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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议字〔2018〕12 号 

 

 

对政协云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 

第 67 号提案的答复 

 

杨承贤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更加关注洱海保护治理 全力支持实施洱海生

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和新一轮“三退三环”的提案，已交我厅主

办，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大理州人民政府会

办。结合会办部门意见，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由省财政厅帮助解决筹融资问题 

“十三五”以来，中央和省级已筹集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1

亿余元，支持洱海保护治理，下达大理市、洱源县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 22032 万元。根据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2017 年至 2021

年，省财政将每年筹措 6 亿元，共计 30 亿元，作为洱海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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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资本金，引导支持大理州创新融资方式，放大财政资金乘

数效应，撬动社会资本，为洱海保护治理提供有效支撑和保障。 

关于洱海生态搬迁工作问题，建议大理州在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科学编制项目规划，统筹现有资金渠道稳妥推进生态搬迁安置

工作。一是科学论证洱海生态保护搬迁安置，合理编制项目规划；

二是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形成支持合力；三是在客观论证财政承受

能力的前提下，稳妥推进 PPP 建设。 

二、关于由省国土资源厅帮助解决安置用地问题 

省、州、县国土资源部门高度重视做好洱海“三退三还”移民

安置用地保障工作，在 2017 年组织开展大理市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时，对洱海保护搬迁安置用地已进行了预留。下步省国土资源

厅将指导州、市国土资源部门依据大理市及各乡（镇、街道）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配合做好生态移

民搬迁安置用地的选址工作，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及时提供土地

审批服务。  

关于建设用地指标问题，建议大理州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二是合理利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预留建设用地指标；三是做好土地利用计划指标保障。 

三、关于由省级相关部门帮助解决项目支持问题 

进入“十三五”，我厅已将大理州上报的洱海项目报送生态环

境部，通过了国家的审查，纳入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库

管理，下一步我厅将指导大理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积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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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支持；另外，我厅将积极配合大理

州，加强与生态环境部的沟通，做好今年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准备工作，为争取立项奠定基础。

省级层面，我厅已将大理州上报的洱海项目纳入省级环保专项资

金项目库管理，按照省财政厅要求给予支持。对于国家发改委批

复的《云南省洱海流域水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规划》，我厅将积极

配合省发改委，帮助大理州向上争取支持。 

四、关于省级相关部门在社会维稳、舆情应对等工作给予支

持问题 

省委宣传部将组织中央驻省、州（市）新闻媒体强化洱海保

护治理和洱海“三线”划定的宣传，鼓舞士气，注入正能量，动员

和引导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到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中，用实际行动保

护洱海。一是加大媒体宣传。发挥省、州市新闻媒体的主体作用，

主动争取中央驻滇主流媒体支持，对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 、

“三线”划定的措施做法、取得的成效经验进行跟踪报道，组织各

级媒体开展集中采访活动。组织媒体记者编辑深入实地，进行多

角度、全方位的采访。利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等网络平台对洱

海保护进行图文并茂式宣传。二是加大社会宣传。通过发放宣传

材料、播出洱海保护公益短片、开展现场法律咨询、制作大型户

外公益广告、公交车站牌广告、灯杆广告等形式，大力传播和弘

扬生态文明理念。在各级媒体播放洱海保护视频广告，媒体高频

次播出洱海保护宣传公益广告等。通过发送短信及入户宣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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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经营户、农户），推送洱海保护宣传信息。三是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组织各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乡镇开展

以“洱海保护”为主题的道德讲坛活动；组织专场文艺演出；组织 

“文化大篷车”在大理市开展以洱海保护及环保宣传为主题的慰

问演出；组织开展洱海保护进校园系列活动。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6 年 5 月 23 日 

（联系人及电话：段云豪  0871-64197996）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议案处，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