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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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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加快解决环境监管执法队伍基础差、

能力弱等问题。加强环境监察队伍和能力建设，为推进环境监管

执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健全环境监管执法经费保障机制，将环

境监管执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全额保障范围。

2.《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

见》（云政办发〔2014〕56 号）明确各地要加大财政投入，强

化环境监察执法、监测能力保障。健全环境监管执法经费保障机

制，将环境监管执法经费纳入同级财政全额保障范围。

3.《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2021年全省生态环境工作

要点的通知》（云环通〔2021〕130号）明确要防风险排隐患，

集中执法检查实现全覆盖。优化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

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一批涉嫌污染

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4.《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2021年生态环境保

护执法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要保持高压态势，扎实开展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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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执法检查。聚焦各类专项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

强执法能力建设，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全国、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和生态

环境部部署要求，切实履行好生态环境执法工作的使命担当，切

实发挥好生态环境执法主力军的突出作用。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核心，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集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标志性战役，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通过强有力的生态

环境执法和应急管理工作，助推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强化打

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监管执法，扎实推

进净土保卫战监管执法，持续抓好各类专项行动，不断提升环境

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

执法办案补助经费项目是非税收入对应成本性支出，用于保

障日常环境监管执法工作。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监督辖区内的排污企业，解决好群众投诉、信访、市长热线交办

件、中央环保督查件、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保障人民

群众环境权益的重点工作。该项目紧紧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

任务，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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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按照抓党建带队伍强素质重实效见成果的思路，全面开

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五、项目实施内容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会议部署，紧紧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为

重点，按照抓党建带队伍强素质重实效见成果的思路，全面开展

生态环境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一是保持高压态势，

扎实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1.持续推进联合执法检查，达到 9
个县（市、区）全覆盖；2.对辖区内的排污企业监管率达到 100%。

二是聚焦各类专项行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群众投诉、

信访、市长热线交办件等办结率达到 100%。三是持续开展“千
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整治工作。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达到 97.7%以上。四是加强执法能力建

设，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1.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企业家

次大于等于 170家；2.开展 1期 50人次左右的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素能提升培训班，培训合格率达 100%。五是严格执行排污

许可制度，实现“一证式”管理，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

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将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纳入全省、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

示。

1.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督促检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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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各县（市、区）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执法检查，加强

对重点行业达标排放和执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情况抽查。推动“一
证式”管理，强化排污许可证执法监管，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二是强化重污染天气联合执法。三是持续人员调度，积极参加蓝

天保卫战。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持续调度全市生态环境系

统人员，积极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的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

扶、长江入河排污口、黄河入河排污口和强化监督检查等工作。

2.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三湖环境执法监

管。二是做好饮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排查。三是全面做好工

业园区执法监管。全面完善辖区内工业企业“一企一档”监管工作

和移动执法系统数据录入归档工作。

3.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对危废产生和处

置单位的环境执法监管。以定点医疗场所和垃圾焚烧等行业为重

点，持续强化对危废产生、处置单位的执法监管力度。二是强化

对固体废物环境执法监管。加强对一般固废管理，提升对危险废

物环境执法监管力度，持续推进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废铅蓄电

池执法监管。

4.持续抓好各类专项行动。一是积极推进长江“三磷”排查整

治工作。严格落实生态环境部《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要求，按重要时间节点及目标任务做好“三磷”行业整治

和核查验收工作。二是强力推进“清废”行动整治工作。聚集国家、

省级挂牌督办问题点位和统计上报难以按期完成整治的重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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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详实掌握整治进度，精准分类制定可行的整治时限倒推表，

严格按“一个问题、一个方案”落实整治工作，力争克期完成整治

任务。三是助力做好各项专项执法检查。认真做好饮用水水源地

（千吨万人）排查、入河排污口监管、高尔夫球场清理、违建别

墅清理和“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专项执法检查。

5.强化协调联动，切实发挥联合执法、交叉执法和专项执法

效能。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2年项目支出预算 190.00万元，由市级财政资金保障。

