理等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ꎬ
重点加大藏汉双语影视人才的培养力度ꎻ 有计划

有步骤地采取集中培训、 借助高校力量拓展培

训、 开展合作培训等手段ꎬ 培育一批名记者、 名

编辑、 名评论员、 名播音、 名主持和高水平专业

技术人员ꎬ 为广播影视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

保障和智力支持ꎮ

专栏 １: 主流媒体建设重点工程

１ 青海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云平台建设

２ 青海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互动演播室群及高清转播车系统工程建设

３ 青海广播电视台高清电视采集、 制作、 播出系统建设工程

４ 青海广播电视台异地灾备系统建设

５ 青海网络广播电视台平台建设

６ 全省融合媒体云平台互联互通项目

７ 市 (州 )、 县广播电视台高清制播设备升级改造

８ 市 (州 )、 县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建设

９ 省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节目摄、 编、 录、 制作系统建设工程

１０ 省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媒资库建设工程

１１ 全省广播电视台民族语节目译制制作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工程

１２ 广播电视媒体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二 ) 大力加强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ꎬ 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供给质量ꎮ
按照中央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意见» 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

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作的通知»
要求ꎬ 着力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民族语节目

译制制作能力滞后ꎬ 农牧区基础设施薄弱、 服务

质量和运行效率欠佳等问题ꎬ 以重大惠民工程为

抓手ꎬ 定标准、 补短板、 建制度ꎬ 扩大覆盖、 丰

富供给、 提高质量、 增进效能ꎬ 构建广播影视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ꎮ
１ 扎实推进广播影视重点惠民工程建设ꎮ
统筹无线、 有线、 卫星三种技术覆盖方式ꎬ

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ꎬ 逐步实

现户户通接收设备高清化ꎬ 使农牧区群众能够接

收卫星高标清节目和本地高清无线节目ꎬ 有效保

障基本公共服务ꎻ 继续推进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

线数字化覆盖工程ꎻ 实施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

基础设施建设二期项目ꎬ 改善播出条件和工作环

境ꎻ 加强贫困地区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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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ꎬ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ꎻ 在确保一村一月放

映一场公益电影的基础上ꎬ 提升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ꎬ 逐步实现从流动向固

定、 室外向室内放映转变ꎬ 建设 ２００ 个固定放映

点ꎬ 建立 ５０ 个电影卫星接收站和授权工作站ꎬ
实现放映设备从 ０ ８Ｋ 向 １ ３Ｋ 和 ２Ｋ 升级ꎬ 推进

全省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监管平台建设ꎬ 继续推进

农村电影放映进寺院、 进社区、 进厂矿、 进学

校、 进养老院、 进监狱ꎮ
２ 加快推进应急广播系统建设ꎮ
制定我省应急广播建设规划ꎬ 统筹利用现有

广播电视资源ꎬ 加快建立省、 市 (州 )、 县三级

应急广播制作播发和调度控制平台ꎻ 建设应急广

播村村响系统ꎬ 在全省六州两市 ４２ 个县建设应

急广播村村响平台ꎬ 在 ３９９ 个乡镇和 ４５３０ 个行

政村建设应急广播村村响前端ꎬ 完善应急广播传

输覆盖网络并部署应急广播终端ꎻ 建立广播电视

应急播出机制ꎬ 规划建设由卫星、 光缆、 微波组

成的多路径传输和现场编辑制作技术保障系统ꎻ
健全应急信息采集发布机制ꎬ 推动青海广播电视

台应急广播省级综合发布平台建设ꎬ 加强与应急

预警信息发布源头部门合作ꎻ 拓展延伸应急广播

系统功能ꎬ 提高各级党委政府宣传国家方针政

策、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ꎮ
３ 推动市 (州 )、 县级数字广播电台建设ꎮ
目前ꎬ 全省除了西宁市、 海西州、 玉树州、

格尔木市和囊谦县开办了本地广播节目外ꎬ 其它

市 (州 )、 县只能收听到中央和省级广播节目ꎬ
为服务本地政府舆论宣传、 满足人民群众收听本

地节目的需要ꎬ “十三五” 期间ꎬ 全省各市

(州 )、 县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中央广

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ꎬ 大力推进数字

广播电台建设ꎬ 发展本地数字广播节目ꎬ 加强本

地广播节目覆盖ꎬ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ꎮ
４ 加快公共服务运行管理和服务机制建设ꎮ
坚持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

并重ꎬ 加强管理、 完善机制、 提升效益ꎮ 建立健

全省、 市 (州 )、 县、 乡 (镇 ) 四级广播影视公

共服务设施维护机构ꎬ 明确责任主体ꎬ 加强队伍

建设ꎻ 制定政府购买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目录和办

法ꎬ 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ꎬ 对低收入等特

殊人群免费提供有线电视网络服务ꎬ 保障特殊群

体基本文化权益ꎻ 建立规范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

运行管理机制和灵活高效的协调机制ꎬ 优化服务

结构ꎬ 提高服务能力ꎬ 最大程度发挥全省广播影

视公共服务体系的综合效用ꎮ

专栏 ２: 广播影视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１ 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

２ 市 (州 )、 县级数字广播电台建设

３ 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工程

４ 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基础设施建设二期项目

５ 贫困县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播能力建设工程

６ 农村公益电影固定放映点建设工程

７ 全省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监管平台建设

８ 省、 市 (州 )、 县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工程

９ 应急广播村村响系统建设工程

　 　 (三 ) 大力加强广播影视传输覆盖网络建

设ꎬ 不断提高网络承载能力和覆盖质量ꎮ
继续加大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建设力度ꎬ 全

面推进三网融合ꎬ 统筹无线、 有线、 卫星、 互联

网等多种技术手段ꎬ 按照传输快捷、 覆盖广泛、
技术先进的总体要求ꎬ 构建宽带、 融合、 安全、
泛在的现代广播影视数字化传播体系ꎬ 提升传输

能力、 提高覆盖质量、 优化覆盖效果ꎮ

１ 推进高清电视传输覆盖工程建设ꎮ
推动高清、 超高清电视在有线、 无线、 卫星

网络的传输覆盖与入户ꎬ 提升州县级自办电视节

目覆盖率ꎮ 实施青海卫视、 安多卫视两套高清卫

星地球站建设工程ꎻ 加快推进有线电视高清接收

终端普及ꎬ 开展高清互动点播等业务ꎻ 实施地面

数字电视系统建设与升级ꎬ 在全省藏区 １０８ 座大

功率发射台和 ３５０ 个补点发射台各建设 １ 套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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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系统ꎬ 同时新建 ２００ 个 ５０ 瓦补点发射台ꎬ
配套建设一体化发射机房和发射系统ꎮ

