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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海东工

业园区管委会，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为落实《青海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推进和规范我省气候可行性论证工

作，按照《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办〔2019〕64 号）、《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全面推进青海气象高质量发展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青政办函〔2022〕

118 号）、《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行区域评估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青建工改

〔2020〕4 号）等文件要求，青海省气象局、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制定了

《青海省气候可行性论证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现印发给你们，并

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的重要意义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

案》（国发〔2016〕29 号），将“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列为涉

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事项。气候可行性论证是指对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

规划和建设项目进行气候适宜性、风险性以及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的分

析、评估活动，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的重要性。

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对应对气候变化、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合理控制建

设成本、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造成损失以及提供风险管理决策依据等具有重

要意义，能够避免或者减轻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受气象灾害、气候变

化的影响，或者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是服务保障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二、扎实推进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要统筹协调，全面落实《青

海省气候可行性论证指导目录》，协调督促各部门做好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

规划或者建设项目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各级政府（管委会）要将城乡规划、

重大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等政府投资项目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及区域气候可

行性论证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二）统筹推进区域评估。各级人民政府或工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评

估区管理机构”）要按照《关于全面推行区域评估的实施意见》（青建工改〔2020〕

4 号）要求，统一组织对评估区内气候可行性论证事项实施区域评估，区内的项

目全部共享、无偿使用评估成果。区域评估每十年开展一次，期间出现重大气

象灾害并造成严重影响的，评估区管理机构应当按原程序重新组织开展区域评

估。已完成区域评估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除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

能源、化工、电力等领域重大工程外，其他建设工程不再单独开展气候可行性论

证。

（三）建立部门协同机制。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改革部门在编制国土空

间、城乡建设、区域发展等规划和审批、核准相关项目建设时统筹考虑气候可行

性论证结论；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生态环

境、农业农村、文化广电和旅游等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职责，规范

项目管理，在规划或核准建设项目时充分考虑气候可行性；气象部门应当加强

对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的监督管理，做好工作指导，推动全省气候可行性论证

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四）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已建成工业园区、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等尚未开

展区域评估的应当及时组织开展；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未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

应当及时开展；鉴于目前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已上报国务院待批，市州、县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均已完成同级政府和人大审议并上报省政府待批，在下一轮开展

规划修改或编制时，再行开展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三、规范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

（一）明确论证时段。重大规划应当在取得规划批复前完成气候可行性论

证；重点工程项目应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前完成气候可行性论证；新建、扩建

的工业园区、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等区域评估应在项目规划批复前完成气候可

行性论证。

（二）规范论证机构。气候可行性论证应当由青海省气象局官网发布的具

备气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以下简称论证机构）进行。论证机构开展气候

可行性论证时应当编制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并对报告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

（三）严格审查程序。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由建设单位

报省级气象主管机构，由省级气象主管机构或其委托的机构组织专家评审。区

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报告由评估区管理机构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由市

州及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进行审查确认。

四、强化监督管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办法》等规定，凡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而未进行的、委托不具备气候可行性

论证能力的机构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未使用符合国家

气象技术标准气象资料的、伪造或者涂改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书面评审意见

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青海省气象局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8月9日

青海省气象局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联合印发《青海省气候可行性论证指导目录》的通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事 项 类 别

区域评估

重大规划

重点工程项目

全 省 范 围 内 的 各 类 评 估

区

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

专项规划

大 型 建（构）筑 物 以 及 大

型公共设施工程

公路工程

铁路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机场工程

范 围

已建成和新建的各类省级、市（州）级、县级和乡镇级工业园区、经

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化工园区、新区、特色小镇和其他有条件的

区域。

各类省级、市州级、县级、乡镇区域发展规划。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和市州、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1.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治理与保护规划、城市给排水建设规划、海

绵城市（或韧性城市）建设规划、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旅游特

色区发展规划等。

2. 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化工园区等编制的高新技术

类、产业经济类、危险化工类、物流运输类等专项规划。

3. 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区域农（牧）业结构调整相关规划，包

括太阳能、风能、储能蓄能等利用规划和农牧业科技园区等产业

功能调整规划以及其他农牧业结构调整等规划。

1.高度超过 100米的建（构）筑物。

2. 采用柔性盖层结构以及质量轻、刚度小的索膜结构的，建筑高

度超过 30米且跨度大于 36米的大跨度建筑。

3.城市通风廊道管控区内的建筑或改造项目。

4.额定日处理能力 1200吨/日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1.新建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工程。

