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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人民政府

2025年度立法计划》的通知

黄政办秘〔2025〕10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

业园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黄山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立法计划》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并

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起草工作涉及的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年度计划

的贯彻执行，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节点意识，确保工作进度。起草单位要按时报

送送审稿等有关材料，为审查、审议等工作预留合理时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积

极配合，协同做好相关工作。

二、规范程序，保障质量。各责任单位要遵循立法程序，深入调查研究，广

泛听取意见，确保立法质量。送审稿等有关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市司法局应当及

时提出修改意见，退回起草单位重新起草。

三、加强协调，提升效能。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了解计划执行情况，妥善处

理各方意见分歧。各地各有关部门对送审稿主要内容有不同意见，经过充分协商

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市司法局和起草单位要列明各方意见及依据，按程序

报请市政府研究解决。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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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人民政府2025年度立法计划

序

号
项目名称 类别 起草单位

报送审查时

间

提请市政府

审议时间

1
《黄山市灾害性天气

应对办法》
市政府规章 市气象局 2025年6月底 2025年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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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试点实施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

黄政办秘〔2025〕1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

业园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黄山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

（2025—2027年）》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5年 4月 27日

黄山市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实施方案（2025—2027年）

为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全力打造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

品价值（VEP）实现样板区、生态产品保护补偿机制引领区、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

制创新区，力争到 2027年生态产品总值（GEP）可比价超过 4500亿元，制定如

下实施方案。

一、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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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具有黄山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1．强化数据信息基础建设。科学增设关键站点，优化数据采集网络，健全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监测体系。（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

环境局；本方案任务均需各区县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

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落实，不再一一列出；完成时限：持续推进）加强

GEP跨部门数据整合与匹配技术研究，开展补充调查，弥补数据缺口。（责任单

位：国家统计局黄山调查队；完成时限：2025年 6月）

2．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建立与黄山实际相契合的参数模型，形成

GEP核算三级指标体系。（责任单位：国家统计局黄山调查队；完成时限：2025

年 6 月）优化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方法，全面推开适宜项目 VEP 核

算。（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3．强化 GEP核算结果应用。将 GEP纳入市对区县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

（责任单位：市新保中心、市发展改革委、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黄山调查队；

完成时限：2025 年 5 月）推动 GEP 核算结果在绿色金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生态权益交易等领域应用，支持黟县等区县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农文旅项目开

发。（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人行黄山市分行；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二）创新体现黄山特质的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模式

4．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清晰界

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厘清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完成时限：2027 年 12 月）开展集体林地延包试点，探索公益林分类

补偿和分级管理机制。（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5．强化生态产品信息调查。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形成资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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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成果。（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时限：2026 年 12 月）深化生

态产品基础信息调查，编制发布特色生态产品清单。（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市农业农村局；完成时限：2025 年 5 月）丰富优质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

给，制定生态旅游目的地清单。（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林业局；完成

时限：2026年 3月）

6．完善生态产品交易机制。开发生态产品综合信息服务系统，链接生态农

产品供应和电商直播企业，申建全省排污权、林业碳票交易市场。到 2027年，安

徽省生态产品交易所年交易额突破 10亿元。（责任单位：黄山产投集团、市发展

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完成时限：2027 年 12 月）创新自然资源使

用模式，以黄山风景区为试点，建立健全特许经营权制度。（责任单位：黄山风

景区管委会、市林业局；完成时限：2025年 12月）

（三）探索彰显黄山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产业化实现路径

7．大力发展茶产业。全面推广应用“粘虫黄板+生物农药+生态农艺”模式，

优化提升茶产业大脑，实现茶叶种植采摘、生产加工、仓储物流、流通销售全程

追溯，加快打造全国首个全域茶叶无农残城市。到 2027年，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350 亿元。（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时限：2027 年

12月）

8．高效发展竹产业。加强竹资源培育，推广林下复合种植，开展机械化采

伐、集运试点。编制实施竹产业发展规划，构建现代化竹资源精深加工体系，打

造竹生态旅游线路、竹林休闲康养、竹笋美食体验、竹文化展示基地。到 2027

年，竹产业产值达到 18亿元。（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

旅游局；完成时限：202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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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创新发展菊花产业。实施菊花基地建设工程，以歙县、休宁县为重点打

造绿色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研发菊花系列保健食品和功能性食品，发展“菊花+

旅游”“菊花+康养”“菊花+会展”等新业态。到 2027年，菊花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到 35亿元。（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完成

时限：2027年 12月）

10．提升发展林特产业。培育壮大山核桃、三口柑桔、三潭枇杷、徽州雪梨

等特色产品，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茶、林菜等林下种植，积极开发森林

古道之旅、农事风俗体验游等业态。到 2027 年，林特产业产值超 200 亿元。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限：2027 年 12

月）

11．培育壮大鱼产业。加快山泉流水养鱼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创响“山泉流水养鱼之乡”品牌。实施徽州臭鳜鱼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打

造全国最大的臭鳜鱼加工基地和流通集散地。到 2027年，泉水鱼产业综合产值超

10亿元，徽州臭鳜鱼全产业链产值达 100亿元。（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时限：2027年 12月）

