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红塔区非煤矿山及建材行业税收共治监管平台建设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云南省税收征

管保障办法》（云政办发〔2015〕108 号）、《玉溪市红塔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塔区税收征管保障实施方案的通知》

（玉红政办发〔2016〕47号）等相关文件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近年来，红塔区坚持“生态立区”战略，围绕建设“生态园林

城”的目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全面推

动绿色发展。随着我区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的完成，全区非煤

矿山矿权布局趋于合理，安全生产更加规范，非煤矿山及下游建

材加工供应企业的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不断推

进，将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产业。针对红塔区

非煤矿山及建材行业出现违法开采、加工、经营和偷税、漏税等

违法行为，加强对全区非煤矿山及建材行业的管理，规范和强化



非煤矿山资源税、增值税等税收的征管势在必行。为进一步规范

我区非煤矿山及建材行业税费征管，督促非煤矿山及建材行业企

业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应收尽收。

红塔区境内，持有采矿权证，进行砂石、石灰石、页岩、粘

土、高岭土、长石、石英砂等非煤矿产资源的采掘、加工、销售

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砂石行业、制砖行业、石灰生产行业、

充气混凝土砌块生产行业、商品混凝土生产行业等（以下统称非

煤矿山及建材行业）。

五、项目实施内容

税收共治监管平台终端建在区应急局十楼在线监控办公室，

本系统平台设立过磅监控中心，采用全区联网，实现视频集中监

控、称重数据集中存储与管理、税费代扣征收的功能，完成全区

砂石料过磅集中监控、逃逸自动告警及自动扣税。整个系统由 6

个子系统组成：即矿区综合管理子系统、数据监测子系统、视频

集中监控子系统、过磅自动称重管理子系统、车辆逃逸告警子系

统、语音对讲广播子系统。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度所需平台建设经费根据实际支出由区级财政全额

保障，项目资金预算 95 万元，包括以下四项：

1、税收共治监管平台建设费

按照《昆明首优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开发合同》每年 10 月 31

日前由甲方以货币形式向乙方支付研究开发经费 45 万元。



2、税收共治监管平台光缆租赁费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数字电路业务租用

协议》，电路租费 699 元/月/条，年租费 8388 元/条/年，每条电路

计费周期至少为一年，2021 年度预计监控电路为 30 条，共计

251640元；

3、税收共治监管平台车辆运行维护费

税收共治监管平台两张车辆：云 F9250D、云 F2303U，费用

共计 28000 元，包括以下四项：

（1）两张车辆租金合计为人民币 13200 元/年；

（2）车辆日常修理费：云 F9250D 为人民币 2000 元，云

F2303U 为人民币 4000 元；

（3）审车费两张车合计 1200 元（含车船税）；

（4）油费两张车合计 7600 元/年。

4、税收共治监管平台办公费

税收共治监管平台日常工作经费按每年 220360 元计算。主

要用于日常系统维护、修理，交通、通信保障，监控中心日常事

务、耗材等支出。

（1）办公桌椅购置、更换费：92360元；

（2）办公耗材费：按 26人计算共计 70000 元/年；

（3）设备维护费：按 26人计算共计 30000 元/年；

（4）水电费：按 26 人计算共计 28000元/年。

七、项目实施计划



加强非煤矿山及建材行业税源监控和建账建制培训，督促非

煤矿山及建材企业建立健全财务核算制度，真实、准确进行财务

会计核算，确保按照税收缴纳的相关规定及时、足额申报缴纳税

款。对申报不实的纳税人，通过计量监控征税、核定最低计税价

格、增值税征收管理、所得税征收管理、其他税费种管理等措施，

以税收缴纳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进行税收征管，确保纳税人依法经

营、依法足额缴纳相关税收。

八、项目实施成效

税收平台建成后，一是将有力地促进企业安全科技支撑能力

建设的加强，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和遏制非煤矿山事故

的发生，从而着力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二是进

一步规范和强化非煤矿山资源税、增值税等税收的征管工作，全

区税收将大大增加，仅全区非煤矿山、建材行业；三是通过对各

种货运车辆的适时监控和管理，从而有效地预防或减少驾驶员的

超载行为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道路的损坏和对环境的污

染。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2021 年红塔区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建立以灾害事故预防、预测、预警、预备为链条的专业应

急救援机制，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消防救援力量体系建设，进一

步提升城乡火灾防控、综合应急救援、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能力，

根据《中共玉溪市红塔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玉溪市红塔区应

急救援和安全生产服务中心暨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和人员配

备有关事项的通知》（玉红机编〔2019〕30 号）、《中共玉溪市红

塔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玉溪市红塔区应急救援和安

全生产服务中心机构编制方案的批复》（玉红编办〔2020〕12 号）

精神，经五届区委常委会第 150 次和第五届红塔区人民政府第

68 次常务会议同意，在区、乡（街道）组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当前我国在消防救灾、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消防队