2. 交通运输部《关于在初步设计阶段实行桥梁和隧道工程安全风

险评估制度的通知》（交公路发〔2010〕175 号)规定的应开展公路

桥梁和隧道工程安全风险评估的工程。

1.新建 1级铁路、高速铁路工程。

2.各级铁路中桥长在 500米以上的特大桥工程。

3.高速铁路处于山谷垭口与隧道直接相连的桥梁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新建（迁建）改扩建机场、跑道建设项目。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事 项 类 别

重点工程项目

电网工程

石油、天然气、化工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火 电 、热 电 、新 能 源 发 电

工程项目

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旅 游 景 区 工 程 及 公 共 游

乐工程

矿业开采

核工程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与 保 护 工

程

其他项目

范 围

1.110千伏及以上新建输变电工程。

2.穿越重覆冰区的架空输电线路工程。

3.输电线路 300公里以上的输电线路工程。

1. 新建（改扩建）的煤化工、石油（气）生产和加工项目以及输油

（气）管道工程。

2.危险气体、化工品存储、输送工程。

按照《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工程等

级为Ⅰ等和Ⅱ等的水利水电工程。

1.单机容量 60万千瓦以上的火电项目。

2.30万千瓦以上的供热项目。

3.新能源发电工程和储能蓄能项目。

5兆瓦及以上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重点旅游景区建设项目及其公共游乐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型主题

公园及娱乐设施项目。

1.年产 45万吨及以上的矿井和选煤厂。

2.年产 100万吨及以上的露天、井工矿。

3.年产 45万吨及以上的金属矿及非金属矿采选业。

1.核电厂。

2.核燃料后处理厂。

3.核供热站。

4.高放废物处置场。

5. 其他受大风等气象灾害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设施

建设工程。

各类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工程。

依照规定需要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项目。

青海省气候可行性论证指导目录

“今年香菇菇肉厚实、大小均匀、品

质不错，这两天有很多顾客都在微信下

订单了。”10 月 24 日，国家电网青海电

力三江源（海北门源）共产党员服务队

队员来到门源回族自治县泉口镇大棚

蔬菜种植基地（青海绿油油农牧业有限

公司）认真查看用电设备。一条条银色

钢架耀人眼目，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划

一，走进泉口镇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

股现代化农业气息扑面而来。大棚内

均是一片郁郁葱葱，辣椒、黄瓜、西红

柿、香菇、草莓等相继成熟，工人们分散

在基地内正忙着采摘、分拣……现场一

派丰收的繁忙景象。眼下正是香菇出

棚的时节，每个大棚内都整整齐齐摆放

着菌棒，一朵朵长势喜人的香菇竞相挣

脱菌棒，密密麻麻、圆实肥硕、品相极

佳。

连日来，受寒潮天气影响，早晚温

差大，蔬菜大棚照明、温湿度自控设备

等启动频繁，负荷不断增加，容易发生

用电安全隐患。为保障蔬菜大棚可靠

用电，国网海北供电公司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定期检查种植大棚用电线路，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零距离解决种植

户新装、增容用电难题，全力保障大棚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同时，积极向种植

户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发放安全用电宣

传资料，讲解大棚蔬菜灌溉用电安全注

意事项，增强种植户安全用电意识。

“以前都用人工露天栽培，产量低，

现在使用自动化大棚种植，病虫少，生

产周期短、结果早，产量也提高了。”看

着种植规模逐年扩大、销路畅顺，该基

地负责人喜笑颜开。

通过改造升级农村电网，提高农村

供电服务水平，电力赋能使泉口镇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实现了“加速

度”。 （龙存晶 赵霞）

国网海北供电公司：电力赋能 让蔬菜大棚温暖过冬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10 月

22 日晚，由河北省杂技团演艺有限公

司、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杂

技团、南充市杂技团联合打造的节目

《太极·坛韵》 在第十九届中国吴桥

国际杂技艺术节 B 场演出现场精彩上

演。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

1987 年，是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

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艺

术赛事和文化节庆活动。本届杂技节

从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60 多个报名

参赛节目中，遴选出来自 22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 个节目参赛，为历届杂技节

参赛阵容之最，代表了当今世界杂技发

展的最新成果。

《太极·坛韵》采用水墨画作为演出

背景，用太极神韵做金线，将太极文化

与顶坛杂技表演相融合，“移形换位”

“双坛后空翻上肩”“抖轿子上三节”等

原创小坛技巧及高难度的大坛技巧“过

缸口”，以不同节奏呈现小坛的灵活轻

盈和大坛的沉稳厚重，形成了震撼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给 观 众 带 来 了 一 场

“惊、险、奇、美”的视觉盛宴，可谓

惊心动魄，精彩的表演让观众惊叹不

已、掌声连连。

《太极·坛韵》在第十九届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