２ 积极推进数字音频广播和调频同步广播

建设ꎮ
开展数字音频广播 (ＣＤＲ ) 规划及试点工

作ꎬ 推进县级以上城市由调频广播覆盖向调频广

播＋数字广播过渡ꎬ 进一步提高广播节目覆盖能

力和收听质量ꎮ 实施青海广播电视台调频同频网

广播传输覆盖工程ꎬ 扩大交通音乐频率和经济生

活频率在全省的同频覆盖ꎮ
３ 加强中短波发射台布局优化和升级改造ꎮ
新建和改造中短波实验台、 发射台ꎬ 提升全

省中短波广播覆盖率ꎬ 优化覆盖布局ꎬ 提升覆盖

效果ꎮ 在班玛县等地新建中波发射台及实验台ꎻ
完成 ５６０、 ５６６、 ９１７、 ９２０、 ９２１ 中短波发射台发

射机、 发射塔、 天馈线系统、 机房及配套设施的

扩建改造ꎻ 改扩建甘德中短波发射台ꎬ 增设短波

发射频率ꎬ 提高果洛州短波广播有效覆盖率ꎻ 完

善囊谦、 治多、 达日、 甘德、 河南等五座中短波

实验台ꎬ 完成自动化控制系统、 安防系统和节传

系统建设ꎻ 着力提升全省中短波试验台、 发射台

自动化控制程度ꎬ 逐步实施 “有人留守、 无人

值班” 的发射台管理和工作模式ꎮ
４ 加大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力度ꎮ

积极参与全国有线电视网络互联互通ꎻ 加快

全省有线电视光缆干线网络建设ꎬ 完成 ３５００ 多

公里省级有线电视光缆干线、 支线网络建设ꎬ 完

成全省网络互连互通ꎬ 形成可管、 可控、 全业务

运营环网ꎻ 加快城域网双向化改造和宽带网络建

设进程ꎬ 全面提升网络承载和宽带接入能力ꎬ 推

进有线网络双向化改造和光纤入户ꎬ 全省有线电

视双向覆盖率超过 ８０％ ꎬ 光纤入户率达到 ３０％ ꎻ
构建有线电视云平台ꎬ 实现融合媒体内容汇集、
业务承载、 智能分发及大数据分析等功能ꎬ 推动

有线电视云平台与广播电视台融合媒体云平台的

互联互通ꎬ 全面提升有线网络融合媒体服务能

力ꎻ 建立有线电视信源异地灾备系统ꎻ 加快有线

电视智能终端普及和移动终端接收系统建设ꎬ 为

藏区 ２０ 万用户配置智能机顶盒ꎮ
５ 推动有线无线卫星智能协同一体化ꎮ
面向广播电视融合媒体无处不在、 跨网联

动、 多屏互动等业务需求ꎬ 建设有线、 无线、 卫

星智能协同覆盖的广播电视网ꎮ 利用有线网络资

源ꎬ 在城镇热点公共区域进行有线电视无线方式

的覆盖ꎻ 合理利用频谱资源ꎬ 在市 (州 ) 级以

上城市开展下一代广播电视无线网 (ＮＧＢ—Ｗ )
实验与应用示范ꎬ 实现单向广播与双向交互的融

合ꎬ 培育移动、 交互、 便捷、 跨业合作新业态ꎮ

专栏 ３: 广播影视传输覆盖能力提升工程

１ 高清地面数字电视无线传输覆盖工程

２ 有线网络高清电视传输覆盖工程

３ 青海卫视、 安多卫视两套高清卫星地球站建设工程

４ 青海广播电视台调频同频广播传输覆盖工程

５ 数字音频广播系统建设工程

６ 中短波发射台、 实验台建设和升级改造工程

７ 全省有线电视光缆传输网络建设工程

８ 全省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工程

９ 有线电视云平台建设

１０ 省有线电视信源异地灾备系统建设

１１ 有线电视移动终端接收系统建设

１２ ＴＶＯＳ 智能终端推广普及

１３ 下一代广播电视无线网 (ＮＧＢ—Ｗ ) 实验与应用示范

　 　 (四 ) 大力加强广播影视安全保障体系建

设ꎬ 不断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和技术水平ꎮ
强化安全播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ꎬ 提高安

全保障能力和技术水平ꎬ 完善安全保障体制机

制ꎬ 构建技术监测、 内容监管、 安全播出、 信息

安全四位一体的广播影视监管体系ꎬ 确保广播电

视播出、 传输和内容安全ꎮ
１ 大力强化安全播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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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覆盖全省的安全播出管理框架ꎬ 建立健

全安全播出指挥调度、 预警、 应急处置、 风险评

估等机制ꎬ 制定和落实相关的运行规程和管理制

度ꎻ 重点加强安全播出责任单位技术装备、 基础

设施和信息网络的建设ꎬ 落实队伍和经费保障ꎬ
提升安全播出保障基础支撑能力ꎻ 完善应急预

案ꎬ 加强应急演练ꎬ 全面提高应对突发事件和自

然灾害的能力ꎻ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重要保障期和

敏感期的安全播出保障机制建设ꎮ
２ 加快全省广播电视统一监测监管平台建设ꎮ
兼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ꎬ 统筹考虑内容、 业

务、 网络、 终端全流程ꎬ 制定全省广播电视统一

监测监管平台总体规划ꎻ 建立健全市 (州 ) 级

广播电视监测机构ꎬ 完善监测监管制度规范和运

行机制ꎻ 各级监测机构扩大对有线电视、 卫星广

播电视、 地面数字电视、 中短波调频广播等信号

和内容的监测监管ꎻ 扩建完善省监测中心监测监

管系统ꎬ 加大节目内容监管ꎬ 扩充 ＩＰＴＶ、 网络

广播电视、 境外非法节目、 广告、 舆情等监测监

管功能ꎬ 构建全省广播电视融合媒体监测监管平

台ꎻ 在 ３３ 个县建设广播电视监测前端ꎬ 在全省

中波台、 高山台站、 较大功率调频转播台部署监

测数据采集点ꎬ 对播出质量进行监测ꎻ 建设和升

级改造全省广播电视监测网ꎬ 建立贯通省、 市

(州 )、 县三级的监测网络ꎻ 建成全省安全播出

调度指挥平台ꎮ
３ 加强广播电视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ꎮ
贯彻落实广播电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和

标准规范ꎬ 针对内容管控、 日常运营、 系统建

设、 业务管理等方面的广播电视网络与信息安全

需求ꎬ 积极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风险评估等

信息安全保障工作ꎬ 构建信息安全防护体系ꎻ 开

展广播电台、 电视台、 有线网络等部门信息安全

体系建设ꎬ 开展重要信息系统的定级备案、 信息

安全测评工作ꎻ 建立健全广播电视信息安全管理

体制机制ꎬ 编制修订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和应急

预案ꎮ

专栏 ４: 广播电视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１ 省安全播出调度指挥平台建设

２ 全省广播电视统一监测监管平台建设

３ 全省广播电视监测网建设与升级改造工程

４ 有线电视网络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５ 省监测中心信息安全保障系统建设

６ 青海广播电视台重要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建设

７ 青海广播电视台信息安全监测系统建设

　 　 (五 ) 大力推进广播影视走出去纵深发展ꎬ
努力提升我省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ꎮ

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ꎬ 围绕提升对

外传播力、 展现大美青海形象ꎬ 以重点媒体为龙

头ꎬ 优化战略布局、 扩展交流空间、 完善合作机

制、 加大推广力度、 提升内容品质、 争取项目支

持ꎬ 推动我省广播影视 “走出去” 向更广范围、
更高层次深入发展ꎬ 努力提升我省文化传播力和

影响力ꎮ
１ 全面优化广播影视 “走出去” 战略布局ꎮ
基于国际地缘接近性和宗教历史文化同源性

的考量ꎬ 面向中亚、 南亚及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

地区ꎬ 规划我省广播影视 “走出去” 整体布局ꎬ
充分利用国家关于广播电视节目与服务 “走出

去” 的相关政策与资金支持ꎬ 加大我省广播电

视媒体对外宣传力度ꎬ 提升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舆论影响力ꎮ
２ 着力推进广播影视对外交流合作平台建设ꎮ
整合广播影视系统资源ꎬ 积极建设和优化广

播影视对外交流合作平台ꎬ 拓展对外合作空间ꎬ
充分利用 “中国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
以及国内外各大影视展等国际交流合作渠道ꎬ 推

动我省广播影视企事业单位和广播影视内容产品

“走出去”ꎬ 扩大知名度、 提升影响力ꎮ
３ 加大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作品创作和推广