员都已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冲锋在前危险遗后。在复杂的危险环

境中失去了青春和生命。对此我国高度重视消防救援人员的个人

防护装备佩戴。倡导“安全第一 生命至上”的理念。做好城市



消防工作，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历来

高度关注和重视消防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不断加大工

作的投入力度，建立了处置重大、特别重大火灾应急预案，全面

提高火灾防控扑救能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和谐

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1 年 1 至 6 月政府专职消防队人员训练管理及设备器材

与车辆存放管理场地为玉溪市红塔区九龙池森林专业扑火队营

房，灭火救援所需个人防护装备、器械设备、通讯设备、消防车、

运兵车等装备已配备完成，2021 年度所需增加设备车辆及维护

费用已增加至 2021 年建设资金专项项目中。

2021年 7至 12 月政府专职消防队人员训练管理及设备器材

与车辆存放管理场地为玉溪市研和镇消防救援站，灭火救援所需

个人防护装备、器械设备、通讯设备、消防车、运兵车等装备已

配备完成，2021 年度所需增加设备车辆及维护费用已增加至

2021 年建设资金专项项目中。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度政府专职消防预算资金为 157.72 万元，申请预算

资金构成细项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人数
执行标准

（年、月、日）
计量单位 补助标准 合 计 备 注

一、日常业务经费 1337200

1、食堂管理费 1 6 月 12000.00 72000.00

2、上下岗、节日坚守岗位人员

慰问补助费
80 1 人、年 2000.00 160000.00

3、应急药品 80 1 人、年 200.00 16000.00

4、应急干粮费 80 1 人、年 90.00 7200.00

5、消防队营房网络费 1 1 年 18000.00 18000.00

6、垃圾清运费 1 1 年 12000.00 12000.00

7、营房绿化整治费 1 1 年 40000.00 40000.00

8、营房管理维护、修缮费 1 1 年 50000.00 50000.00

9、阻燃服 80 1 人、年 800.00 64000.00

10、劳保费 80 1 人、年 2482.00 198560.00

包含：春夏秋冬备勤

服、大衣、体能训练服、

毛毯、作训靴等

11、体检费 80 1 人、年 130.00 10400.00

12、训练费 80 1 人、年 360.00 28800.00

13、救援工具装备 1 1 年 209200.00 209200.00

14、火场应急通讯指挥系统项

目经费
1 1 年 152000.00 152000.00

15、防灭火机具维修、对讲机

通讯网络及通讯器材维修维护
1 1 年 190176.00 190176.00

16、防火应急通讯预案演练、

视频制作专项经费
1 1 年 105000.00 105000.00

17、和对讲机业务服务费 7 12 台、月 46.00 3864.00

二、消防车辆保障 240000.00

1、消防车、运兵车、皮卡车养

车费
6 1 辆、年 40000.00 240000.00

合计 157720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 1至6月政府专职消防队驻扎于玉溪市红塔区九

龙池森林专业扑火队营房，以协同红塔区森林救援扑火队完

成季节性森林灭火工作为主，同时完成日常队伍专业应急救

援技能培训工作和消防灭火设备、车辆及扑火队营房的管理

及维护工作。

2021 年 7 至 12 月政府专职消防队驻扎于玉溪市研和镇

消防救援站，负责完成城市消防及各类城市应急救援工作为

主，同时完成日常队伍专业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工作和消防灭

火设备、车辆及消防站的管理及维护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森林防火工作预期效果

推进形成更加完备的森林火灾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

系，完善森林防火长效机制，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努力

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火源管理法治

化、队伍建设专业化、装备建设机械化、预警响应规范化、

火灾扑救科学化、基础工作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上取得突破性

进展。推进人力灭火和机械化灭火、风力灭火和以水灭火、

传统灭火和科学防火有机结合，力争实现 24 小时内森林火

灾扑灭率达到 98%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 0.9‰

以内，切实做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

针。

（二）城市消防应急救援工作预期效果



长效推进红塔区辖区内城市安全消防救援工作，落实治

理、预防、救援长效机制，保障辖区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

全，实现城区消防救援治理系统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坚持

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为核心，结合辖区城市实际情况，强化城

市科学消防救援，做到精准监控，点控长效预警能力为一体，

面对突发应急事件能快速抵达，有序有效执行救援措施，切

实做到“以救援生命安全为先，保障城市安全生产为稳”的

工作方针。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森林防灭火经费

二、立项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预防为主，防灭结合”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

相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强化各乡街道、各有关单位领

导责任，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以及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林业部门行业管理责任，应急管理部门扑救责任，行政交界

