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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建富硒食品精深加工项目 

项目代码 2304-610927-04-01-191835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镇坪飞地经济园区 

地理坐标 东经 108 度 55 分 27.01 秒，北纬 32 度 43 分 26.14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

加工C1399、豆制品制

造C1392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十、农副食品加工业 13 其

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镇坪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 

总投资（万元） 12000 环保投资（万元） 55.5 

环保投资占比（%） 0.46 施工工期 12 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用海） 
面积（m2） 

2600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无 

规划情况 规划名称：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09-2020） 
编制单位：长安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1、规划环评名称：《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

告书》； 
2、审查机关：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 
3、审查文件及文号：《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安康高新技术开发区

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陕环函〔2010〕208号；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1.与《安康高新区总体规划》相符性 

安康高新区位于安康市江北地区，2001年由省政府批准设立为省

级开发区，原名为安康生物科技工业园。2006年国家发改委核准并更

名为陕西安康工业园区，2009年初提出二次创业和转型升级，5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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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出在此基础上提升，建设“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5年

9月29日经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现行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政策，享有地级市经济管理权。安康高新区

上一轮总体规划于2011年由长安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新一

轮规划于2019年着手修编，目前正在修编过程中。本项目与其相符性

分析如下： 

表 1.1 项目与安康高新区总体规划相符性分析 
项目 规划内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规划

范围 

修编规划区东至关庙镇徐岭；南至襄渝

铁路、月河；西至富强机场西侧；北到

北环线，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20km2。 

本项目位于飞地经

济园区内，处于规划

范围内 
符合 

功能

定位 

安康“一体两翼”规划核心区、安康中

心城市新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

现代科技产业聚集区、工业园区体系制

高点、企业（技术、人才）孵化器。 

项目为富硒食品制

造业，为现代科技产

业，符合规划定位。 
符合 

产业

方向

和发

展目

标 

建设中国富硒食品、中国植物提取、陕

西新型材料三大基地；打造陕、川、渝、

鄂交汇区的产业、研发、商业、物流四

大中心。目前园区规划产业布局有智能

终端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先进制

造产业园、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产业

园、现代富硒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等

园区。 

本项目为富硒食品

制造业，租用陕药集

团莲花黑荞公司闲

置厂房，位于飞地经

济园区，项目总体符

合园区产业的发展

方向。 

符合 

空间

结构 

构建“一带、两区、三轴、四心、十二

片区”的空间结构，实现生态化、现代

化的有机统一，整个开发区将打造成为

一个现代化城市新区和秦巴特色循环产

业聚集区 

项目租用陕药集团

莲花黑荞公司闲置

厂房，所在地位于规

划的飞地经济园区。 

符合 

2.与《安康高新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的相

符性分析 

安康高新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编制，

2010年1月15日，原陕西省环保厅在西安召开了《安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会，形成了审查意见，本项目

与《安康高新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的相符性分

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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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与安康高新区总体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相符性分析 
项目 规划内容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安康高

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总体规划

环境影响

报告书》

及审查意

见 

1.规划实施应合理布局，统筹考

虑园区工业生产用热（汽），尽

量使用清洁能源，如需建燃煤锅

炉外排烟气必须经除尘、脱硫处

理。 
2.规划的工业区垃圾、污水处理

及管网等环保设施应先行建设。 
3.进一步调整优化开发区产业结

构，现有水泥企业应逐步搬出开

发区，硫酸、冶炼及水泥生产等

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不得入区。 
4.进一步推进开发区环境管理和

环保能力建设，设专门管理机构

统一管理区内环保工作，并接受

当地环保部门的统一领导，确保

区内企业的环保监督和管理责

任落到实处。 

本项目运营期能源

主要使用电能，项

目所在区域污水管

网已建设到位，项

目不属于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项目建

成后由安康市生态

环境局高新分局等

部门进行环保监

督，符合审查意见

要求。 

符合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该项目已取得镇坪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确认书》（项目代码：2304-610927-04-01-191835），依据《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分析，项目不属于淘汰类、限制类和鼓励

