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 2023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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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澄江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澄江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非税收入主要

为生态环境罚没收入（依法对辖区内单位或个人执行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按规定进行处

罚）。罚没收入的 30.00%用于执法办案业务支出，保障执法

办案正常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准备阶段 全面部署 2023 年环境监察执法要点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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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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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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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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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督促检查。督

促指导强化对重点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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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调度全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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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汇总分析阶段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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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支队要求按时上

报相关报表。

（四）项目总结阶段 2023 年 12 月。各科室上报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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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项目支出预算 150.00万元，具体是：1.法律顾问

费每年 2.00万元，依照合同支付；2.代理记账费每年 4.80万

元，依照合同支付；3.编外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费用 8.82万

元；4.执法办案差旅费 3.25万元；5.印刷费 12.00万元；6.办

公费 22.38万元，购买日常办公用品及书报杂志、办公桌椅；

7.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00万元；8.日常委托及应急委托监测

费用 35.00 万元；9.“三同时”自主验收监督检查技术服务费



30.00万元；10.档案整理费 6.00万元；11.应急物资及专用材

料费 10.00万元；12.污染源溯源排查经费 5.00万元；13.监测

站仪器检定费 5.7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准备阶段 全面部署 2023 年环境监察执法要点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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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3 月—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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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强化打赢蓝天保卫战监管执法。一是强化督促检查。督

促指导强化对重点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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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调度全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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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汇总分析阶段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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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支队要求按时上



报相关报表。

（四）项目总结阶段 2023 年 12 月。各科室上报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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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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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标志性战役，

切实整治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抓好日

常监管执法，全面加强队伍作风建设。通过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大环境监管和环境执法力度，依

法严惩重罚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的贯彻落实，依靠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

法治意识。1.坚持凝心聚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标志性战役；2.

坚持问题导向，整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3.

坚持夯实基础，把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制度建设好；4.坚持强化作

风，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带好。

执法办案经费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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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室必须通力协作，发挥主观能动性，



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通过执法办案提升执法积极性和队伍

凝聚力，提高环境执法队伍整体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加

大环境执法力度，持续推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全面

提升立案、调查取证、审查和认定、听证和告知、处罚决定制作

和下达、信息公开和报送等各环节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夯实执法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