区域联防联控责任，健全机制，形成合力，努力实现从注重

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

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区森林火灾综合防控和救援能力，最

大限度降低森林火灾损失。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防灭火的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020 年 9月 28 日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批示指出：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对于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十分重要。各地区各相关部

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各项准备，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健全统筹协

调、相互配合的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合力。要强

化科技手段，加快防灭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排查消除

风险隐患，及时科学处置突发火情。加强基层监管执法和防

火意识教育，严厉查处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加快构建群

防群治、扑灭及时的工作格局。要建强专业队伍，完善应急

预案，加强日常演练，提高防灭能力水平，坚决防范重特大

火灾发生。红塔区地处云南省中部、玉溪市西北部，是玉溪

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省会昆明 86 千米，是云南

省南北交通枢纽，是通往滇南和东南亚邻国的重要通道及门

户。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60.5%，林木绿化率为 67.1%，林业

用地面积 64875.4 公顷。全区下辖 9 个街道和 2 个彝族乡。

红塔区是玉溪市建设生态文明的排头兵，是森林玉溪、国家

园林城市的重点县区，森林生态区位极为重要，属云南省滇

东玉溪市森林重点火险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区森林

灭火组织机构建设和工作经费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政府专业扑火队驻扎于玉

溪市红塔区九龙池森林专业扑火队营房，以协同红塔区森林



救援扑火队完成季节性森林灭火工作为主，同时完成日常队

伍专业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工作和扑火灭火设备、车辆及扑火

队营房的管理及维护工作。人员训练管理及设备器材与车辆

存放管理场地为玉溪市红塔区九龙池森林专业扑火队营房，

灭火救援所需个人防护装备、器械设备、通讯设备、扑火车、

运兵车等装备已配备完成，2021 年度所需增加设备车辆及维

护费用已增加至 2021 年建设资金专项项目中。

2021 年 7 月至 12 月专业扑火队驻扎于玉溪市研和镇扑

火救援站，负责完成城市扑火及各类城市应急救援工作为

主，同时完成日常队伍专业应急救援技能培训工作和扑火灭

火设备、车辆及扑火站的管理及维护工作。人员训练管理及

设备器材与车辆存放管理场地为玉溪市研和镇扑火救援站，

灭火救援所需个人防护装备、器械设备、通讯设备、扑火车、

运兵车、无人机、定位终端等装备已配备完成，2021 年度所

需增加设备车辆及维护费用已增加至 2021 年建设资金专项

项目中。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1 年度森林扑火预算资金为 470 万元，申请预算资金

构成细项详见下表：



2021 年度森林防灭火资金预算表

编制科室：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编制时间： 2021 年 9 月 23 日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人