力度ꎮ
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作品译制制作ꎬ

不断提升创作质量和艺术水准ꎬ 加强民族语影视

作品对外推介平台建设ꎬ 扩大青海藏语译制作品

以及撒拉族、 土族、 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广播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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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对外影响ꎬ 推动广播影视作品海外展映、
播出等工作ꎮ

４ 推进安多卫视频道国内及海外落地工作ꎮ
大力推动安多卫视频道在四川阿坝州、 甘肃

甘南州、 西藏那曲地区的落地工作ꎻ 加紧协商并

落实安多卫视在尼泊尔、 巴基斯坦、 印度及不丹

等周边国家藏语地区的落地覆盖ꎻ 全面提升我省

广播影视服务安多藏语地区能力及对外传播影

响力ꎮ
５ 积极参与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ꎮ
努力争取国家支持ꎬ 积极参与 “丝绸之路

影视桥工程”ꎬ 创新创优少数民族影视节目质

量ꎬ 力争将以循化县撒拉族 “古秘撒拉尔” 主

题史诗纪录片为代表、 具有青海少数民族特色的

精品影视节目创作纳入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重点支持项目库ꎮ

６ 不断完善对外合作机制ꎮ
大力推进青海卫视与西藏卫视、 康巴卫视等

藏语频道以及尼泊尔、 印度等周边国家藏语频道

的交流合作ꎻ 加快推动西藏卫视、 康巴卫视以及

州县电视台节目融入青海藏语网络广播电视台平

台建设ꎮ

专栏 ５: 广播影视 “走出去” 重点工程

１ 安多藏语广播影视节目 “走出去” 工程

２ 青海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对外交流平台建设

３ 循化撒拉族影视文化对外交流项目

４ “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 项目

　 　 (六 ) 大力推进广播影视产业跨越发展ꎬ
努力提升我省广播影视产业规模和效益ꎮ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ꎬ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ꎬ 着

力发展影视制作发行、 媒体综合服务、 网络信息

服务三大产业板块ꎬ 发挥内容资源优势、 扩展业

务形态、 创新经营模式、 开拓市场空间ꎬ 打造

“广电＋” 生态链ꎬ 开创青海广播影视产业繁荣

发展新局面ꎮ
１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ꎮ
坚持 “支持国有、 扶优民营” 的工作思路ꎬ

加大政策、 资金、 人才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扶持

力度ꎬ 深化企业改革ꎬ 理顺产权关系ꎬ 引入多元

资本ꎬ 推动资源整合ꎬ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ꎬ 夯实

产业发展基础ꎮ
组建青海广视传媒集团公司ꎮ 整合青海广播

电视台旗下影视制作、 音像出版、 文化创意、 报

刊等产业资源ꎬ 完善产业布局ꎬ 提升产业发展技

术支撑能力ꎬ 增强发展动能ꎬ 形成竞争合力ꎮ
组建青海省电影集团ꎮ 加大综合改革力度ꎬ

推动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与三江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并轨运行ꎬ 整合农村电影院线ꎬ 统筹全省电影

放映发行工作ꎬ 做大做强电影市场主体ꎮ
推动省有线网络公司上市进程ꎮ 加大对外合

资合作ꎬ 多渠道筹措资金ꎬ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ꎬ 加快上市进程ꎬ 将省网络公司打造成为我省

龙头文化企业ꎮ
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ꎮ 建设青海省广播影视

产业创意园ꎬ 重点扶持影视 “专、 精、 特、 新”
的中小微企业发展ꎬ 推动节目制作发行市场化专

业化ꎬ 加大电影、 电视剧、 纪录片、 动画片等创

作ꎬ 壮大广播影视市场主体规模ꎮ
２ 大力发展影视制作发行产业ꎮ
围绕剧本创作、 拍摄制作、 发行放映、 影视

基地、 衍生服务等领域ꎬ 加大影视制作发行产业

综合开发力度ꎮ
重点实施影视精品创作生产工程ꎮ 加强优秀

影视剧本创作的引导ꎬ 提高影视制作的能力ꎬ 拓

展影视发行渠道ꎬ 鼓励原创、 多出精品ꎬ 实现影

视作品既有 “高原” 又有 “高峰”ꎬ 每年创作

１—２ 部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影视剧本ꎬ“十三五”
期间ꎬ 力争拍摄制作 ２—３ 部富有民族地域特色、
影响辐射力强、 经济效益显著的精品影视剧ꎬ 实

现从优秀剧本创作到精品影视剧制作发行的

突破ꎮ
加大影视基地综合产业开发力度ꎮ 创新合作

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 加快建设步伐、 开发多元

业态ꎬ 在海西州乌兰县、 海北州海晏县和祁连

县、 海南州共和县等地区ꎬ 建成集影视拍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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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制作、 艺术创作、 旅游度假、 文化体验等为一

体的综合影视基地ꎬ 努力提升综合经济效益ꎮ
加强电影院线建设ꎮ 完成全省数字化影院建

设改造ꎬ 充分发挥三江院线作用ꎬ 带动地区商业

电影发展ꎬ 完善发行放映网络ꎬ 创新经营模式、
丰富营销手段ꎬ 推动电影院线收入迈上新台阶ꎮ

３ 大力发展媒体综合服务产业ꎮ
以青海广播电视台为龙头ꎬ 依托主流媒体在

内容、 技术、 人才、 渠道等方面的优势ꎬ 延伸产

业链ꎬ 开发融合业务ꎬ 大力发展媒体综合服务

产业ꎮ
实施频道栏目创优工程ꎮ 立足青海人文、 地

域特色ꎬ 打造 ６—８ 个高知名度、 高收视率的特

色精品栏目ꎬ 通过栏目品牌带动频道品牌提升ꎬ
打造 ２—３ 个个性鲜明、 品质稳定、 风格独特、
定位准确的精品频道ꎬ 提高收视率和品牌价值ꎬ
带动广告经营ꎬ 推动版权交易ꎬ 扩大音像制品销

售ꎬ 提升内容产品收入ꎮ
建设新媒体经营平台ꎮ 依托青海广播电视台

精品栏目和内容ꎬ 开发移动 ＡＰＰ、 微信应用等

新媒体产品ꎬ 围绕新闻资讯、 生活服务及文化娱

乐等方面ꎬ 开展精准广告投放、 个性化内容定

制、 电子商务、 特色增值服务等业务ꎬ 实现内容

的延展开发和价值延伸ꎬ 拓展营收渠道ꎮ
拓展影视制作社会化服务ꎮ 对外提供专题、

综艺、 动画、 广播剧、 电视剧、 电影等节目拍摄

和后期制作专业服务ꎻ 利用融合媒体云平台为企

业和个人用户提供编辑、 转码、 包装、 渲染等云

服务ꎻ 开发设备租赁、 服务外包、 演艺经纪等周

边服务ꎮ

开展多元化经营ꎮ 推动广播、 电视、 报纸、
杂志、 互联网等信息内容的跨媒体融合ꎬ 推动与

旅游观光、 民族演艺、 体育休闲、 游戏竞技、 电

子商务等跨业融合ꎬ 开展多元化经营ꎬ 不断延伸

产业触角ꎬ 拓展发展空间ꎮ
４ 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服务产业ꎮ
依托全省有线网络资源ꎬ 按照 “一业为主ꎬ

多业并举” 的总体思路ꎬ 大力发展网络信息

服务ꎮ
提升核心业务ꎮ 大力发展高清电视、 互动点

播、 宽带接入等核心业务ꎬ 创新营销模式ꎬ 优化

服务质量ꎬ 拓展用户数量ꎬ 提升每用户平均收入

值 (ＡＲＰＵ )ꎬ 促进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ꎮ
拓展综合服务ꎮ 围绕智慧城市、 智慧乡村、

