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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伟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调整生产建设项目，编制水土

保持方案范围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与支持，对您提出的建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研

究，《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系严格按照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制定，其相关规定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并未突破约束范围，同您建议参照

的其他相关省份法规一样，事实上均与上位法保持规定范围的严格一致。近年

来，特别是水利部常态化开展遥感监管专项督查以来，按照水利部“水利行业

强监管”要求，全国普遍加大了水土保持监督力度，但在实际操作中，我省相

对兄弟省份不仅在监管环境上更加宽松，而且在深化和优化水土保持政务服

务、助推我省项目建设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下面，我们从 3个方面对您所提

建议进行解释说明：  

一、关于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划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组织全国水土流失调查并公告调查结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水土流失调查并公告调查结果，公告前应



当将调查结果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对水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的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对水

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关于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划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定并公告，是按照国家明确规定

来划分，并不是以项目是否位于“市区内”这一简单标准来作为衡量依据。  

根据国家批准公布的《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吉林省按照地貌类

型划分为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东北漫川漫岗区和松辽平原风沙区三种类

型区，其中东北漫川漫岗区主要包括我省中部的长春地区和四平地区。根据最

新全国水土保持普查公告数据显示以及《全国水土保持公报》（国家审定公

布）、《吉林省水土保持公报》（经过水利部审定通过），认定我省东北漫川

漫岗区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并被国家列为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即不仅属于法定“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且别界

定为“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同时认定我省长白山-完达山山地丘陵区、东北

漫川漫岗区和松辽平原风沙区等属于法定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山区、丘

陵区、风沙区”范围。上述范围事实上已经涵盖了吉林省全境。  

综上，吉林省行政区划范围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的“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

失的其他区域”类型区范围之内，且均属于法定“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

范围。因此，《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内容，并不存在任何

超出上位法规定范围之情形，亦未存在扩大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范围之问题。  

二、《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严格遵守上位法且未超出上位法规定  

《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各条款内容均严格限定在上位法的规定约束范围

内，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范围之规定，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以及《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在山区、丘陵区、风

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

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

和治理措施。”  

根据前述说明，吉林省行政区划内范围均符合水土保持法规定的“山区、

丘陵区、风沙区”（法定第二十五条内容）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

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见国家批准公布的《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

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吉林

省境内的生产建设项目都应纳入水土保持方案编报的范围，《吉林省水土保持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即源于此，该规定虽然文字表述不同，但是跟上位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表达意思保持着严格一致，并未超过上位法规定范围，也没有严

格于国家法律规定。在《吉林省水土保持条例》制定出台时，省人大就相关问

题组织多轮科学论证，确保省法规在约束范围上与上位法严格保持一致。  

在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要求上，我省严格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管理办法》（2023 年 1 月 17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发布）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保〔2019〕160 号)等有

关规定，对于“征占地面积 5 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 5万立方米以上的

生产建设项目”，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对于“征占地面积 0.5 公顷

以上、不足 5公顷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 1000 立方米以上、不足 5万立方米的生

产建设项目”，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特别是对于“征占地面积不足

0.5 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1000 立方米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按规定不

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在国家规定基础上，我省还出台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方面

的文件，进一步深化水土保持“放管服”，提供更加深入的政务服务。我省在

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项目中， 对于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国家

和省级开发区内的项目、推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范围内的项目、以及符合条件

的“社会投资小型工程项目”和“社会投资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等，一律实

行承诺制管理，实现即时办理，并同时采取“简化验收报备方式”，为建设单



位办理方案审批和验收报备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从实际反馈情况看，我们不

仅没有给企业增加工作负担和经济负担，事实上还从水土保持政务服务角度不

断为积极推动地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做出大量努力。  

三、关于深化水土保持政务服务优化水利营商环境建设的做法和成效  

自 2019 年以来，虽然按照水利部要求对督办问题项目进行了必要行政处

理，但我们尽可能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出发，依法依规减轻行政处理，全省尚

未在水土保持监管方面对问题单位进行 1 例手段严厉的行政处罚。另外，我们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化水土保持放管服改革，持续强化水土保持政府服务，不

断优化水利营商环境的各项努力中，并取得明显成效。  

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

需求，我省在严格落实国家规定基础上，按照“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

料、一窗（端）受理、一网办理”的要求，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减少办事环

节、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自 2019 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深化水土保持

“放管服”改革，优化水利营商环境上下真功夫，并取得一定真成效：平均精

简申请材料三分之一以上；将行政审批时限从法定 20 个工作日（水利部规定

10个工作日）压减至 7 个工作日以内，且全部实现在水利部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绿色通道时限内完成；推动全省三分之二左右项目采取承诺制管理，实现即来

即办、现场办结；对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内项目全部实行承诺制管理，推动长

春北湖经济开发区、空港经济开发区等多个开发区开展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入

驻企业免于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大服务力度，将所有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全部实行承诺制办理（水利部要求 5 个工作日办结），实行简化验收项目

减少三分之二报备材料，我们还结合实际，相继出台了《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开

展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绿色通道试点工作的通知》《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深

化水土保持“放管服”改革 不断优化水利营商环境的通知》《吉林省水利厅关

于进一步深化水土保持政务服务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吉林省水利厅关

于公布为企业办实事清单的通告》等文件，持续提出各种利企便民服务措施，

切实方便企业办事，不断提升水土保持政务服务效率。我们还协商省财政、发

改等部门，修改出台《吉林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将水土保

持补偿费征收标准降低到 0.45 元/平方米，收费标准全国最低，通过电子文书



传递、组织“不见面”评审等方式，大幅减少企业费用支出，仅 2022 年就依法

依规为全省企业减免费用 900 余万元，我们以实际行动为广大企业减轻了工作

负担和经济负担。我们积极帮助台商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到全省首例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金，得到台商企业认可，并专门送来“服务台商企业，优化

营商环境”的锦旗，我们先后被 18 家生产建设单位和技术服务单位发来表扬

信，《中国水利报》专门以《用活改革“加减法” 跑出服务“加速度”》为题

宣传了我厅水土保持政务服务的做法，《吉林日报》也以《吉林省水利厅优化

服务助力重点项目推进》来肯定我们的服务努力。  

感谢您对我们水土保持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以您的意见作为提醒，

自我督促，持续深化水土保持政务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开辟水土保

持绿色通道，为助力全省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欢迎您对水土保持工作提供宝贵指导意见！  

   

   

                                       吉林省水利厅  

                                     2023 年 4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