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抚府字〔2022〕20号

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抚州市地下水
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抚州高新区管委会、东临新区管委会，市

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抚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方案》已经市政

府五届第 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2022年 4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 2 -

江西省抚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方案>

的通知》（环办便函〔2021〕433号）要求，依据《关于同意开

展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的通知》（环办便函〔2021〕540

号），依托抚州市的生态资源，不断探索地下水污染防控与环境

管理新模式，优质高效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示范区，特制定本建

设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的“强

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以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中提出的“推进地下水污染管控和修复”要求，以改善和保

护抚州市地下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

风险管控、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从“强基础、建体

系、控风险、保安全”四方面，按照“分区管理、重点管控、分

类防控、协同防控”工作思路，加快地下水监管基础能力建设，

建立健全地下水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加强污染源源头防治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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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保障全市水安全，实现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抚州模式”，

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抚州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要求

（一）工作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精准施策。立足抚州市地下水生态环境

保护现状和工作实际，识别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明确目标，细化任务，完善措施，推动实现地下水

精准治污。

坚持系统集成，注重协同联动。围绕抚州市建设目标，积极

融合已有相关经验成果，综合运用地下水生态环境管理与工程手

段，统筹考虑地下水、地表水和土壤污染协同防治，探索地下水

生态环境保护创新管理模式，持续提升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监管

能力。

坚持防治结合，注重突破创新。兼顾污染预防和风险管控，

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

等技术力量，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

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共性难题相结合，实现重点突破与整

体创新，推动形成促进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坚持责任明晰，注重任务落实。明确责任分工，将目标、任

务逐一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有效发挥专家或专业机构在实

施方案编制、试验区建设和成果凝练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二）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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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基础上，围绕地下水生态环境保

护突出问题和短板，加强地下水环境基础调查和污染源源头防治

和风险管控，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分区分类环境管理制

度，完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创新地下水与地表水、土壤

污染协同防治模式；推进地下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探索创新南方红层盆地裂隙水型和河谷孔隙水地下水生态

环境管理制度，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江西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工

作，打造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抚州样板”管理

模式，改善抚州市地下水环境质量，促进富裕和谐优美江西建设。

（三）建设时间

试验区建设时间为 2022年至 2024年。

三、主要任务

（一）全面评估，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结合已

开展的地下水、土壤评估工作成果，进一步掌握区域地下水环境

质量、水文地质情况、考核点位周边情况和风险源分布情况。编

制《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技术报告》，印发《抚州市地下

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及管控要求》。

（二）开展在产企业地下水污染防治。根据“二污普”调查

等前期摸排的底数，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清单，定

期向社会公开。建立重点企业地下水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和自行

监测系统，完成在产企业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估和地下水

污染风险管控方案编制工作。针对评估发现防渗措施不到位、存

在风险隐患的企业，督促其开展防渗改造。通过调查评估发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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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水污染的在产企业，应开展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

估，针对需要开展风险管控的企业，适时选择开展地下水污染风

险阻控工作。

（三）开展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分和保护。完成东

乡区小璜镇查家地下水型水源和乐安县南村乡集镇地下水型水

源地等 2个“千吨万人”地下水型水源地准保护区的划定和现状

调查评估工作。

（四）地下水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探索创新。建立抚州市地

下水环境监测网系统，建立抚州市地下水环境一体化信息管理平

台，形成统一的地下水监测管控体系。探索政府、第三方机构、

社会共同完成地下水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充分总结江西省

抚州市地下水试验区建设工作过程中的经验和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探索创新南方红层盆地裂隙水和河谷孔隙水地下水环境

污染防治模式，总结提炼并形成标准化制度流程或指南。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调，压实各方责任。抚州市成立

试验区领导小组（见附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

市生态环境局，统筹协调相关责任部门，加强对试验区工作的组

织协调和监督指导。正在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相关领域试点工作

的，要做好与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工作的统筹衔接，加强

系统集成，发挥综合效益。

（二）加大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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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市人民政府切实承担地下水污染防治支出责任，可按规

定统筹整合各级财政资金。符合条件的试验区建设项目按规定申

请纳入中央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后，可通过中央水污染防治资

金予以支持，确保试验区建设工作顺利进行。

（三）注重技术支撑

谋划组建包括来自政府、技术单位和产业专家在内的技术团

队，参与编制实施方案，并持续指导试验区建设，确保一张蓝图

绘到底。支持组建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平台，组织开展技术对接，

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和管理模式转化落地。

（四）加强资产管理

随着试验区项目的深入开展，陆续新建一批环境监测井。需

加强对监测井等相关资产管理，持续有效发挥试验区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效益。监测井建设、取样、维护等由政府统一

管理、统一维护或者委托具有地下水监测工作基础的专业技术单

位进行管理维护。资产管理纳入对地方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五）强化宣传推广

及时总结抚州市试验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与省外其他试

验区城市的交流沟通，加强宣传报道和成果应用推广，向全社会

普及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监

督作用。

附件：江西省抚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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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省抚州市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高世文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组长：汪华辉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车建勋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傅荣毛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程新飞 市发改委主任

伍 鹏 市财政局局长

苏建国 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

黄德明 市住建局局长

尚江黎 市城管局局长

钱 平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何 明 市水利局局长

乐启文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艾鹏华 市科技局局长

李群彪 临川区人民政府区长

李建泉 东乡区人民政府区长

颜 萍 南城县人民政府县长

万国辉 黎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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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沥泉 南丰县人民政府县长

黄志刚 崇仁县人民政府县长

艾志峰 乐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小青 宜黄县人民政府县长

饶源中 资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邹 俊 金溪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 峰 广昌县人民政府县长

丁武安 抚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熊 璐 东临新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钱平同志

任办公室主任。从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等相

关部门抽调干部，组建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地

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建设相关工作。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纪委监委，军分区，市委各部门，

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2年 4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