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建设ꎬ 基于双向网络、 智能

终端和有线电视云平台ꎬ 开发电子政务、 安防监

控、 智能交通、 环境监测、 生活服务、 远程教

育、 医疗保健等产品和服务ꎬ 提升网络综合

效益ꎮ
开展跨业经营ꎮ 重点推进与绿色旅游、 现代

农业等行业的深度融合ꎮ 依托丰富的旅游文化资

源ꎬ 构建青海旅游电子商务平台ꎬ 提供集旅游观

光、 旅游服务、 旅游产品销售、 本地特色产品销

售等业务为一体的 “互联网＋” 旅游线上服务ꎬ
积极开发休闲娱乐、 文创产品、 宾馆建设经营等

旅游线下服务ꎮ 合作发展地方特色农业产业ꎬ 推

进 “互联网＋” 现代农业ꎬ 重点开发建设农副产

品深加工、 仓储物流、 度假休闲等项目ꎬ 依托数

字电视网络平台ꎬ 打造现代农业电子商务服务

体系ꎮ

专栏 ６: 广播影视产业发展重点工程

１ 青海省广播影视产业创意园建设

２ 影视精品创作生产工程

３ 影视基地建设

４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经营平台建设

５ 青海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五、 保障措施

(一 ) 加强组织领导ꎬ 狠抓任务落实ꎮ

切实加强规划的组织领导、 宣传贯彻和任务

落实ꎬ 确保规划各项任务全面落实、 工作扎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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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ꎮ 各地区主管部门要加强规划实施的组织、 协

调和督导ꎬ 完善保障措施ꎬ 健全督查机制ꎬ 对本

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以及重要任务、 重大项

目ꎬ 要明确责任主体和实施方案ꎬ 确保如期完

成ꎻ 完善和强化决策咨询ꎬ 建设程序化、 民主

化、 科学化的决策保障机制ꎬ 提高决策水平ꎻ 加

强规划宣传指导ꎬ 促进任务实施主体深入领会规

划的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ꎬ 确保各项任务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有力领导下顺利实施ꎮ

(二 ) 加强政策引导ꎬ 营造良好环境ꎮ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相关政策要求ꎬ 完

善配套政策和工作措施ꎬ 提供有力政策引导和机

制保障ꎬ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ꎮ 加快推进行政事业

单位改革ꎬ 强化管理监督和公共服务职能ꎻ 深化

影视文化企业改革ꎬ 积极培育龙头企业ꎬ 争取政

府资金、 人才和机制支持ꎬ 推动企业加强对外合

作和上市融资ꎻ 加大影视中小微企业扶持引导力

度ꎬ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影视内容制作经营ꎻ 完善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基层保障措施ꎬ 积极争取政府

扩大购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力度ꎻ 制定实施支持

民族语影视内容译制制作、 广播影视对外交流合

作的扶持奖励政策ꎮ

(三 ) 加强财政投入ꎬ 完善资金保障ꎮ

充分发挥资金的支撑、 撬动作用ꎬ 加强财政

预算与规划实施的对接协调ꎬ 大力争取政府资金

投入和财税政策支持ꎬ 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ꎬ

全面落实规划实施建设资金ꎮ 加大财政投入扶持

力度ꎬ 推动设立广播影视发展基金ꎻ 积极争取公

共文化服务、 文化产业发展、 国家科技计划、 广

播影视 “走出去” 等专项资金支持ꎬ 推动重点

项目实施ꎻ 加快落实保障基本文化权益的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资金ꎮ 以国有资本为主ꎬ 放宽市场准

入ꎬ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ꎻ 支持

广播影视企业通过上市、 发行债券、 股权置换等

多元投融资渠道发展壮大ꎮ 完善资金核算监督和

绩效评估机制ꎬ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ꎮ

(四 ) 加强法治建设ꎬ 完善依法行政ꎮ

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ꎬ 建立完善以

政府法规、 部门规章为主体的广播影视法制体

系ꎬ 加强法治广电建设ꎬ 全面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和水平ꎮ 全面贯彻落实 «青海省广播电视设施

保护办法»ꎬ 出台 «青海省广播影视公共服务管

理办法»ꎬ 制定 «青海省广播电视设施维护管理

办法» 实施细则ꎬ 落实管理职责ꎬ 重点加强广

播电视节目、 影视剧、 网络视听节目、 广告播出

等管理ꎬ 全面规范播出秩序ꎻ 坚决依法查处私人

非法设立台站、 非法境外节目接收、 非法音像制

品传播ꎬ 持续开展违规广告播出、 违规视听节目

整治工作ꎻ 加强少数民族音像译制作品和影视文

化创作的立法保护力度ꎮ

(五 ) 加强队伍建设ꎬ 提高人才素质ꎮ

牢固树立人才是发展第一要素的理念ꎬ 紧紧

抓住加强培养、 积极引进、 合理使用三个环节ꎬ

大力弘扬 “广电人” 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光

荣传统ꎬ 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 业务精、 纪律

严、 作风正的人才队伍ꎬ 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

人才保障ꎮ 坚持 “走出去、 请进来” 开放式人

才培养之路ꎬ 创新人才引进和聘用机制ꎻ 大力实

施人才振兴工程ꎬ 加强公共服务维护、 基层专业

技术、 民族语译制及经营管理等急需人才培养ꎻ

创新培训机制ꎬ 加大经费投入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各类

人才培训总量达到 ５０００ 人次ꎻ 活跃科技活动、

建立专家库ꎬ 充分利用行业内外人才和智力资

源ꎬ 提高科技水平ꎻ 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ꎬ 创

新人才激励机制ꎬ 健全人才选拔机制ꎬ 营造人才

良好成长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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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青 海 省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考 核 办 法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６〕 ２１１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执行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

青海省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ꎬ 有效防

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ꎬ 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ꎬ 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

共管、 失职追责” 和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的

要求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定ꎬ 制定本办法ꎮ

第二条　 考核工作在省政府领导下ꎬ 由省安

全生产委员会 (以下简称: 省安委会 ) 负责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市州政府和省级

相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的年度考核ꎬ 并由省安委

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 省安办 ) 组织实施ꎮ

中央驻青企业的考核由省安办负责组织实

施ꎬ 省管企业的考核由省国资委负责组织实施ꎬ

其他企业的考核由各市州安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

实施ꎮ

第四条 　 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 科学合

理、 公开透明、 注重实效的原则ꎬ 突出工作重

点ꎬ 注重工作过程ꎬ 强化责任落实ꎬ 同时兼顾工

作成效和工作结果ꎮ

第五条　 省安办依据本办法和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目标任务ꎬ 制定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书»ꎮ 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 省级有关部门和单

位签订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ꎮ 省安办与

中央驻青企业签订«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ꎮ

第六条　 考核期为当年 １ 月 １ 日至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考核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 ) 市州政府ꎮ

１ 党和国家及省委、 省政府关于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安排部署的落实

情况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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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党委政府领导责任、 行业部门监管责任、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ꎻ