数

执行标

准

（年、

月、日）

计量单

位
补助标准 合 计 备 注

一、日常业务

经费
1144124.00

1、食堂管理

费
1 6 月 18000.00 108000.00

2、上下岗、

节日坚守岗

位人员慰问

补助费

60 1 人、年 2000.00 120000.00

3、应急药品 60 1 人、年 200.00 12000.00

4、干粮费 60 1 人、年 90.00 5400.00

4、扑火队营

房网络费
1 1 年 30000.00 30000.00

5、垃圾清运

费
1 1 年 12000.00 12000.00

6、电梯维护

费
1 1 年 30000.00 30000.00

7、营房绿化

整治费
1 1 年 50000.00 50000.00

8、扑火队营

房管理维护、

修缮费

1 1 年 50000.00 50000.00

9、阻燃服 200 1 人、年 800.00 160000.00

10、劳保费

（全区季节

性扑火队员）

135 1 人、年 1220.00 164700.00

11、体检费 180 1 人、年 130.00 23400.00

12、火场应急

通讯指挥系

统项目经费

1 1 年 80000.00 80000.00



13、防灭火机

具维修、对讲

机通讯网络

及通讯器材

维修维护

1 1 年 187000.00 187000.00

14、防火应急

通讯预案演

练、视频制作

专项经费

1 1 年 105000.00 105000.00

15、和对讲机

业务服务费
12 12 台、月 46.00 6624.00

二、防灭火车

辆保障
486000.00

1、区级防火

专用车辆养

车费

18 1 辆、年 16000.00 288000.00

2、租赁费 5 3 辆、年 6000.00 90000.00

3、防灭火燃

料费
18 1 辆、年 6000 108000.00

三、扑火储备

物资更新保

养专项经费

1 1 年 233376.00 233376.00

四、2021 年森

林防火车辆

需求数

8 2586500.00

1、乡街道：

皮卡森林灭

火供水车（森

防牌）

1 1 辆 220500.00 220500.00

2、乡街道：

运兵车
3 1 辆 385000.00 1155000.00

3、区级：皮

卡森林灭火

供水车（森防

牌）

2 1 辆 220500.00 441000.00

4、区级：运

兵车
2 1 辆 385000.00 770000.00

五、扑救重特

大森林火灾

预备费

1 1 年 250000.00 250000.00

合计 4700000.00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森林消防营房和装备建设。

1.应急管理局负责向上级争取资金，按照专业队营房功

能要求和标准；

2.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局、林草局要进

一步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请示汇报，争取资金按标准规定配

备消防队装备、个人装备、储备扑火物资装备，需要区级财

政配套或保障的，要足额配套或保障到位。

3.应急管理局按照要求配备 1 辆以上森林防灭火指挥

车。经指挥长批准，根据森林火灾扑救和应急演练需要随时

调用，调用期间车辆驾驶员由车辆管理单位安排，车辆燃油

费用足额保障。保障救援工作快速高效。

（二）保障森林防灭火工作经费。

财政根据全区森林防灭火工作实际，将森林防灭火专项

经费（含宣传经费、防灭火经费、森林消防队员工资及社保

缴费等）列入年度预算，以确保森林防灭火预防、扑救、基

础能力和信息化建设工作顺利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按规定加

强对全区森林防灭火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

发挥效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努力推进形成更加完备的森林火灾预防、扑救、保障三

大体系，完善森林防火长效机制，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



努力实现森林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火源管理

法治化、队伍建设专业化、装备建设机械化、预警响应规范

化、火灾扑救科学化、基础工作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上取得突

破性进展。推进人力灭火和机械化灭火、风力灭火和以水灭

火、传统灭火和科学防火有机结合，力争实现 24 小时内森

林火灾扑灭率达到 98%以上，森林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在

0.9‰以内，切实做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

工作方针。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工作的指导意见》(国灾险普办发〔2020〕12 号)、《云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函〔2020〕74 号）、《玉溪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的通知》（玉政办函〔2020〕52 号）、《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的通知》（玉红政办发〔2020〕25 号文）精神，切实做好我

区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应急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20 年为普查前期准备，2021 年为全面调查、评估与

区划阶段。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

要素，普查涉及的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普查内容包括主



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

史灾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重点

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

险评估与区划。通过开展普查，为各级政府有效开展自然灾

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

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

区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

员会和居民委员会, 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部分居

民等。本次普查涉及的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震灾害、地质

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普查内容

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人口、房屋、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资源 (能力)调查与评估,重

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

风险评估与区划。

六、资金安排情况

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以本级财政保障为

主,2021-2022年普查费用共计642.4万元，其中2021年325.7

万元、2022年316.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普查工作按照 “全区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分级

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

(一)成立普查领导小组。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红塔区

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普查领

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应急局,承担普查领导小组日常工

作,具体负责我区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组

织、协调和实施,研究提出需要普查领导小组决策的工作建

议,督促落实普查领导小组议定事项,承办普查领导小组交

办的其他事项。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成员单位向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报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不再

另行发文。普查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

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即撤销。

(二)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应急局会同区直有关

部门,按照普查总体方案和工作部署,结合实际制定我区普

查工作实施方案,做好技术指导、培训、质量控制、信息汇

总和分析,充分利用专业第三方力量和已有信息资源,建设

全区自然灾害风险基础数据库。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

严格按照普查方案和具体工作要求,切实履行职责,落实任

务分工,强化工作举措,加强部门协作,共同做好普查工作。

(三)各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职责。各乡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承担本



地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主体责任,充分整合已有资

源,配强人员队伍,做好普查各项工作。 按照国家和我区普

查工作要求,编制本地普查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普查宣传和

培训工作;落实具体普查任务,逐级负责普查数据成果审核

汇集, 形成我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过组织开展红塔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摸清全区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客观

认识当前全区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各级党委政府有效开展

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一是全面获取红塔区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水早灾害、森林火灾等主要灾害致灾信息，人口、房屋、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与环境等重要承灾

体信息，历史灾害信息，掌握重点隐患情况，查明云南省抗

灾能力和减灾能力。

二是以调查为基础、评估为支撑，全面了解当前全区致

灾风险水平、承灾体脆弱性水平、综合风险水平、综合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和区域多灾并发群发、灾害链特征，科学预判

今后一定时间段灾害风险变化趋势和特点，形成全区自然灾

害防治区划和防治建议。

三是通过实施自然灾害普查，建立健全全区主要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估指标体系，分区域、分类型、



分要素的省级自然灾害风险与减灾能力数据库，多尺度自然

灾害隐患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区划、防治区划的技术方法

和模型库，开发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评估、

区划信息化系统，形成一整套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与常态

业务工作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工作制度与技术支撑体系。


	当前我国在消防救灾、应急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消防队员都已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冲锋在前危险遗后。在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