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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方案》
的起草说明

2022年 1 月 10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土

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2〕6号），

我市被确定为全国 13 个“十四五”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城

市之一。为高标准推动我市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我局组

织编制了《郑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

《建设方案》）。现就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编制原则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等要求，依据《关于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先行

区建设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按照“四个坚持”的原则

推行先行区建设。

1.坚持预防为主，试点先行。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预防，在

源头预防、质量监督等方面试点示范，以点带面、示范引导，

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

2.坚持建章立制，提升质量。构建土壤污染防治质量监管

全流程制度体系，探索建立从业单位和评审专家管理体系，全

面提升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

3.坚持创新引领，联动监管。依托高标准土壤环境监管平

台建设，创新信息化监管手段，推动联动监管落地生效，全面

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监管能力。

4.坚持因地制宜，水土联治。结合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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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双区建设，探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同

管”、“同防”、同治”模式。

二、建设目标

先行区建设时限为 2022年至 2025年。通过先行区建设，

构建一个重点监管单位清单，打造一个“智慧土壤”信息化监管

平台，探索一套“健康土壤”精准化监管模式、实施一批“净化土

壤”水土联防联控工程，形成可复制、推广的“郑州经验”。

到 2025 年，初步构建以重点监管单位为核心的在产企业

监管体系，土壤污染防治义务全面落实。基本建立建设用地全

流程质量管理体系，土壤环境信息化监管手段和监管能力显著

提升，土壤和地下水协同防控取得积极进展。

三、主要任务

建设方案内容共涉及 4项任务，在完成国家要求的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源头预防，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 2

项任务外，新增了土壤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水土联治（特色

任务）2项任务：

一是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源头预防。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结合郑州实际，科学制定并动态

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推动土壤义务纳入排污许可

管理，逐步实现高风险企业“应纳尽纳”、“应管尽管”。监督规

范落实隐患排查、自行监测等义务，2025年底前，至少完成一

轮隐患排查整改和隐患排查“回头看”。科学实施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源头管控，试点探索在产企业边生产边管控。2025年底前，

超标企业开展调查评估的比例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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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建立全覆盖、全程

序、多样化的调查质量管理制度，持续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质量监督检查。选取监管试点，探索实施污染地块风

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质量监管。建立从业单位管理办法、开

展从业单位评估、建立专家评价和选用机制等，全面建立从业

单位、人员和评审专家管理制度。

三是土壤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高标准建设郑州市土壤环

境监管平台，建立健全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联动监管体系，为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核算等提供技术支持。统筹完善重点监管单

位信息化监管体系，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源头预防、预测预警

提供有力支撑。实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信息化监管和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过程信息化监管。

四是水土联治。以地块尺度土壤和地下水协同分类管理为

原则，探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同管”模式。以在产企业土壤和

地下水落实法定义务协同推进为依托，探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同防”模式。以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为抓手，探索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同治”模式。

四、编制过程

我局组织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生态环境部南京环科所、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省地质调查院等技术力量联合起草了

《建设方案》，并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的先行区建设交流

讨论会，会后按照领导意见编制组反复修改形成了《建设方案》

（征求意见稿）。以书面发函的形式，向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局、市城管局、市农委、市水利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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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局、市卫健委、各开发区管委会、区县（市）政府等 25

个单位征求了意见。25个单位全部反馈了意见建议。其中，市

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等 24 个单位无意见，高新

区管委会提出了 1条修改意见，未采纳，经沟通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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