类，视为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选址用地符合性分析 

项目选址于飞地经济园区，租用陕药集团莲花黑荞公司闲置厂

房，目前已签订《租赁协议》，不新征用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项目所在地交通便利，通讯方便，给水、供电等公用基础设施配套完

善。运营期污染物采取相应的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处于可接

受范围。项目为富硒食品生产项目，对照《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14881-2013）中选址要求，本项目选址与规范中选址要求的符合

性对照分析见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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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与《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符合性对照分析见表 
规范中的选址要求 项目情况 相符性 

厂区不应选择对食品有显著污染

的区域。如某地对食品安全和食

品宜食用性存在明显的不利影

响，且无法通过采取措施加以改

善，应避免在该地址建厂。 

项目位于陕药集团莲花黑荞

公司闲置厂房内，周边企业对

项目无显著污染，对食品安全

和食品宜食用性存在明显的

不利影响。 

符合 

厂区不应选择有害废弃物以及粉

尘、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和其

他扩散性污染源不能有效清除的

地址。 

项目及周边生产企业均位于

闲置厂房内，项目所在地无有

害废弃物、有害气体、放射性

物质。 

符合 

厂区不宜择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地

区，难以避开时应设计必要的防

范措施。 

项目所在标准厂房地形相对

较高，不属于易发生洪涝灾害

的地区。 
符合 

厂区周围不宜有虫害大量滋生的

潜在场所，难以避开时应设计必

要的防范措施。 

项目租用陕药集团莲花黑荞

公司闲置标准厂房，地面均进

行硬化，卫生条件较好，厂区

周围无有虫害大量滋生的潜

在场所。 

符合 

据上表分析，项目选址符合《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14881-2013）中选址要求。同时，项目所在地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较好，故本项目与周边环境之间无明显的相互制约因素。项目的选址

是合理可行的。 

3.“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的通知》（环环评〔2016〕150 号）的要求，切实加强环境管理，

建设项目选址选线、规模、性质和工艺路线等应与“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三线

一单”）进行对照。本项目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4。 

表 1.4 与“三线一单”的相符性分析表 
“三线

一单” 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生态保

护红线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陕政发〔2020〕11号）中相关要求。

陕西省生态保护红线共纳入534个禁止

开发区以及全省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本项目位于飞地

经济园区，项目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 

符合 

环境质

量底线 
环境质量底线是国家和地方设置的大

气、水和土壤环境质量目标，也是改善

项目所在区环境

空气、地表水环境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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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的基准线。项目环评应对照区

域环境质量目标，深入分析预测项目建

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强化污染防治措

施和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均满足相关质量

标准。项目通过采

取措施可以实现

污染物达标排放。 

资源利

用上线 

资源是环境的载体，资源利用上线是各

地区能源、水、土地等资源消耗不得突

破的“天花板”。 

本项目园区利用

周边自来水管网

供水，能源依托当

地电网供电；不涉

及资源开采。因此

项目符合资源利

用上线的要求。 

符合 

生态环

境准入

清单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是基于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以

清单方式列出的禁止、限制等差别化环

境准入条件和要求。要在规划环评清单

式管理试点的基础上，从布局选址、资

源利用效率、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入

手，制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充分发挥

负面清单对产业发展和项目准入的指

导和约束作用。 

本项目位于安康

高新区，高新区暂

未发布环境准入

负面清单。 

符合 

4.与安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符合性 

根据《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的通知》（安政发[2021]18 号），本项目位于安康高新区重点

管控单元。项目与安康市高新区重点管控单元管控要求相符性分析如

下表。 

表 1.5 与安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性分析 

分区 要求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安康市

人民政

府 
关于印

发安康

市“三
线一

单”生
态环境 
分区管

控方案

的通知

空间

布局

约束 

1.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准

入事项，市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

机关不予审批、核准，不得办理有

关手续。2.合理布局产业园区，把工

业开发严格限制在资源环境能够承

受的特定区域。3.禁止新建、扩建法

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

产能项目，对不符合要求的落后产

能项目，依法依规退出。对最新版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限制类

的新建项目禁止投资，对淘汰类项

目禁止投资。4.严格控制涉气“两高”