12．积极发展环境敏感型产业。依托洁净水源、清洁空气、适宜气候等自然

本底，培育壮大高端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到 2027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位居全省前列。（责任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完成时限：2027年 12月）

13．纵深发展休闲度假产业。拓展多元文旅业态，积极创建世界级、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完成时限：2027 年 12 月）定期举

办黄山马拉松赛、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等精品赛事，扩大“中国黄山”自主赛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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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影响力。（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实施数字游民集聚创

业地建设行动，到 2027年，建成 10家左右数字游民基地，吸引数字游民 5万以

上人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完成时限：

2027年 12月）

14．加速发展大健康产业。深入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康养基地建设，实施新

安医学传承创新发展工程，推广药膳、药浴、针灸、慢病预防等特色诊治和中医

保健项目。到 2027 年，打造长三角（安徽）健康养老基地 8 家，康养产业产值

达 70亿元。（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完成时限：

2027年 12月）

15．加快发展文创产业。围绕徽墨、歙砚、“徽州四雕”、徽州鱼灯等非遗元

素，培育“黄山文创潮品”。加快文化 IP数字化开发和转化，形成全市文化旅游 IP

图谱，引导企业将黄山、徽州等元素植入游戏，建设“游戏+文创”等应用新场景。

（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完成时限：2027年 12月）

（四）深化拓展体现黄山特征的多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16．完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深化地表水断面、环境空气质量补偿，探索建

立以乡镇为单元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完成时

限：2025 年 12 月）争取国家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转移支付力度，

争创国家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17．升级打造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全面落实合作区建

设方案和建设规划，推深做实“浙皖合作十件事”，探索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

培训、共建园区、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方式，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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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合作发展新机制。（责任单位：市推动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

作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18．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加强案

例线索筛查、重大案件追踪办理和修复效果评估，推动处罚、赔偿联动，实行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

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五）健全具有黄山特点的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

19．建立区域公用品牌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区域公共品牌、一套管理制

度、一套标准体系、多个经营主体”的品牌管控体系，依托区域公用品牌建立生态

产品子系列，建设生态产品展销中心。（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

委、黄山产投集团；完成时限：2026年 6月）

20．健全生态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强化生态产品质量管控，立足绿色优质农

产品建立生态产品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产品生产、销售环

节全程管控，供应链全程质量信息跟踪追溯。（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发

展改革委、黄山产投集团；完成时限：2025年 12月）

21．多渠道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推进生态产品供需对接，举办生态产品展

示会、生态产品“生产—销售”展览体验等特色活动。（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农

业农村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实施“互联网+”生态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持续

打响“黄山村播”品牌，培育共富发展中心（基地）10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农

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完成时限：2027年 12月）

（六）创新赋能黄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绿色金融体系

22．创新生态产品贷款模式。制定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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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探索将 VEP收益权纳入无形资产。（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完成时限：

2025年 6月）制定 VEP收益权质押贷款实施指南，探索“生态贷”“绿水青山贷”等

新型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将水权、林权、排污权、农产品订单等纳入贷款抵

质押物范围。到 2027年，生态产品权益类贷款余额较 2024年提高 28%。（责任

单位：人行黄山市分行、市财政局；完成时限：2027年 12月）

23．完善生态产品投融资机制。深入探索金融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效模

式，推广“村落徽州”、EOD、VEP等绿色信贷模式。（责任单位：人行黄山市分

行、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完成时限：持续推进）加快基金

村落建设，引导保险机构提高绿色保险覆盖率，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融资担保服务。（责任单位：市财政局、人行黄山市分行；完

成时限：持续推进）

二、保障措施

24．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依托黄山市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健全工作推进协调机制，细化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定期开展工作评

估，协调解决各类问题。鼓励各地、各部门先行先试，定期推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优秀案例。强化理论研究，组建黄山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机构。加大宣传

力度，营造人人支持、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生态

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完成时限：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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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开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黄人〔2025〕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

业园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免去韩开云同志的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职务；

吴会乐同志任市信访局局长；

免去洪学军同志的市信访局局长职务；

龙道雷同志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吴宇同志任市发展改革委（市粮食和储备局、市公管局）副主任（副局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戴维同志的市发展改革委（市粮食和储备局、市公管局）副主任（副局

长）职务；

江利明同志任市科技局副局长；

毕永茂同志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涉及机构改革的原任职务自然免

去，不再另行办理免职手续；

免去张榕同志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汪航同志任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试用期一年）；

免去汪光辉同志的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职务；

徐涌驷同志任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电局、市文物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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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华英同志任市审计局总审计师（试用期一年）；

李维同志任市林业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吴赛君同志的市林业局副局长职务；

罗炳贵同志任市数据资源局（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

202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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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利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黄人〔2025〕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

业园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免去江利明同志的市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管理中心主任职务；

孟顺治同志任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占荣军同志的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职务。

市 长

2025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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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勇同志任职的通知

黄人〔2025〕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高新区管委会，黄山现代服务业产

业园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研究，决定：

丁勇同志任市公安局督察长。

2025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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