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甘政办发 〔２０２５〕３０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

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已经省委、

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４月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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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行动方案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

处,是黄河、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是阻挡腾格里、巴丹

吉林、库姆塔格等沙漠汇合南移的防风固沙屏障,是我国 “三区

四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坚决扛起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加快建设国

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并落实祁连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保护机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机制、荒漠化综合防治

机制,深入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攻坚、环境质量巩固提升、核与辐

射安全强基、监测评估数智赋能、监管执法提质增效、环境风险

系统防控、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专项行动,压茬推进、久久为

功,全面提升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质量,持续增强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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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现代化、加快建设美丽甘肃奠定坚实生态基础.

主要目标是:２０２５年,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效.森林覆盖率达到１２％,森林蓄积量达到２８亿立方米以

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５３５％,湿地保护率超过５２７３％,

水土保持率达到６１３４％,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６３％;细

颗粒物 (PM２５)浓度控制在２５微克/立方米,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达到９３８％,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达

到９４６％,黄河干流水质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到９３％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２０２０

年降低１６％.

到２０３０年底,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森林覆盖

率提高至１２７％,森林蓄积量提高至３３亿立方米,草原综合

植被盖度达到５３５％,湿地保护率达到５４３５％,水土保持率达

到６４１４％,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６７％;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达到９４％,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达到

９５％左右,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受污染耕地安

全利用率达到９８％;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

下降６５％以上.

二、筑牢 “四屏一廊”生态安全格局

河西祁连山内陆河屏障区具有重要的防风固沙和水源涵养功

能,是我国北方防沙带的核心区域.与内蒙古、新疆、青海协同

推进防沙治沙和森林、草原保护,不断提升防风固沙和水源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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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阻挡三大沙漠汇合南侵,维系沙漠绿洲生态平衡,保障国

家西部生态安全.

甘南高原黄河上游屏障区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是国家

黄河重点生态区和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的重要组成.与青海、四

川协同推进湿地保育和草原治理,不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保护

黄河上游水源补给地,保障黄河源头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

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屏障区具有重要的水土保持功能,是国家

黄土高原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与陕西、宁夏协同开展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持续减少入黄泥沙量、协调水沙关系,保障黄河流域

生态安全.

南部秦巴山区长江上游屏障区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功能,是国家长江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组成.与陕西、四

川加强秦岭地区跨区域生态协同保护,不断提升秦巴山区生物多

样性和长江上游水源涵养能力.

中部沿黄河地区生态走廊具有保障黄河干流水质稳定的重要

功能,是国家黄河重点生态区的重要组成.与宁夏共同构建黄河

流域中上游齐治格局,加强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染

综合治理,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

三、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攻坚行动

(一)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推动祁连山国家公园和甘肃美仁、阿万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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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设立.完成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成效评估验

收,组织编制甘肃省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和自然保护地提质增效

三年行动方案.(责任单位:省林草局、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

环境厅,各市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州政

府和兰州新区管委会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二)全力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三北”工程建设.在河

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域,以防风、阻沙、锁边

为重点,谋划实施石羊河中下游、黑河中游、疏勒河中下游等防

沙治沙林草综合治理项目,抓好民勤、环县、金塔、敦煌、古浪

等 “三北”工程重点区域攻坚示范行动,争取用２—３年时间实

现锁边带的连线、贯通.在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区域,以天然

林保护、退化林修复、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为重点,实施陇东、

陇中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责任单位:省林

草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三)深入实施 “绿满陇原”行动.建设秀美乡村,推进乡

村范围内四旁地、场院地、公共绿地、废弃闲置地绿化美化.建

设绿美城市,提升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区和近郊区绿化美化水平.

