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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分类分级管理工作的通知

渝环〔2021〕102 号

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局，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生态环

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各区县（自治县，含两江新区、重庆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

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63 号，以下

简称《评审指南》）以及《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

等有关要求，结合重庆市当前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管理现状，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分类管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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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土地使用权人应

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59 条、《重庆市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第 11 条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并报区县（自治县）生态环

境局（含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

以下简称“区县生态环境局”）。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表

明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壤

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编

制风险评估报告，报市生态环境局。列入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应当依法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

施防止污染扩散。涉及移出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活动完成后，应当另行委托

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评估，并将效果评估报

告报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按照

《评审指南》职责分工及要求，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报告和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

组织评审，公布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并动态更新。

（二）合理土地规划用途。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在编制和修改

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环境风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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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确定其土地用途。因土壤污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污染治理效

果具有不确定性，对农药制造（含原料药、中间体）、化学药品

原料药制造、炼焦、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皮革鞣制加工、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理

处置等行业（以下简称“土壤污染高风险行业”）中经调查确定的

重度污染地块，经生态环境部门确认后，由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商

生态环境等部门，合理确定土地用途。

（三）深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重点监测。以化工、制药、农

药、大型垃圾填埋场等行业腾退地块为重点，生态环境部门会同

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对前期已经开展过调查且影响大、范围广、污

染重的地块开展重点监测，进一步识别污染源，查明土壤和地下

水污染状况以及地质水文状况，为后续场地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

（四）强化土壤污染高风险行业建设用地地块后期管理。对

土壤污染高风险行业的建设用地地块，在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

成后，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应当按照要求实施后期管理。发现

存在土壤污染问题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及时报告并停止施工，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由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

人依法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二、加强报告编制和评审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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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实报告质控要求。借鉴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状况

调查经验做法，从严管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报告。加强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调查报告评审把关，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委托第三方

对布点、采样检测等进行抽查，发现弄虚作假的，依法予以处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六）加强报告评审管理。报告评审采用分级管理，区县生

态环境局会同同级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进行评审；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监督土地使用权人实

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

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进行评审；将需要实施风险管控、修复的

地块纳入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根据

《评审指南》要求，生态环境部门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落实部门

职责，建立完善会同评审机制，共同形成评审意见。市生态环境

局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加强对有关企业备案报告的抽查，视情

况进行通报并向社会公开。

（七）加强从业单位和评审专家的管理。市生态环境局加强

对相关报告或方案进行抽查，严格落实编制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

字责任，抽查结果将予以通报公示，对涉嫌弄虚作假的行为，依

法予以处理。进一步完善评审专家库，规范评审专家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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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审报告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或结论明显不正确而予以评审通

过等不负责任、不客观公正履行审查职责的评审专家，将取消入

选专家库的资格，并向所在单位通报，依法予以处理。对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依据《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

记录管理办法（试行）》，纳入信用记录系统记录并向社会公开。

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加强对从业单位和评审专

家的培训。

三、强化部门联动和执法监督

（八）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推进精准、科学、依

法治污，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将污染地块空间信息叠加至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共享疑似污染地块及污染地块空间信息；生

态环境与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完善联动监管机制，防止污染地块

未开展或未完成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即开发建设。

（九）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

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要对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和效

果评估等报告或方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区县生态

环境局充分应用环境大数据辅助监管手段，加强对列入重庆市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地块的抽查巡检。将土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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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治理修复项目、污染土壤处理处置单位纳入日常执法监管范

围，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

依法予以处理。

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2 日起施行。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