2023年、2024年支出数与 2022年一致。2022年执法办案

经费补助 190.00万元分别为：1.车位场地租赁费 10.00万元，

2022年 5月按照合同支付；2.法律顾问费 11.50万元，2022
年按照合同支付；3.移动执法手持终端数据卡使用费 1.71万元

（95张*15元/月*12月，依据合同支付）。便携数据热点卡使

用费 1.344万元（28张*40元/月*12月，依据合同支付）；4.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素能提升培训费用 20.00万元（培训费 550
元*6天*50人，师资费 35000元）；5.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

2.00万元（参照 2020年、2021年支出情况，2020年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明细账）；6.执法办案差旅费 15.00万元，其中住

宿费 66000元（330元/人·天*200人次），伙食补助费 40000
元（100元/人·天*400人次），市内交通费 24000元（80元/
人·天*300人次），城市间交通费 20000元（2000元/人·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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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参照 2020年支出情况（2020年差旅费明细账）；7.公
务用车租赁使用费 20.00万元，参照 2021年支出情况（2021
年 1—9 月其他交通费用明细账）；8.联合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86.135万元（参考“六县区”生态环境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差旅费 430元/人·天*25人*35天，租车费 770元/辆·天*15
辆*42天）；9.应急演练承办 10.00万元、安全风险评估 1.00
万元；10.委托第三方开展监测等委托业务费 11.311万元（参

考报价单）。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准备阶段 全面部署 2022 年环境监察执法要点

——2022年 1—2月。全面动员各科室各部门，结合“双随机”、
“网格化”、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各类环境保护执法专

项行动、三湖流域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在总结

2021年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执法存在的突

出问题，以各地执法薄弱环节为重点，根据 2022年监察要点要

求，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完成环境执法办案动员部署工作。

（二）项目实施阶段 2022年 3月—2022年 11月。以

污染源现场执法检查为重点，开展交叉检查、交流学习、专业研

讨，在实际工作中练兵，培养执法人员熟悉现场检查要点，总结

提炼在检查计划、执法方法和技巧、证据提取、笔录制作、总结

报告等方面的经验，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积极组织环境执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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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系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环境行政执法工作，创新宣

传形式和手段，对环境行政处罚全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集

中练兵。积极组织环境执法人员系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

范环境行政执法工作，创新宣传形式和手段，对环境行政处罚全

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集中练兵。执法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差

旅费、办公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据实依规报

销。

（三）项目汇总分析阶段 2022年 12月。执法办案经费

补助项目领导小组将对执法办案效果进行汇总分析，主要评价科

室动员部署、活动实施、激励措施、执法成绩等情况；执法办案

期间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案卷质量、案件数量、执法公众满意度

等情况；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工作质量、案件数量、执法公众满意

度、参与环保专项执法行动表现、廉洁执法等情况，并按照省环

境监察总队要求按时上报相关报表。

（四）项目总结阶段 2022年 12月。各科室上报 2022
年项目完成情况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办公室汇总；办公室对项

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督办。

八、项目实施成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全国、全省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和生态

环境部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坚定信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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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履行好生态环境执法工作的使命担当，切实发挥好生态环境执

法主力军的突出作用。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突出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聚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标志性战役，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突发环境事件

应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解决存在的突

出环境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主动作为、真抓实干。通过

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执法和应急管理工作，助推全市环境质量持续

好转。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监管

执法，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监管执法，持续抓好各类专项行动，

不断提升环境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

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通道，促进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建设高品质“美丽玉溪”。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立市、环保优先，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勠力抓好

环境执法监管，支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落实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理念，加强环境监管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模式，提高环境监管现代化、专业化水平，

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

础。

通过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监

管执法，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监管执法，持续抓好各类专项行动，

不断提升环境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通过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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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急管理工作，助推全市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全市细颗粒物

（PM2.5）浓度降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升高、地表水水质

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