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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加强 2022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项目申报储备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

2021年，我省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同时，在项目申报、储备、实施等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项目储备不足、“资金等项目”、监督验收不到位等问题尤为突出。

为进一步规范 2022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充分发

挥其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服务支撑作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紧密服务攻坚目标任务

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

任务离不开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支撑保障作用。《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部署了“十四五”期间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即将印发的《空气质量全面改善行

动计划（2021-2025》和《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攻坚方案》进一

步安排“十四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

2022年是全面展开和推进实施“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的关键一年。各地要充分认清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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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紧紧围绕“十四五”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目标任务，把资金项目工作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有

机结合，与攻坚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实施，充分发挥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服务保障作用，加快推进工程减排、结构减

排、管理减排落实。

二、提前谋划储备重点项目

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是获得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重

要前提和基础。《中央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储备制度管理

暂行办法》（财资环〔2021〕91号）规定，“中央生态环保转移

支付资金原则上均应纳入中央生态环保资金项目储备库管理范

围”。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未纳入中央项目储备库的

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资金支持。当前我省各地项目储备普遍不

足，谋划项目质量不高，缺乏对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务支撑作用

大、环境效益显著的项目，尤其郑州、洛阳、安阳、鹤壁、焦作

等重点城市，谋划项目入库工作重视不够，储备项目的质量和数

量与所担负的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任务差距较大。各地要引起高度

重视，把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突出燃煤改造、“两高”项目淘汰、重点行业污

染治理、VOCs企业集群治理等重点（见附件），提前谋划申报，

分别于 4月 15日和 9月 15日前日提交生态环境部审核，在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下达前，储备至少可申请 5000万中央大气污

染防治资金的高质量项目。各地项目储备情况将作为获得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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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资金支持的重要参考。

三、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

2021年，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

规定，为做好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1〕46号）规定，

大气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不得超过资金总规模的 5%；已从中

央基建投资等其他渠道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申请

中央防治资金支持；地方各级财政、生态环境部门以及防治资金

具体使用单位，应当对上报的有关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负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防治资金。《中央

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管理规程（试行）》（环办科财〔2021〕17号）

规定，进入实施库的项目不得随意调出或调整预算安排，确需调

出或调整的，须由省级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核后通过项目管理系统

提出调出或调整申请，生态环境部确认后予以调出或调整；市县

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项目申报，承担项目组织实施或日常监管

工作，根据职能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等，填报预算

执行、项目进展、绩效管理、监督检查等信息。《中央生态环境

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1年）》（环办科财〔2021〕17号）

明确了对于存在严重环保失信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项目

三年内不得申请入库以及各类不予入库的情况。国家专家在项目

审核中，要求企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不少于 200万元，企业配

套资金比例不少于 50%，能力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比例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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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等。各项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是做好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项目工作的重要依据和遵循。各地要严格落实相关政策规定，在

项目申报中，逐级严格审核把关，确保项目前瞻性、针对性和有

效性；在项目实施中，认真开展监督检查、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

工作，确保资金项目落地见效。

四、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

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系统和相关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对项

目申报把关逐步加严，对项目实施和资金绩效要求越来越高，各

地项目申报中退回率、项目实施中未完工率和调整率普遍偏高。

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可行有效的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一是谋划申报机制。各省辖市要

结合攻坚重点任务，加强资金项目总体谋划和定期研究，明确资

金支持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确定各县（市、区）

的治理任务和时限要求，组织各地和相关企业认真申报、严格把

关，有组织有计划地申报提交高质量项目。二是部门协调机制。

各地要针对地方资金配套、资金分配拨付、项目绩效评价等工作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加强与财政、发展改革、工信等部门的沟通

协调，按照“分工科学、责权明确、衔接有序、运行顺畅”原则，

建立健全资金项目工作协作运行机制，形成工作合力，为推进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检查验收机

制。各地按照省厅《关于加强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监督检

查和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制定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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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分工，定期开展监督检查，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及时按照

有关规定开展验收工作，分别将项目监督检查和验收情况填入中

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管理系统。四是绩效评价机制。各地财政和

生态环境等部门要严格制定并逐级把关每个项目的绩效目标表，

共同跟进资金项目进展情况，项目验收后，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绩效评价，对项目不能顺利实施或需要调整的，及时申请调