打造绿色廊道,加强铁路、公路等道路两侧及河渠两岸、湖库周

边等廊道绿化建设.完善农田林网,开展农田防护林网建设和更

新改造.加强沙荒地绿化,推进沙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等沙荒地综合治理.(责任单位:省林草局、省自然资源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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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工程.持续推进

甘南高原草原生态治理,提升甘南黄河上游生态功能.“一河一

策、一湖一策”开展黑河、石羊河、庄浪河、祖厉河、宛川河

“母亲河”复苏行动.实施黄河首曲、尕海、张掖黑河、盐池湾、

敦煌西湖及渭河沿岸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加强黄河流域干

流、大通河、湟水河、渭河等重要支流和长江流域嘉陵江、白龙

江生态流量监管.完成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验收及绩效评估.谋划 “十五五山水工

程”,力争取得国家支持.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

厅、省林草局、省生态环境厅)

(五)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和管理水

平,确保重要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

护.加强高鼻羚羊、普氏野马、大熊猫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资源专项调查与评估.开展珍稀濒危物种和极小种群物种栖息

地保护恢复,推进生态廊道建设.加大对珍稀濒危及特有物种的

“三场一通道”等关键栖息地保护力度.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网

络,有序推进生物多样性资源普查、专项调查等编目工作,建立

野生动植物和农作物种质信息平台.加强特色林果、道地中药材

等种质资源品种改良研究和保护利用.加强外来入侵物种普查、

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责任单位:省林草局、省农业农村

厅、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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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完成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破坏调查评价,建立全省数据库.实施平凉、白银

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以黄河重点生态区、长

江重点生态区、北方防沙带为重点,谋划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积极引导和支持矿山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七)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严格落实 “四水四定”,建立

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双控指标体系.制定全省超采区综合治理

方案,紧盯河西走廊重点区域,实施地表水置换地下水工程,完

成地下水超采治理任务.开展河西走廊重点区域地下水动态评价

及超采治理评估.平凉、白银、庆阳、兰州等市对引黄、引洮、

引大入秦工程供水区域内,符合置换条件的农业灌溉和生活用地

下水超采量全部压减.(责任单位: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

(八)强化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以黄河流域陇中陇东等区域

为重点,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在庆阳董志塬、平凉白庙大秦

塬区域实施塬面保护项目,在黄河多沙粗沙区实施淤地坝建设工

程,在渭河、泾河、马莲河等流域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因

地制宜开展坡耕地治理,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水土流失.(责任单

位: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林草局)

专栏１　生态保护修复攻坚行动目标任务

　　一、２０２５年目标任务

１完成高鼻羚羊２３００亩生境改造,加快民勤沙生植物园建设.新建２个沙化土地封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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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推进２个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完成综合治理任务１２００万亩以上.

２打造美丽幸福河湖２５个以上.

３完成２０２４年度１４个省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率

达到５２７％.推动１００座生产矿山建设绿色矿山.

４石羊河、黑河等重点流域超采区地下水位下降趋势得到缓解.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８００
平方公里,实施坡改梯２０万亩,新建淤地坝２０座.

二、２０３０年目标任务

１全省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大于２３％.

２完成 “三北”工程六期规划建设任务６８７２９万亩,两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全省完成营造林１５００万亩以上,完成草原种草改良任务３０００万亩.

３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率达到８８％.完成 “山水工程”建设.

４黄河流域地下水实现采补平衡,压减地下水开采量９０００万立方米;石羊河、黑河等重

点流域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４０００平方公里.

四、开展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

(九)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衔接,

落实 “三区三线”管控规则,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环境影响

评价、排污许可、环境监测、执法监管协调联动,构建全链条生

态环境管理体系.发挥 “三线一单”在源头预防体系中的基础性

作用,实施 “一单元一策略”精细化差异化环境准入,科学指导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坚决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统筹

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动态更新与定期调整,组织开展年度

跟踪和五年评估.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信厅、省水利厅、省林草局)

(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

和６５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 (含电力)超低排放改造.开展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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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有组织排放提标改造和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实施以石化、

化工、工业涂装等行业和油品储运销领域为重点的 VOCs综合

整治.有序淘汰城市建成区供热能力和规模较小的燃煤锅炉.