３ 防范重特大事故措施落实情况ꎻ

４ 安全生产法制建设情况ꎻ

５ 安全生产 “打非治违” 情况ꎻ

６ 安全生产重点行业 (领域 ) 专项整治

情况ꎻ

７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ꎻ

８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ꎻ

９ 职业卫生监管情况ꎻ

１０. 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建设情况ꎻ

１１. 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情况ꎻ

１２.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情况ꎻ

１３. 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情况ꎻ

１４. 安全生产统计工作报表汇总分析报送

情况ꎻ

１５.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情况ꎻ

１６. 其他与安全生产工作相关联的维护社会

稳定情况ꎮ

(二 ) 省级相关部门ꎮ

按照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 (青

政 〔２０１４〕 ５１ 号 ) 确定的各部门职责和省安委

会年度工作的安排部署内容进行考核ꎮ

第七条　 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分ꎬ 逐项扣分ꎬ

单项分值扣完为止ꎮ

第八条　 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ꎬ 在全

省处于领先水平的ꎬ 经省安办核查认定ꎬ 给予适

当加分ꎮ

第九条　 考核结果分为 ４ 个等级 ( “以上”

包括本数ꎬ “以下” 不包括本数 ):

得分 ９０ 分以上为优秀ꎻ

得分 ８０ 分以上 ９０ 分以下为良好ꎻ

得分 ６０ 分以上 ８０ 分以下为合格ꎻ

得分 ６０ 分以下为不合格ꎮ

第十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ꎬ 强化重特大事

故防控情况考核ꎬ 严格实行 “一票否决” 制度ꎬ

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的按不合格评定ꎮ

第十一条　 建立信息化考评系统ꎬ 动态报送、

审查考核任务完成情况ꎮ 各市州政府、 省级相关

部门每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安全生产工作

自评报告ꎮ 省安办组织省级有关部门进行考核ꎮ

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经省安委会审定ꎬ 并报

省政府同意后ꎬ 由省安委会向各市州政府、 省级

相关部门通报ꎬ 同时将考核结果抄送省委组织

部、 省综治办、 省文明办ꎬ 并向社会公开ꎮ 对考

核为优秀的给予表彰奖励ꎬ 奖励基金列入同级财

政预算ꎮ

第十三条　 对考核为不合格的ꎬ 责令其在考

核结果通报后一个月内ꎬ 制定整改措施ꎬ 向省安

委会书面报告ꎬ 省安办负责督促落实ꎮ

第十四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 瞒报

谎报的单位ꎬ 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整改、 通报批

评、 降低考核等次等惩处ꎬ 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

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ꎮ

第十五条　 各市州政府和省级相关部门应结

合实际ꎬ 制定和实施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ꎮ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安办负责解释ꎬ 自印

发之日起施行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

安委会关于青海省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考核办

法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０４〕 ６８ 号 ) 同时废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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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青 海 省 省 级 政 府 投 资 基 金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 )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６〕 ２１２ 号

各市、 自治州人民政府ꎬ 省政府各委、 办、 厅、 局:

«青海省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 » 已经省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们ꎬ 请认真贯彻

落实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青海省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省省级政府投资基

金管理ꎬ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ꎬ 发挥好

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ꎬ 促进政府投资基金持续健

康运行ꎬ 根据财政部 «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

办法» (财预 〔２０１５〕 ２１０ 号 )、 «关于财政资金

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财建 〔２０１５〕 １０６２ 号 ) 等相关规定和省政府

有关精神及要求ꎬ 结合我省实际ꎬ 制定本办法ꎮ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经省

政府批准ꎬ 由省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安排资金ꎬ 以单

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ꎬ 采用股权投

资等市场化方式ꎬ 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ꎬ 支持相关产业和

领域发展的各类基金ꎮ
第三条　 政府投资基金实行决策与管理相分

离的管理体制ꎬ 遵循 “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科学决策、 防范风险” 的原则ꎬ 按照协议或基

金章程设立ꎬ 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运作ꎮ
第四条　 根据省政府授权ꎬ 省财政厅或省

级相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 公司

章程、 合伙人协议等规定代行政府出资人职

责ꎬ 或可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成

立相应管理机构或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并在省内

注册的国有企业代行出资人职责ꎮ

第二章　 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

第五条　 省政府统筹调控政府投资基金的设

立ꎬ 同一行业或领域不重复设立基金ꎮ
第六条　 省政府一般在以下领域设立投资

基金:
(一 )支持创新创业ꎮ 为了加快有利于创新

发展的市场环境ꎬ 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ꎬ 鼓

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 起步期等创业

早期的企业ꎮ
(二 )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ꎮ 为了体现国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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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上宏观政策、 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意图ꎬ
扶持中型、 小型、 微型企业发展ꎬ 改善企业服务

环境和融资环境ꎬ 激发企业创业创新活力ꎬ 增强

经济持续发展内生动力ꎮ
(三 ) 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ꎮ 为了落实

国家和省上产业政策ꎬ 扶持重大关键技术产业

化ꎬ 引导社会资本增加投入ꎬ 有效解决产业发展

投入大、 风险大的问题ꎬ 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和重大发展ꎬ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

配置ꎮ
(四 ) 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ꎮ 为改

革公共服务供给机制ꎬ 创新公共设施投融资模

式ꎬ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领域ꎬ 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高公共

服务质量和水平ꎮ
第七条　 政府投资基金出资方应当按照现行

法律法规ꎬ 根据不同的组织形式ꎬ 制定投资基金

公司章程、 有限合伙协议、 合同等ꎬ 明确投资基

金设立的政策目标、 基金规模、 存续期限、 出资

方案、 投资领域、 决策机制、 基金管理机构、 风

险防范、 投资退出、 管理费用和收益分配等ꎮ
第八条　 政府投资基金按照出资人指定或采

用公开招投标及征集方式选择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进行管理ꎮ
第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应具备以

下基本条件:
(一 ) 具有国家规定的基金管理资质ꎬ 管理

团队稳定ꎬ 专业性强ꎬ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信

誉和业绩ꎻ
(二 ) 具备严格合理的投资决策程序、 风险

控制机制以及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ꎻ
(三 )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注册资本 (认缴出资 ) 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

元ꎬ 创业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注册资

本 (认缴出资 ) 不低于 ３０００ 万元ꎬ 天使基金的

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注册资本 (认缴出资 )
不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ꎬ 且实缴资本 (实缴出资 ) 比

例都不低于 ３０％ ꎻ 若基金总规模超过 ２０ 亿元

的ꎬ 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实缴资本 (实缴出

资 ) 不低于 １ 亿元ꎬ 已管理的基金规模不低于

１０ 亿元ꎬ 主要股东具有较强或强大的综合实力ꎻ

(四 ) 至少有 ３ 名具备 ３ 年以上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工作经验的专职高级管理人员ꎬ 至少主导过 ３
个以上股权投资的成功案例ꎻ

(五 )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无违法违纪等不良

记录ꎮ
第十条 　 政府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应当委托商业银行托管资金ꎮ 托管银行

依据托管协议负责账户管理、 资金清算、 资产保

管等事务ꎬ 对投资活动实施动态监管ꎬ 并应当具

备以下条件:
(一 ) 在青海省内注册或有分支机构ꎻ
(二 ) 设有专门的托管部门和人员ꎻ
(三 ) 具备安全保管和办理托管业务的设施

设备和信息技术系统ꎻ
(四 ) 有完善的托管业务流程制度和内部稽

核监控及风险防控制度ꎻ
(五 ) 最近 ３ 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ꎻ
(六 ) 优先考虑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基金托管人资格的商业银行ꎮ

