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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红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汉江沿线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支持力度的

建议》（第 270 号）收悉。经研究，现就涉及财政事项答复如下：

我省陕南三市 28 个县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在水质保护

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近年来，为更好支持各县区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社会发展，省财政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一是逐

年加大重点生态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对陕南三市的补助支持

力度，2023 年累计下达陕南三市转移支付资金 995 亿元，较上

年增加 9.2%，为陕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

撑。其中，考虑到陕南三市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地，

承担着较重的供水和环境保护压力，省财政将陕南 28 个县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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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范围。2023 年，累计下达

陕南三市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 39.9 亿元，较上年增加

10%，占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总额的 75.5%，有力地支持了

当地生态环保事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施水源地保护造成

的财力损失。二是 2021 年至 2023 年，通过积极争取中央农村环

境整治资金、加强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统筹力度，累计安排中

央和省级专项资金10.8 亿元，其中安排汉江沿线陕南三市4.2 亿

元，有力支持了相关市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黑臭水体治理项

目，助力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三是 2021 年至 2023 年，统筹省级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安排陕南三市 7.2 亿元，为推动污水处理厂升级

改造、污水管网建设和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于您提出的“加大对水源地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力度，补贴

污水处理设施运营费用”“加大对汉江沿线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

污水管网建设、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等项目资金支持力度”等建议，

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在以下

方面给予支持：

一是提升县区财力保障水平。充分考虑相关县区因保护生态

环境和水源而造成财政减收增支因素，进一步加大对相关县区的

转移支付支持力度，为县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力保障。

同时，进一步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金绩效管理，更好

引导地方合理使用转移支付资金，推动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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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争取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加强与中央相关部委的工

作衔接，紧盯国家在污水处理方面政策，积极争取中央政策和资

金支持。加大对汉江沿线市县项目的申报指导，支持有关县区结

合本地区实际合理进行申报。

三是统筹用好省级专项资金。按照“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的原则，重点关注汉江沿线乡镇整镇申请“2024 年建制镇生活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试点”，培育一批全链条污水处理标杆镇，

逐步串点成线、织线成面，守牢汉江沿线生态底线。同时，积极

支持陕南相关县区结合自身生态优势，发展相关产业，提升自我

发展能力。

四是积极争取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和京津冀等受水地

区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今年 4月，国务院颁布了《生态保护

补偿条例》，规定要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

机制补偿等机制，采取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

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品等方式，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地区予

以补偿。对于南水北调水源地等生态地区的补偿，一方面来源于

中央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纵向补偿，另一方面应来源于京津冀等受

水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目前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整建立，

仅有天津市对我省水源地实施对口帮扶。我们正在积极向财政部

等部委积极反映，请求协调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和京津冀等

受水地区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为水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希望您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财

政工作。

陕西省财政厅

2024 年 6 月 20 日

（联系人：田 玉 电话：029-68936105）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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