开展地级城市建成区散煤 “清零”行动.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

排放标准的汽车和国一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提升重点行业

清洁运输比例.(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信厅、省住建

厅)

(十一)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推进黄河流域地表水环

境质量巩固改善,强化长江流域总磷控制,推动西北诸河水资源

严格管控.深入开展黄河、长江、内陆河及青土湖、刘家峡等重

点湖库保护治理.持续实施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

化建设项目.全面推进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管网排查整治

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深化排污口排查与综合整治,建立健

全入河排污口监管体系.全面完成黄河流域５６０７个排污口排查

整治,基本完成全省１７个重点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 (责任单

位: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住建厅)

(十二)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强农用地分类管理,启动

３４个县市区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分阶段推进治

理.开展历史遗留废渣调查,实施历史遗留铬等重金属污染场地

修复治理项目.完成全省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和地下

水监测.完成全省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实施重点产业园

区地下水详细调查,开展 “一区两场”地下水污染问题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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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

工信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

(十三)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强化农业面源

污染突出区域系统治理,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水产养殖尾

水处理.持续推进化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化行动,加强废旧农膜和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精准划定禁烧范围.

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协同治理.进一步强化天

水、定西等地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

体.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

住建厅、省水利厅)

(十四)提升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开展典型大宗工业固体废

物堆存场所排查,强化尾矿、粉煤灰等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

陇南７９座闭库尾矿库废物处置回收项目.积极打造区域性再生

资源加工利用基地和交易中心.建立新污染物协同管理机制.提

升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能力,谋划实施一批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项目,着力减少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加快完善医疗废物收

集转运处置体系,补齐医疗废物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开展城市建

筑垃圾专项整治.实施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加强塑料废弃物规

范回收利用.加快推进兰州、金昌、天水、兰州新区国家 “无废

城市”建设.(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自然资

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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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　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目标任务

　　一、２０２５年目标任务

１全面完成钢铁行业和６５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陇南、定西、平凉、庆阳

等市完成７个冬季清洁取暖项目;金昌、白银等市完成３个有色行业深度治理项目;酒泉、庆

阳、兰州新区等地完成５个石化行业 VOCs综合治理项目.

２完成１７个水污染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６个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项目;８
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５％以上,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９０％以上.

３完成受污染耕地集中的９个县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实施１２个历史遗留污染源

整治项目.完成４６２个村庄农村环境整治,打造１００个省级 “和美乡村”;主要粮食作物化肥

农药利用率达到４３％,废旧农膜处置率稳定在８５％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２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达到３５％.

４新增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６０％;全省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

二、２０３０年目标任务

１废旧农膜处置率稳定在８６％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８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达到６０％以上.

２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全面建成,危险废物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

五、开展核与辐射安全强基行动

(十五)持续加强监督管理.配合国家相关部委加强省内核

设施、重点核技术利用单位例行和专项监督.实施探伤、辐照等

重点行业放射源全寿程管控.加强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源头防

控,及时更新监管企业名录.开展输变电、广播电视等电磁设备

设施应用事中事后监管核查.严格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市场准

入,加强放射性物品入甘备案、监督检查和辐射监测.积极推进

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跨区域处理处置补偿机制建设.(责任单位:

省生态环境厅、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卫生健康委、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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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着力夯实基础保障.按照国家要求组织开展重点核

设施外围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和区域电磁环境调查评估试点.优化

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布设,推进老旧大气辐射自动站升级改造,提

升金塔前沿站运行管理水平.完善重点任务、重点部位核应急预

案管理,修订完成省、市两级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核事

故、辐射事故应急演练.推进核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完

善指标体系和平台搭建.(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六、开展监测评估数智赋能行动

(十七)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科学优

化 “十五五”环境监测点位,持续完善各领域监测网络.推进大

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地面观测站建设,联合河西走廊、祁连山、黄

土高原、黑河、中游绿洲、石羊河、临泽、甘南８个生态质量综

合监测站开展生态样地监测,重点向自然保护地监测样地拓展.

积极申报第三批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推进黄河流域兰州

段、黑河流域张掖段水生态监测,开展地表水国控断面水生生物

调查.加快健全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取用水监测计量体系.结

合国家地下水监测井二期工程,持续完善地下水监测站网体系.

加强重点水土流失区和荒漠化区监测网络建设.(责任单位:省

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

局、省气象局)

(十八)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共用.建立甘肃省生态环境大数

据标准规范,编制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目录,做好各类生态环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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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整合.健全部门间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数据资源公开共享机

制,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衔接,推动相关部门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

利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厅、省林草局、省气象局)

(十九)开展生态屏障建设评估.聚焦生态保护和修复、污

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针对重点地区林、草、湿、荒、沙、水、生物多样性等各要素进

行动态评估,加强评估结果应用.开展全省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

效年度自评估.加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状况和生态环

境监测评估.开展全省生态状况变化遥感调查评估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完成黄河干流、主要支流及重点水库和长江重要支流的水

生态调查评估.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和草原治理等成效评估.逐步

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成效评估体系. (责任单位:省林草局、

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气

象局、省科技厅)

专栏３　监测评估数智赋能行动目标任务 (２０２５年)

　　１建成运行１２５个覆盖全省地级城市功能区的噪声自动网.

