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杨凌示范区贯彻落实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方案》要
求，有关单位开展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其中整改任务清单第7项问题经牵头部门
验收核查，已达到整改要求，现予以公示。公示日期自2024年11月7日至2024年11月
20日（十个工作日）。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如发现未达到整改要求或

整改情况不实的，均可在公示期间向示范区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电话：87033249 邮箱：511108600@qq.com

杨凌示范区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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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销号公示（第七批）

序号

1

问题编号

7

反馈问题

农村污水治理工

作职责不清，水务、生

态环境等部门均承担

管理职责，但职责不

明晰，部门间存在推

诿扯皮现象。应于

2020 年建成投运的

95座生物接触氧化工

艺处理站，截至督察

时仅建成25座。6座

已建成的生活污水处

理站未安装消毒设

备，姜嫄村污水处理

站未运行，设施不完

备。32处涝池配备了

污水处理设施，但部

分长期闲置不运行，

第三方运维也不规

范，导致大部分涝池

水质恶化。

整改目标

进 一 步 明 确

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责任

主体，因地制宜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加大资金投

入和建设力度，完

善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监

管机制，加快处理

设施建设进度，发

挥生态环境保护

效益，改善农村水

生态环境。

整改措施

1. 明确农村生活

污水及农村生态环境

监管职责，确保责任明

晰，监管到位。

2.2021 年 12 月 底

前，提出区、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日常

运行监督管理办法。

3. 对已建成的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正常运

行的纳入日常监管，发

挥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效

能。对不能正常运行

的，2022 年 6 月底前完

成整治提升，纳入日常

管理。

4. 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成立工作专班，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建 设 。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

建设任务的 85%，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建设

任务的 90%，2023 年 6

月底前全面建成投用。

责任单位

杨陵区委、

区政府

整改时限

2024年12月31日

（已延期）

整改落实情况

1.杨陵区制定《杨陵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杨环联

办发〔2021〕19号），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及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职责。2024年1月区

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确定由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区农村污水场站建设、运维、监管等

整体工作。2024年区生态环境局出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考核办法（试

行）》，有效强化运维监管成效。

2.杨陵区生态环境局对全区已建成的38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摸排，按照区政

府会议纪要安排，2024年4月区生态环境局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了新的第三方运维

公司，将可以运维的28处处理设施统一移交第三方运维，区生态环境局定期检查

运维台账、水质监测情况等，同时要求各镇办加强场站周边环境卫生管理，确保设

施正常运维。对其余无法正常运维的10处设施纳入运维退出清单按规定处置，

对调节池污水加强日常监管、定期抽运处理。督查反馈的姜嫄村污水处理站未运

行问题已整改，目前设备正常运行。

3. 2018年杨陵区实施乡村振兴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四覆盖一提升工程”，计划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95处，是结合当时情况和政策要求，为了改善我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情况作出的安排部署，目前已建设完成了38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整，原建设任务已与目前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亟

需结合实际进行调整优化。

2024年8月16日，杨陵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省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整改工作情况，会议确定：有57处因改厕、纳管、拆

迁或居住人口减少等原因收水量不足，确定不再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其中：斜上

等29个村已实施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原计划建设的49处污水处理设施不再建

设；揉谷镇秦丰村、石家村2个村生活污水已先后纳入市政管网，原计划建设的3

处污水处理设施不再建设；大寨街道办黎陈村部分组已拆迁，原计划建设的2处

污水处理设施不再建设，五泉镇桶张村、大寨街道办寨东村、杨陵街道办元树村3

个村常住人口减少生活污水收集率低，不适合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原计划建设的3

处污水处理设施不再建设。其余38处处理设施目前均已建设完毕，其中2021年

底前建设完成33处、2022年建设马家底1处、2023年建设曹新庄村、下川口村、光

明村、除张村共4处设施，合计38处。

10 月 17 日，记者走进陕西正华
制药有限公司制剂车间，生产线上正
开足马力，生产黄栀花口服液。“自
去年正华制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成
以来，日生产量已达25万支。”该公
司总经理赵占武介绍，黄栀花口服液
是小儿清热解毒药物，已纳入医保。

据悉，正华制药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2022年4月开工建设，一期建设4
条口服液制剂生产线、2条固体制剂
生产线，目前已建成试运行。

该项目以“农头工尾”为抓手，
以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中药生产，可发
挥“联农带农”作用，计划在杨凌及
周边农村建设中药材生产、供应基
地，推动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
销售全产业链发展。“项目建成后，
可吸纳500名当地农民就业，人均年
增加收入2000元以上。”赵占武说。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聚焦“三区
三高地一基地”建设目标，持续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力推动生物
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向中高端攀升，不
断延伸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空间。

目前，杨凌共有各类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生产企业 90 余家，通过 GMP
认证生物医药企业 13 家，建成 25 万
平方米 GMP 生产区，已取得药品批
号245个。步长、海斯夫、营养与健
康食品创新中心等一批头部企业、研
发平台纷纷落户，逐步形成了以医药、

植物提取、功能食品研发加工等为主导
的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格局。

功能脂质生物制造产业化示范项
目位于杨凌工业园区内，投资主体为
陕西海斯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杨
凌示范区重点打造的新质生产力项目。

“我们与中国农业大学等院校合
作，重点突破了生物制造核心工业酶
与菌种等‘生物芯片’构建技术，建
设了生物数据计算、工程菌株构建、
智能发酵、使能炼制等四大平台，走
出了一条科研、开发和市场三轮驱动
的经营模式。”陕西海斯夫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琦介绍，该企业
目前拥有59项发明专利，在国内首次

成功开发了生物
全合成香兰素等
高价值产品，目

前正在加速拓展市场。
今年以来，杨凌示范区持续深化

“三个年”活动，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理念，围绕重点项目紧抓快干、真抓
实干，全力以赴抓项目、拼经济、促
发展，全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截
至 9 月底，杨凌全区 114 个重点项目
（含10个省级重点项目）实现100%开
工，51个新建项目100%入库纳统。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做好项目
储备，在科技拔尖筑峰、区校融合发
展、对外开放合作、产业能级跃升等
方面，系统性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同
时奋力做优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前
期项目快落地快开工、新建项目快
建设快入库、续建项目快竣工快投
产。”杨凌示范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朱文超说。

10月31日，2024全国自贸片区创新
联盟合作交流活动暨中国 （新疆） 自由
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开放合作对接活动
在喀什举办。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相关
片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共20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发布了《2024 年全国自贸片区
经典制度创新案例汇编》，全国自贸片区
共有 181 项制度创新案例入选，涵盖贸
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创新、数
字经济、政府体制机制改革、法治创
新、人才管理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八个
方面，供各自贸片区相互学习借鉴。杨
凌自贸片区选送的《探索国际农业合作
交流新机制以培训助推全球减贫进程》
和《探索“南果北种”新模式打造特色
农业新品牌》等两项创新案例均入选。

本次活动由全国自贸片区创新联盟
主办，中国 （新疆） 自由贸易试验区喀
什片区承办，以“携手共建自贸开放平
台，协作构建亚欧黄金通道”为主题，
旨在通过深入探讨和搭建制度创新合作
交流平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经贸交
流。自2019年成立以来，联盟已充分发
挥协同改革创新功能，成员单位数量已
扩充至66家。

（来源：杨凌示范区自贸办）

图为功能脂质生物制造产业化示范项目生产车间（资料照片）。受访者供图

深化深化““三个年三个年””杨凌在行动杨凌在行动

杨凌：补链强链延链 拓展增值空间
陕西日报记者 王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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