整，对资金不能及时拨付到位的，认真查找原因、快速解决到位。

五、深入开展宣传培训指导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的政策性、专业性和时效性

非常强，近两年项目入库范围及型、不予入库的情况、项目申报

审核标准以及有关政策规定均有很大变化，对项目申报实施单位

相关人员、各地负责此项工作人员以及有关单位和部门领导的业

务素质、规则意识都提出了很高要求。从各地项目申报实施情况

看，申报材料质量不高、负责此项工作人员业务不熟、有关领导

不重视不掌握情况等问题比较突出。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

领导和宣传引导，不断提高相关人员业务素质，研究解决存在问

题，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一是加强政策宣传。

各地要通过制作明白卡、编发手册、入企宣传等多种方式，将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和资金项目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宣传到相

关涉气企业，鼓励支持广大企业有效利用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不

断提高污染治理水平、降低污染排放。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各地

生态环境局要相对固定能力素质较高人员负责资金项目工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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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负责此项工作人员和企业有关人

员，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学习交流，学习研

究“十四五”期间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相关重点任务，熟悉项目

申报、审核、储备和实施相关规定要求，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三

是加强调研指导。各地要定期组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项目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及时研究解

决。各省辖市要加强督导检查和跟踪指导，帮助所协县（市、区）

解决资金项目工作存在问题。省厅将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工作，

监督指导各地规范有序做好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工作。

附件：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

2022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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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中可谋划项目的重点任务
（根据“十四五”期间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整理）

一、传统产业集群治理项目

1. 对铸造、耐火材料、石灰、矿物棉、独立轧钢、有色、

煤炭采选、化工、包装印刷、家具、彩涂板、零部件制造、人造

板等行业开展传统产业集群综合整治。

2. 三个中心建设：集中喷涂中心（同一类别工业涂装企业

聚集的园区和集群）、有机溶剂集中回收处置中心（同类型有机

溶剂使用量较大的园区和集群）、活性炭集中再生中心（吸附剂

使用量大的地区）

3. 淘汰关停一批

4. 就地改造一批

二、淘汰类奖补项目

（产能置换和落后产能淘汰项目不予补贴）

1. 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2. 步进式烧结机和球团竖炉，以及半封闭式硅锰合金、镍

铁、高碳铬铁、高碳锰铁电炉

3. 2500吨/日及以下的水泥熟料生产线（承担城市垃圾、危

废、污泥协同处置和特种水泥熟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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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2米及以下的水泥磨机

5. 500万吨/年及以下的炼油装置

6. 间歇式固定床煤气发生炉

7. 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电厂供热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

燃煤锅炉和燃煤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

8. 规模小、煤耗高、服役时间长、排放强度大的煤电机组

9. 电厂、大型工业企业热力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燃煤锅炉

10. VOCs、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治理难度大的

工艺和装备

11. 砖瓦窑、工业炉窑、自备电厂等重点行业企业淘汰

12. 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高、治理难度大的工艺和装备

13. 长流程炼钢转型为电炉短流程炼钢

三、VOCs综合治理项目

1. 石化、化工、涂装、医药、包装印刷等行业为重点，实

施水性、高固体分、无溶剂、粉末等低 VOCs原辅材料和产品源

头替代

2. 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制造、钢结构、工程机械制造、木质

家具制造等行业企业低 VOCs含量涂料替代

3. 对采取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以及非水溶性

VOCs废气采用单一喷淋吸收等治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4. 火炬、煤气放散管安装引燃设施，配套建设燃烧温度监

控、废气流量计、助燃气体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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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及涉及有机化工生

产的产业集群整治提升

四、燃煤设施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项目

1. 不具备上网条件的现役自备燃煤机组（含煤与其他燃料

混烧机组）

2. 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储粮烘干等燃煤设施

3. 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工业炉窑改用工业余热、电能、天然

气等

4. 使用煤气发生炉的企业采用清洁能源替代

5. 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熔化炉清洁能源替代

6. 铸造、陶瓷、玻璃、石灰、耐火材料、有色、无机化工

等行业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

7. 食菌生产、烟叶烤房等燃煤改造

8. 非试点城市重点区域农村清洁取暖改造、试点城市重点

区域或重点群众农村清洁取暖运行补贴

五、重点行业污染治理项目

1. 以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以及工业锅炉、炉窑为重点，

提升治理水平，持续降低氮氧化物排放量

2. 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3. 水泥、焦化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

4. 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5. 燃气锅炉推行低氮燃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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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玻璃、铸造、石灰、矿棉等行业实施深度治理

7. 实施玻璃、煤化工、无机化工、化肥、有色、铸造、石

灰、砖瓦等行业深度治理

8. 对除尘脱硫一体化、简易碱法脱硫、简易氨法脱硫脱硝、

湿法脱硝、微生物法脱硝等低效治理设施全面提升改造

9. 独立烧结、球团、高炉、轧钢等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六、能力建设

1. 基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标准化、信息化

2.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

3. 产业集群或工业园区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