第三章　 政府投资基金运作模式

第十一条　 政府投资基金可采用公司制、 有

限合伙制、 契约制等不同组织形式ꎻ 可采取母—
子基金运作模式ꎬ 也可直接投资项目ꎮ

第十二条　 采取母—子基金运作模式的ꎬ 子

基金的设立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 ) 子基金须在青海省注册ꎬ 投资方向原

则上为青海省辖区内的产业和领域ꎬ 投资需要符

合投资基金约定ꎬ 投资于青海省境内项目的资金

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子基金总规模的 ７０％ ꎬ 确需

低于此比例的ꎬ 按相关程序报批ꎻ
(二 ) 母基金对单一子基金的出资原则上不

得超过母基金总额的 ２５％ ꎻ
(三 ) 子基金直接投资原则上不超过被投资

项目总股权的 ３０％且不控股ꎻ
(四 ) 除母基金和子基金管理公司外ꎬ 其他

单个出资人对子基金的出资额原则上不低于

１０００ 万元ꎻ
(五 ) 母基金与其他出资人的资金应当同步

到位ꎬ 可以做优先劣后等结构化安排ꎬ 按风险和

收益相匹配的原则ꎬ 享有收益ꎬ 承担风险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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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子基金的存续期限原则上为 ５ 年ꎬ 确

需超过 ５ 年的ꎬ 经母基金批准ꎬ 可适当延长ꎬ 总

存续期限不得超过 １０ 年ꎮ 子基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５ 年ꎬ 确需超过 ５ 年的ꎬ 经

母基金批准ꎬ 可适当延长ꎬ 总投资期限不得超过

７ 年ꎻ
(七 ) 子基金与母基金之间应合理配置管理

资源ꎬ 建立有效风险隔离机制ꎮ
第十三条　 政府投资基金直接投资项目的ꎬ

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 ) 投资注册于青海省域内项目的资金原

则上不低于政府投资基金直投资金总规模的

７０％ ꎬ 确需低于此比例的ꎬ 按相关程序报批ꎻ
(二 ) 对单一项目股权投资的资金总额原则

上不超过被投资项目总股权的 ３０％且不控股ꎮ
第十四条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的项目ꎬ 原则

上按照市场通行做法退出ꎮ 以股权方式和阶段性

持股方式投资的ꎬ 采取公开上市、 股权转让、 股

权回购、 股权置换等方式退出ꎻ 以优先股或夹层

基金等方式投资的ꎬ 应明确股权回购、 股权转让

等退出方式ꎮ 基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市场化原

则ꎬ 与被投资企业约定发生重大不利情形的退出

方式ꎬ 保障基金资产安全ꎮ
第十五条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期满后ꎬ 基金

管理公司 (团队 ) 应当在出资人监督下组织对

基金进行清算ꎬ 清算结果经股东大会或合伙人会

议批准ꎮ 省财政出资形成的清算收入ꎬ 按照国库

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入省级国库ꎮ
第十六条 　 政府投资基金不得从事以下

业务:
(一 ) 从事融资担保以外的担保、 抵押、 委

托贷款等业务ꎻ
(二 ) 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期货、 房地产、

证券投资基金、 评级 ＡＡＡ 以下的企业债、 信托

产品、 非保本型理财产品、 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

衍生品ꎻ
(三 )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 捐赠ꎻ
(四 ) 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ꎬ 或向第三方提

供贷款和资金拆借ꎻ
(五 ) 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ꎻ
(六 ) 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ꎻ

(七 ) 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ꎮ

第四章　 费用与激励管理

第十七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

综合考虑政府投资基金的目标导向、 投资撬动、
管理绩效等ꎬ 对政府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实施激励约束ꎮ 具体内容在相关委托管

理协议中约定ꎮ
第十八条 　 政府投资基金向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支付管理费ꎬ 其中省财政出资应负担的

年度管理费原则上不超过省财政实际到位资金的

２％ ꎮ 具体内容在委托管理协议中约定ꎮ
第十九条　 政府投资基金股权结构中可引入

优先级出资人ꎮ 优先级出资可按照市场化原则ꎬ
在门槛收益率以内优先分红ꎬ 省财政出资可在基

金收益中对优先级出资给予适当让利ꎬ 但必须控

制财政风险ꎬ 不得向其他出资人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ꎬ 不得承诺最低收益ꎮ
第二十条　 建立政府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制

度ꎬ 由省财政厅、 省金融办会同相关省级行业

主管部门通过独立、 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按年度

对基金政策目标实现程度、 投资运营情况等开

展评价ꎬ 评价体系应兼顾政策目标与经济效

益ꎬ 绩效评价结果与政府出资让利幅度挂钩ꎮ
对绩效评价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给予

奖励ꎬ 其中政府出资人代表可将其享有的不超

过 １５％的收益用于奖励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ꎮ
具体内容在委托管理协议中约定ꎮ

第五章　 风险防控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政府出资人代表应与其他出资

人在基金章程 (合伙人协议、 合同 ) 中约定ꎬ
有下述情况之一的ꎬ 政府出资可无需其他出资人

同意ꎬ 选择提前退出ꎻ 如无法实现退出ꎬ 基金应

当进入清算程序:
(一 )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方案批准后超过 １

年ꎬ 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完成设立手续的ꎻ
(二 ) 政府出资拨付到基金账户 １ 年以上ꎬ

政府投资基金未开展投资业务的ꎻ
(三 ) 投资领域和方向不符合政策目标的ꎻ
(四 ) 未按章程或合伙协议约定投资的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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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符合章程或合伙人协议约定情

形的ꎮ
第二十二条　 政府投资基金各出资方应当按照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的原则ꎬ 明确约定收益处

理和亏损负担方式ꎮ 对归属于政府的投资收益和利

息等ꎬ 除明确约定继续用于投资基金滚动使用外ꎬ
应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

库ꎮ 政府投资基金的亏损ꎬ 由出资人按照现行法律

法规及协议约定方式共同承担ꎬ 政府出资人代表以

实际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ꎮ
第二十三条　 采取母—子基金方式的ꎬ 母基

金公司要加强对子基金的监管ꎬ 密切跟踪其经营

和财务状况ꎬ 防范财务风险ꎬ 但不干预子基金的

日常运作ꎮ 子基金管理使用出现违法违规或偏离

政策导向等情况时ꎬ 要及时按协议终止与子基金

管理公司 (团队 ) 的合作ꎮ
第二十四条　 政府出资人代表根据政府投资

基金约定的出资方案、 项目投资进度或实际用款

需求以及年度预算安排情况ꎬ 将资金拨付至托管

银行ꎬ 实行专户管理ꎮ 其他出资人按照约定ꎬ 将

认缴资金同步划转至政府投资基金选定的托管

银行ꎮ
第二十五条　 政府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托管银行必须接受省财政厅、 省审计

厅对基金运行情况的审计、 监督ꎬ 省财政厅会同

有关部门对相关基金运作情况进行定期或年度检

查ꎬ 审计检查情况及时报呈省政府ꎮ 对于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和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予以

处理ꎮ 涉嫌犯罪的ꎬ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ꎮ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政府投资基金的政策目

标、 投资战略、 运营情况等事项进行指导监督ꎬ
指导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建立和完善项目库ꎬ
保障基金目标实现ꎮ

第二十六条　 政府出资人代表依法行使出资

人权利ꎬ 按照有关协议约定依法依规参与政府投

资基金内部治理ꎬ 促进政策目标实现ꎬ 保障出资

人权益ꎮ

第二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应当

将所管基金资产与自有资产严格分开核算ꎬ 对所

管不同基金分账核算ꎮ
第二十八条 　 政府投资基金取得批复文件

后ꎬ 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ꎬ 向省金融办报送相

关备案文件ꎬ 具体包括以下材料:
(一 ) 备案申请书ꎻ
(二 ) 政府批准文件ꎻ
(三 ) 公司章程、 有限合伙协议、 合同等ꎬ

文本中应明确规定ꎬ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

发行基金ꎻ
(四 ) 资金托管协议ꎻ
(五 ) 省金融办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ꎮ
第二十九条 　 基金管理公司 (团队 ) 向政