项目（民生等项目除外）。 

项目已取得

《陕西省企

业投资项目

备案确认

书》，生产过

程仅使用电

能，为富硒

食品加工项

目，不属于

涉气“两高”

项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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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政

发

〔2021〕
18 号）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统筹考虑园区生产用热（汽），尽量

使用清洁能源，如需建燃煤锅炉外

排烟气必须经除尘、脱硫处理。 

项目生产过

程仅使用电

能 
符合 

环境

风险

防控 

1.对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地块，地方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应当结合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

习惯等情况，制定并实施安全利用

方案； 
2.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应当优先采取

农艺调控、替代种植、轮作、间作

等措施，阻断或者减少污染物和其

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作物可食部

分，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 

项目租用陕

药集团莲花

黑荞公司闲

置厂房，目

前已签订

《租赁协

议》，不新

征用地，用

地性质为工

业用地 

符合 

资源

利用

效率 
要求 

加强城镇节水。提高中水回用率，

积极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建

设滞、渗、蓄、用、排相结合的雨

水收集利用设施。 

项目厂区已

雨污分流，

污废水能够

处理达标后

排城市污水

处理厂集中

处置 

符合 

5.与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陕西省主体功能区划按开发方式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

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三类，本项目所在地高新区位于省级层面重点开发

区域中的安康区块。省级层面重点开发区安康区块的功能定位是连接

西北、西南和华中的重要交通枢纽，我省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区域

性新材料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和物流配送中心。构建以

安康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月河川道为主轴，西康高速公路为副轴，沿

线重点城镇为支撑的空间开发格局。做大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富硒

食品、生物医药产业，培育现代物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巩固改造

蚕茧丝绸等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优化生产布

局和品种结构。 

项目位于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从事富硒食品加工，符合省

级层面重点开发区安康区块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因此项目建设是

符合《陕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的。 

6.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符合性分析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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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符合性分析 
项目 规划内容 本项目情

 
相符性 

陕西省

秦岭生

态环境

保护条

例

（2019
）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以

下简称秦岭范围），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秦岭山

体东西以省界为界、南北以秦岭山体坡底为界

的区域，包括商洛市全部行政区域以及西安市、

宝鸡市、渭南市、汉中市、安康市的部分行政

区域。 
第十三条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应当包

括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保护

的重点区域、主要任务、治理措施等内容，依

照本条例规定确定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

一般保护区范围，绘制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分区保护示意图，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秦岭范围下列区域，除国土空间规划

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应当划为核心保

护区： 
（一）海拔 2000 米以上区域，秦岭山系主梁两

侧各 1000 米以内、主要支脉两侧各 500 米以内

的区域； 
（二）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

世界遗产； 
（三）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四）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中珍稀濒危野生

动物栖息地与其他重要生态功能区集中连片，

需要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区域。 
第十六条秦岭范围下列区域，除核心保护区、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应

当划为重点保护区： 
（一）海拔 1500 米至 2000 米之间的区域； 
（二）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三）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公园的重要功能区，

植物园、水利风景区； 
（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

保护区（点）、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国有天然

林分布区，重要湿地，重要的大中型水库、天

然湖泊； 
（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第十七条秦岭范围内除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

区以外的区域，为一般保护区。 

项目位于

飞地经济

园区，用地

性质为工

业用地，不

属于秦岭

核心保护

区范围和

重点保护

区，不涉及

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

胜区、森林

公园等森

林资源。 

符合 

陕西省

秦岭生

态环境

保护总

体规划 

秦岭范围分为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

保护区，项目所在区域位于一般保护区。一般

保护区生产、生活和建设活动，应当严格执行

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在秦岭范围内的

生产、生活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依法采取相应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位于

飞地经济

园区，租用

已建厂房，

处于秦岭

一般保护

符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61804504006

5006050

https://d.book118.com/618045040065006050
https://d.book118.com/618045040065006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