２建设完成取用水监测计量体系建设项目,新建１２８个在线计量点,改建１３５４个在线计

量点.

３启动石羊河流域地下水监测站网布局优化项目.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数据资源共享水平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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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开展监管执法提质增效行动

(二十)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

制度建设,建立自然保护地问题线索处理处置机制,健全生态保

护和修复监管体系.推进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检察公

益诉讼有效衔接,常态化开展联动执法.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与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协同执法.加强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积案清理.会同青海省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开展联合执法,合力

打击跨区域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深入推进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二十一)强力推进督察问题整改.推动第三轮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和２０２３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

题整改任务全面完成,巩固已整改任务成效.按照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协调局统一部署,开展第一轮、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自查自改,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组织开展省

级督察整改成效第三方评估.(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应急厅)

(二十二)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针对群众身

边的噪声、油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恶臭等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持续做好群众举报件办理工作.对长期难以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办理.(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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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

专栏４　监管执法提质增效行动目标任务 (２０２５年)

　　１组织开展第三轮第二批、第三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２完成２７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和４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

改任务.

３试点开展宁静小区建设,建立省级噪声典型投诉督办机制,对重点案件开展现场督办.

八、开展环境风险系统防控行动

(二十三)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及防治.健全完善 “调查

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四大体系.加强防灾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勘查,完善 “人防＋技

防”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实现重点防范区市县级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持续推进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治

理,对部分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隐患开展工程治理,实施生态

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有效应对地震、暴雨、洪涝等引发的

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常态化开展扑火实战演练,加密部署中高风

险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监测站点.(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

林草局、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应急厅)

(二十四)提升生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健全跨部门适应气

候变化协调工作机制,完善跨领域跨地区会商研判制度.强化危

险废物、尾矿库、重金属等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完善

“一河一策一图”应急响应方案,深化成果应用.完成黄河干流

及主要支流环境风险调查,探索在黄河、长江流域开展流域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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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工程体系建设.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责任单位:省委国安办、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

境厅、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林草局、省气象局)

专栏５　环境风险系统防控行动目标任务 (２０２５年)

　　１完成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２１４万户、７２６万人.

２实施地质灾害精细调查和监测预警工程,实施工程治理项目３５个、建设专群结合监测

预警点３６０个.

３完善１５个区域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推进８个流域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

九、开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行动

(二十五)加强水资源循环利用.持续推进大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建设模式.加快

开展工业节水减排,实施重点用水企业和园区水效领跑者引领行

动.实施城乡老旧供水设施、管网和高耗水服务业节水改造.加

快甘州区、临夏市２个国家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

推进庆阳市城市再生水 (中水)利用工程.(责任单位:省水利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

(二十六)加快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传统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链延链补链

强链,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 “专精特新”企业.推进石化、化

工、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和清洁生产改造.

完善产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和集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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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工程,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加强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支持煤层气 (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大力实施可再生

能源替代行动,构建以电能消费为主导的清洁能源消费体系.加

快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大力实施电网

优化补强工程和调峰电源项目.(责任单位:省工信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能源局)

(二十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落实碳达

峰各项任务,协同推动２０２４—２０２５年节能降碳行动和能耗 “双

控”逐步转向碳排放 “双控”.持续深化白银市、酒泉市、白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乐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探索建

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主动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

专栏６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行动目标任务

　　一、２０２５年目标任务

１完成４个大型灌区 “十四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全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达到０５９３.

２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９４％,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到２５％.

３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实施 “三化”改造项目３００个.

二、２０３０年目标任务

１全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０６.

２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力争达到９５％,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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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加强组织实施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行动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重大

问题,将相关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围.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汇报衔接,积极争取国家项目、政策和资金

支持.加大财政投入,统筹用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推进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市场化交易,通过市场化方式引

导各类投资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利用六五环境

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开展科普宣传,增强公众生态保护意

识,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浓厚氛围.