府投资基金出资人、 政府投资基金向省财政厅、
省金融办及相关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每季度提交

«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报告»ꎬ 并于每个会计年度

结束后 ４ 个月内提交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政府

投资基金公司年度会计报告» 和 «政府投资基

金年度执行情况报告»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设立的政府投

资基金ꎬ 要按本办法规定补齐相关手续并将政府

累计投资形成的资产、 权益和应分享的投资收益

及时向财政厅报告ꎮ 省财政厅要按照本办法和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 要求ꎬ 相应增加政府资

产和权益ꎮ
第三十一条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

厅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政府投资基金实施细

则ꎬ 包括业绩考核办法ꎬ 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办

法ꎮ 各市州政府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基金管

理的具体办法ꎮ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相关省

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ꎮ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起执行ꎬ 有效期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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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月 １ 日 　 鲁青对口支援合作座谈会在
济南市举行ꎮ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主持会议并讲
话ꎬ 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讲话ꎮ 山东省省长郭树
清、 青海省省长郝鹏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和鲁青对口帮扶进展ꎬ 并就更好推进对口援
青工作ꎬ 加强鲁青合作交流提出了建议ꎮ 会前ꎬ
鲁青两地领导亲切看望会见山东省第一、 二批援
青干部和第三批援青干部领队ꎮ 山东省领导龚
正、 孙伟、 杨东奇、 于晓明ꎬ 青海省领导王予
波、 胡昌升、 杨逢春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１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 省长郝鹏
在济南市看望慰问了老同志梁步庭ꎮ 省领导王予
波、 胡昌升、 杨逢春一同看望ꎮ

●１１ 月 １ 日 　 副省长匡湧在西宁会见土耳
其国家能源光伏产业商务考察团一行并座谈ꎮ

●１１ 月 ２ 日 　 津青对口支援合作座谈会在
天津市举行ꎮ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会议并讲
话ꎬ 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讲话ꎮ 天津市代市长王
东峰、 青海省省长郝鹏分别介绍两省市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ꎮ 会后ꎬ 两省市领导亲切看望会见天津
市第一、 二批援青干部和第三批援青干部领队ꎮ
天津市领导尹德明、 成其圣、 李树起ꎬ 青海省领
导王予波、 胡昌升、 杨逢春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３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ꎬ 省
长郝鹏率领青海省党政代表团ꎬ 分别参观考察了
天津市规划展览馆、 世界 ５００ 强美国卡牧彼勒
(天津 ) 公司、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 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 天津文化中
心、 河海综合治理改选工程等ꎮ 天津市委书记李
鸿忠ꎬ 天津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王东峰陪同ꎮ 天
津市领导尹德明、 成其圣、 宗国英、 李树起ꎬ 青
海省领导王予波、 胡昌升、 杨逢春参加考察ꎮ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３ 日 　 副省长严金海深入同
德、 贵德两县实地调研脱贫攻坚工作ꎮ

●１１ 月２ 日　 副省长程丽华深入省特殊教育学
校、 西宁市聋哑学校等地调研特殊教育开展情况ꎮ

●１１ 月 ２ 日 　 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暨第八届中西部合作论坛在成都举行ꎮ 副省长
王黎明出席会议并推介我省优势特色产业ꎮ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４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ꎬ 省
委副书记、 省长郝鹏率领青海省党政代表团ꎬ 分
别参观考察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

心、 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北汽福田戴姆勒
公司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
龙ꎬ 北京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蔡奇陪同ꎮ 北京市
领导李士祥、 陈刚、 姜志刚、 张工ꎬ 青海省领导
王予波、 胡昌升、 杨逢春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３ 日　 第九届中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
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ꎮ 副省长王黎明出
席会议并围绕青海省情、 投资环境等作主题演讲ꎮ

●１１ 月 ４ 日 　 京青对口支援合作座谈会在
北京市举行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
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ꎬ 青海省委书记王国生
讲话ꎮ 北京市代市长蔡奇、 青海省省长郝鹏分别
介绍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京青对口帮扶进
展ꎬ 并就更好推进对口援青工作、 加强京青合作
交流提出建议ꎮ 会后ꎬ 京青领导亲切看望会见北
京市援青干部和参与玉树灾后重建的企业代表ꎮ
北京市领导陈刚、 姜志刚、 张工ꎬ 青海省领导王
予波、 胡昌升、 杨逢春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５ 日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在昆明举办ꎮ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进中央常
务副主席罗富和ꎬ 在农业部部长韩长赋ꎬ 云南省
委书记、 省长陈豪陪同下视察了我省展厅ꎮ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６ 年青海省 “１１９ 消防宣
传周” 启动仪式暨大型实战化灭火救援演练在
省公安消防总队培训基地举行ꎮ 公安部消防局副
局长琼色、 副省长韩建华等领导出席活动ꎮ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８ 日　 成都市党政代表团来青
海考察ꎮ ７ 日下午ꎬ 青海成都两省市座谈会在西宁
举行ꎮ 省委书记王国生、 省长郝鹏出席会议并讲
话ꎬ 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讲话ꎮ 省委常委、 常务副
省长张光荣介绍了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加强区域
合作相关情况ꎮ 省委常委、 西宁市委书记王晓ꎬ 副
省长杨逢春出席会议ꎮ 省委常委、 秘书长王予波主
持会议ꎮ 会后ꎬ 青海省和成都市有关部门和企业签
订了 ４ 个合作备忘录和 ６ 个合作协议ꎮ

●１１ 月 ８ 日　 全省易地搬迁脱贫现场观摩总
结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 省委副书记王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ꎬ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邓本太出席会议ꎬ 省委扶贫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 副省长严金海作工作部署ꎮ

●１１ 月 ８ 日　 副省长严金海带领省林业厅、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关专家ꎬ 深入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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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巴沟乡然果村考察调研柽柳保护工作ꎮ
●１１ 月 ８ 日至 １１ 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第十督查组对我省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项督查ꎮ
８ 日下午ꎬ 督查组听取了省政府安全生产工作汇
报ꎮ 副省长王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１１ 月 ９ 日 　 中央宣讲团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报告会在西宁举行ꎮ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央军委纪委专职委员朱国标作宣讲报告ꎬ 省委
书记王国生主持ꎮ 我省省级领导和省委各部委、
省直各机关单位、 各人民团体、 高等院校等代表
参加了报告会ꎮ

●１１ 月 ９ 日　 省长郝鹏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７０
次常务会议ꎬ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工作重要批示精神ꎮ 会议研究了 «健康青海
２０３０ 行动计划»、 «加强农村牧区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及盐业体制改革等事项ꎮ

●１１ 月 ９ 日　 华泰汽车控股集团投资 ５０ 亿
元建设的 ５ 吉瓦时锂电池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项目在西宁南川工业园区开工ꎮ 副省长王黎明出
席开工仪式ꎮ

●１１ 月 １０ 日 　 省政府残工委召开第 ２５ 次
全体会议ꎮ 副省长、 省残工委主任匡湧出席会议
并讲话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　 省委书记、 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王国生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ꎮ 省委副书记、 领导
小组副组长郝鹏、 王建军出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　 副省长严金海在湟中县调研
林业产业发展工作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　 省政府召开 １—１０ 月全省工
业经济运行形势分析会ꎮ 副省长王黎明主持会议
并讲话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 　 省长郝鹏出席 “眺望昆仑”
首届青海当代艺术成就展开幕式ꎬ 并在省美术
馆、 文化馆、 图书馆进行调研ꎮ 省领导张西明、
昂毛、 程丽华、 杨逢春、 鲍义志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１４ 日　 省委中心组召开学习会ꎬ 省
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ꎮ 学习会上ꎬ 郝
鹏、 王建军、 多杰热旦、 胡昌升作了重点发言ꎮ

●１１ 月 １５ 日　 青海省质量奖励大会在西宁
召开ꎮ 省长郝鹏为获质量奖的企业颁奖并讲话ꎮ
副省长匡湧主持会议ꎬ 王黎明宣读授奖决定ꎮ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暨
“文明青海” 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常
委、 宣传部长、 省文明委主任张西明出席并讲
话ꎬ 副省长、 省文明委副主任程丽华出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１５ 日　 青海北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锂电池隔膜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西宁 (国家
级 ) 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举行ꎮ 副省
长王黎明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开工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　 全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开
班ꎮ 省委书记王国生在开班式上作辅导讲话ꎬ 省
长郝鹏主持开班式ꎮ 省领导王建军、 仁青加、 多
杰热旦、 张光荣、 马顺清、 王晓勇、 王晓、 张西
明、 王予波、 胡昌升出席开班式ꎮ 省委中心组成
员、 各市 (州 ) 党政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培训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　 省长郝鹏在全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作
辅导讲话ꎮ 省委书记王国生ꎬ 省政协主席仁青
加ꎬ 省委常委多杰热旦、 张光荣、 马顺清、 王晓
勇、 张西明、 王予波出席ꎬ 胡昌升主持研讨班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全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举行专题讲座ꎬ
讲座邀请中央纪委法规室正局级副主任谭焕民作
专题辅导报告ꎮ 省委书记王国生ꎬ 省委副书记、
省长郝鹏ꎬ 省政协主席仁青加出席专题讲座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全省投资和项目调度工作会
议在西宁召开ꎮ 常务副省长张光荣主持会议并
讲话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　 全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结业ꎮ 省委书记王国
生ꎬ 省长郝鹏ꎬ 省政协主席仁青加和其他省委中心
组成员出席结业式ꎬ 省委副书记王建军作总结讲
话ꎬ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胡昌升主持结业式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　 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境内
发生 Ｍ４ ８ 级地震ꎮ 地震发生后ꎬ 省委书记王国
生、 省长郝鹏第一时间打电话了解灾情ꎬ 要求地
震部门加强监测预警ꎬ 要求当地立即排查灾情ꎬ
切实做好防震减灾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１ 日　 常务副省长张光荣在西宁会
见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一行ꎮ

●１１ 月 ２１ 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在西宁召开ꎮ 穆东升主持第一次全体会
议ꎮ 副省长杨逢春ꎬ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
军、 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　 省长郝鹏专程前往青海师大
新校区调研ꎮ 省领导张西明、 程丽华、 杨逢春一
同调研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　 副省长匡湧赴西宁市生物园
区、 朝阳物流园区、 海东市平安区、 海东工业园
区临空综合经济园ꎬ 调研我省对外贸易及流通业
发展情况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３ 日 　 全省社会治安防治
体系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ꎮ 省委副书记王建军
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副省长韩建华主持会议ꎬ 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伟ꎬ 省政协副主席纪仁凤ꎬ 省
军区政治部郭建军出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　 青海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成
立ꎮ 副省长王黎明出席并讲话ꎬ 工信部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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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马向晖致辞ꎮ
●１１ 月 ２３ 日　 副省长匡湧主持召开全省对

外贸易发展联席会议ꎬ 通报 １ 至 １０ 月全省进出
口情况ꎬ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４ 日　 省长郝鹏专程前往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ꎬ 就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ꎬ 深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提出的
“四个扎扎实实” 重大要求ꎬ 调研了三江源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及全省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情况ꎮ 省领导
马顺清、 高华、 杨逢春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２４ 日　 引大济湟西干渠工程建设仪
式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山乡举行ꎮ 副省长严
金海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开工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闭幕ꎮ 马伟主持会议ꎮ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
关人事事项ꎮ 决定任命王正升为青海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ꎬ 姚琳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ꎬ 张
世丰为省水利厅厅长ꎬ 赵宏强为省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ꎮ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ꎮ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张光荣ꎬ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
军ꎬ 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列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 副省长王
黎明前往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就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 做好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调研ꎮ 当日ꎬ 省长郝鹏就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工
作作出批示ꎬ 对我省安全生产提出要求ꎮ

●１１ 月 ２７ 日　 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在西宁召开ꎮ 省长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副省长
韩建华主持会议ꎬ 省领导王黎明、 杨逢春、 王正
升出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　 省政府党组召开务虚会ꎬ 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ꎬ 特别是
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ꎬ 系统研究和谋划明
年工作ꎮ 省政府党组书记、 省长郝鹏主持会议并
讲话ꎮ 常务副省长张光荣ꎬ 副省长严金海、 程丽
华、 匡湧、 高华、 韩建华、 王黎明、 杨逢春、 王
正升出席会议并发言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省十二届
人大六次会议筹备工作第一次会议ꎮ 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穆东升参加会议并讲话ꎬ 副
省长、 省政府秘书长杨逢春及大会筹备各组负责
人参加会议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省委书记王国生实地察看西
宁火车站立交工程和京藏高速峡口互通改扩建工
程建设情况ꎮ 副省长韩建华参加调研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省长郝鹏会见中国交建总裁
陈奋健ꎮ 常务副省长张光荣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甄少华签署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ꎮ 副省长韩建华参加上述活动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副省长严金海带领省水利

厅、 省安监局、 省供销联社负责人ꎬ 深入引大济
湟工程一线和烟花爆竹销售网点ꎬ 检查督促安全
生产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副省长高华带领卫生、 住
建、 安监、 质监、 消防等部门相关人员赴省人民
医院、 省第五人民医院进行安全生产专项督查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副省长王黎明赴海东市督导
检查工业企业安全生产工作ꎬ 深入生产车间详细
了解生产经营、 安全规范、 施工监理等情况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副省长王正升调研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ꎬ 详细了解道路交通、 消防、 大型活动
安全生产及管理等工作情况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省长郝鹏与阿里巴巴集团副
总裁、 农村淘宝总裁孙利军一行进行会谈ꎮ 双方
就进一步抢抓发展机遇ꎬ 拓展合作空间ꎬ 加强在
农村电商、 精准扶贫、 智慧城市、 大数据运用领
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ꎮ 常务副省长张光荣介
绍了我省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的有关情况ꎬ 副省
长严金海、 匡湧、 王黎明、 杨逢春参加会谈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ꎮ 常务副省长、 省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张光荣出席会议并
讲话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副省长程丽华先后来到省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 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西宁市
城西区才儿坊幼儿园、 乐天网咖等地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督查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ꎮ
省政协主席仁青加主持会议ꎬ 副省长匡湧ꎬ 省政
协副主席马志伟ꎬ 省政府相关厅局负责同志ꎬ 部
分省政协常委、 委员及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全省综合医改工作会议在西
宁召开ꎮ 省委常委、 省委改革办主任马顺清ꎬ 副
省长高华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会前ꎬ 马顺清、 高华
一同到西宁市朝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青海省红
十字医院就综合医改进行了调研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省政府办公厅召开巡视工作
动员会ꎮ 省委第五巡视组组长王向明作了动员讲
话ꎬ 副省长、 省政府秘书长、 办公厅党组书记杨
逢春作表态发言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　 副省长韩建华带
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旅游发
展委相关负责人ꎬ 深入西宁市新宁路汽车站、 大
通县可可西里青稞酒旅游产业园、 康乐山庄滑雪
场、 青海中油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湟源分公司ꎬ 以
及大通至小沙河、 扎麻隆至倒淌河高速公路施工
现场ꎬ 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ꎮ

(责任编辑: 钱颖　 辑录: 田小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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