附件:２０２５年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计划实施

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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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甘肃省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计划实施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实施

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一、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6 类 13 个项目） 572393.3

1

荒漠化防
治和“三
北”工程

河西走廊—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
阻击战重点项目

嘉峪关市
金昌市
酒泉市
张掖市
武威市

省林草局 163700 2026 年

2
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重点项目

兰州市
白银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省林草局 103800 2026 年

3
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
和修复重
大工程

甘南黄河上游水
源涵养与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
甘南州 省林草局 58847 2026 年

4
秦岭西段水源涵
养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恢复项目

陇南市
甘南州

省林草局 29966 2026 年

5
湿地保护

工程
甘肃省湿地保护

与修复项目

酒泉市
张掖市
甘南州

省林草局 6062 2026 年

6
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
修复工程

黄土高原生态屏
障区（平凉市）
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示范

工程项目

平凉市
省自然资源厅
省财政厅

51600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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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实施

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7

黄河重点生态区
（白银段）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示范工程

项目

白银市
省自然资源厅
省财政厅

51000 2027 年

8

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
修复工程

省级历史遗留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

兰州市
酒泉市
张掖市
武威市
白银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兰州新区

省自然资源厅 16361 2025 年

9

地下水超
采区治理

工程

高台县水资源优
化配置及地下水
超采区综合治理
项目金河湾小型

水库工程

张掖市 省水利厅 10930 2025 年

10

石羊河流域永昌
县清河灌区地下
水超采治理水源

置换项目

金昌市 省水利厅 22918 2025 年

11

张掖市甘州区水
资源优化配置及
地下水超采区综
合治理项目西洞
调蓄水库工程

张掖市 省水利厅 15000 2025 年

12
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

工程
新建淤地坝工程

兰州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临夏州

省水利厅 8847.3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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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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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13
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

工程

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工程

兰州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临夏州

省水利厅 33362 2026 年

二、环境质量提升工程（7 类 32 个项目） 3470981.076

1

大气环境
治理工程

冬季清洁取暖项
目

金昌市
酒泉市
武威市
平凉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

633646.636 2025 年

2
重点行业超低排

放改造项目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酒泉市
白银市
定西市

省生态环境厅 50436.04 2025 年

3
重点行业大气污

染治理项目

兰州市
金昌市
酒泉市
武威市
白银市

省生态环境厅 57542.17 2025 年

4
工业企业无组织
排放治理项目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平凉市

省生态环境厅 200367.62 2025 年

5
重点领域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项目

金昌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兰州新区

省生态环境厅 5288.81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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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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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6

水环境治
理工程

水污染治理与水
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

武威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甘南州
临夏州

省生态环境厅 51372.32 2025 年

7
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
定西市
临夏州

省生态环境厅 15618.44 2025 年

8
饮用水水源地规
范化建设项目

金昌市
武威市
平凉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省生态环境厅 3732.93 2025 年

9
水环境风险管控

项目
酒泉市
平凉市

省生态环境厅 2182 2026 年

10

静宁县黄河流域
葫芦河生态综合
治理与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 EOD 项

目

平凉市 省生态环境厅 199400 2027 年

11
水污染治
理设施提
标改造

城区污水处理厂
技术改造和资源

化利用项目

金昌市
酒泉市
武威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省住建厅 61803 2025 年

12
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
防治工程

历史遗留尾矿堆
场地环境综合整
治和无主废渣污
染源整治项目

天水市
陇南市
甘南州

省生态环境厅 20293.11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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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实施

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13

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
防治工程

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周边土壤
和地下水监测项

目

武威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兰州新区

省生态环境厅 2299.5 2025 年

14
土壤与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项目

省本级
兰州市
张掖市
白银市
庆阳市
兰州新区

省生态环境厅 4399.2 2025 年

15
历史遗留铬污染
场地修复治理项
目（三期工程）

酒泉市 省生态环境厅 4856.70 2027 年

16
甘南州大夏河流
域历史遗留废渣

调查项目
甘南州 省生态环境厅 393.74 2025 年

17
甘肃省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项目

省本级 省生态环境厅 5778.17 2025 年

18

无废城市
建设项目

甘肃工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及无
害化处置项目

兰州市 省工信厅 200000 2026 年

19
20 万吨/年危废
处置中心生产线

项目
金昌市 省生态环境厅 100000 2026 年

20
硫酸钠废盐综合

利用项目
金昌市 省工信厅 250000 202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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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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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21

无废城市
建设项目

甘谷县废旧资源
回收循环利用建

设项目
天水市 省住建厅 26000 2026 年

22

废盐资源综合利
用年产30万吨烧
碱及30万吨无汞

化 PVC 项目

兰州新区 省工信厅 300000 2025 年

23
金昌冶炼副产硫
酸资源及氯碱废
电石渣综合利用

金昌市 省工信厅 160000 2028 年

24

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

项目

陇南市闭库尾矿
库废物处置回收

项目
陇南市 省自然资源厅 280000 2026 年

25
武山县生活垃圾
分类和处理设施
提标改造项目

天水市 省住建厅 11224 2026 年

26

年处理 100 万吨
磷石膏资源化利
用与综合处置项

目

金昌市 省工信厅 8000 2026 年

27

甘肃亿成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30万
方刚性填埋场

（一、二阶段）
项目

白银市 省工信厅 2203.3 2028 年

28
金川集团危险废
物综合处置项目

金昌市 省工信厅 77935.93 2030 年

29

甘肃郴金磊鑫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危废
处置中心生产线

建设项目

金昌市 省工信厅 216000 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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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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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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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计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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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
处理处置

项目

30

酒泉安德林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年
处理10万吨废盐
的无害化处置项

目（一期）

酒泉市 省工信厅 15261.46 2026 年

31
兰州宏牛工业废
盐资源化综合利

用项目
兰州新区 省工信厅 490000 2026 年

32
农村环境
整治工程

农村环境整治项
目

兰州市
金昌市
酒泉市
武威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甘南州
临夏州

省生态环境厅 14946 2025 年

三、核与辐射安全体系构建工程（1类 2 个项目） 31442.6

1

核安全监
管能力提
升重点工

程

核与辐射安全监
测监管项目

省本级 省生态环境厅 2140 2025 年

2
区域核与辐射应
急监测物资储备
库（西北）项目

兰州市
生态环境部核与
辐射安全中心

29302.6 2027 年

四、监测评估数智化工程（2 类 5 个项目） 11812

1
天地空一
体化建设

工程

甘肃省省级环境
空气自动监测网
设备更新项目

省本级 省生态环境厅 930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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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实施

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成年限

2

天地空一
体化建设

工程

甘肃省2025年取
用水监测计量体

系建设项目

14个市州
兰州新区

省水利厅 4221 2025 年

3
甘肃省水文业务
系统建设工程

省本级 省水利厅 1041 2025 年

4
甘肃省地下水监
测管理信息系统

省本级 省水利厅 273 2025 年

5
生态环境
监管能力
提升工程

甘肃省省级生态
环境监测能力建

设项目
省本级 省生态环境厅 5347 2025 年

五、环境风险系统防控工程（1 类 7个项目） 223940

1

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
安置工程

陇南市武都区生
态及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安置项目

陇南市 省自然资源厅 176900 2026 年

2
地质灾害精细调

查工程

兰州市
张掖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甘南州
临夏州

省自然资源厅 11400 2026 年

3
专群结合监测预
警点建设项目

兰州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省自然资源厅 1800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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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省级主管部门

总投资

估算

（万元）

计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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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
安置工程

专业监测点建设
项目

兰州市
张掖市
武威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甘南州
临夏州

省自然资源厅 2800 2025 年

5
地质灾害工程治

理项目

兰州市
张掖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甘南州

省自然资源厅 28610 2026 年

6
“隐患点+风险
区”管控试点项

目

兰州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陇南市

省自然资源厅 1840 2026 年

7
地质灾害综合遥

感识别项目

兰州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甘南州
临夏州

省自然资源厅 590 2026 年

六、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重大工程（2类 4 个项目） 294556

1
深度节水
控水治水
兴水工程

大型灌区“十四
五”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项目

酒泉市
武威市
白银市

省水利厅 39325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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