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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政办规〔2022〕3号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大田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大田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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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水电站退出工作实施方案 
 

为促进我县水生态保护修复，改造河道生态，提高水生态

文明水平，在满足镇村农田灌溉、供水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建

立水电站退出工作机制。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查

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闽委办〔2017〕48 号）、《福建

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闽政办〔2021〕38 号）和三

明市水利局、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推进全市水电站清理整

治工作的通知》（明水〔2022〕24 号）的要求，结合我县实

际，制定大田县水电站退出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决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

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以打造安全、绿色、民

生、和谐水电站为主要内容，通过退出部分电站的方式，引导

水电走“社会得生态、河流得健康、百姓得实惠、电站得效益”

四位一体的发展途径，实现结构转型升级。 

二、目标任务 

清理整治核查评估中列入退出类水电站，以及核查评估列

入整改类但无法限期完成整改的水电站，或对生态环境破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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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且整改后仍不能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水电站，按照上级

部门会审意见，在 2022 年 11 月底前有序退出。 

三、组织领导 

成立大田县水电站退出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廖正楼  副县长   

副组长：涂振洲  县政府办   

林芳庆  县水利局   

成  员：杜其丰  县财政局   

苏晋板  县发展和改革局   

郑新华  三明市大田生态环境局   

苏再德  县工信局   

林清源  县自然资源局   

陈秉宇  县林业局   

朱水儿  县生态综合执法局   

吴前锋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卢国首  县水利局   

尤国荣  县供电公司  

各乡（镇）长 

领导小组负责水电站退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定期和不定

期召开调度会，依法依规、高效有序地推进水电站退出工作；

筹集水电站退出专项资金，落实水电站退出补偿，解决电站拆

除、生态修复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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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措施 

（一）组建工作组 

抽调县水利局、县财政局、县发改局、三明市大田生态环

境局、县工信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生态综合执法局和县

供电公司各一名干部组成退出电站工作指导组。工作指导组的

职责是：负责督促、指导退出水电站具体实施和管理，对拒不

执行的退出类水电站依法依规执行处置。 

相关乡（镇）要成立退出电站工作组，人员由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驻村领导、水利站负责人、驻村工作队、村主干等

组成。工作组的职责是：负责退出水电站退出协议签订，落实

电站拆除、安全退出、生态修复及补偿资金拨付等工作。 

（二）调查摸底，筛选退出电站名单 

根据水电站清理整治核查评估结果，遵照上级工作要求，

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对水电站进行全面调查摸排，筛选出对农

村生产生活及生态有较大影响的水电站，分类分批实施退出和

鼓励退出，恢复河道生态，减少用水矛盾，降低公共安全事故

风险。 

第一类：在清理整治核查评估中，列入退出类 11 座水电

站实施退出（合计装机 1197kW）（见附表 1）。 

第二类：位于城区、重要乡（镇）乡村振兴示范线周边、

涉及工业园区用水矛盾，对农村生产生活及生态有较大影响的

6座水电站鼓励退出（合计装机 980kW）（见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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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核查评估列入整改类，但无法在限期内完成整改

的，或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且整改后仍不能满足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的水电站，按照上级部门会审意见和水电站处置台账要求

限期退出。根据三明市水利局、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推进

全市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明水〔2022〕24 号）的

要求，动员鼓励 15 座装机规模在 200kW 及以下“老、破、小”

且无整改提升价值的水电站自愿申请报废退出。 

根据资金筹措情况，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中属文江

流域、第三类中属其它流域的依次安排，分类分批实施水电站

退出。 

（三）明确退出完成时限 

根据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时间节点和上级工作部署要求，

明确以下水电站退出完成时限。 

第一类：2022 年 10 月底前完成退出实施，并通过验收。 

第二类：2022 年 11 月底前完成退出实施，并通过验收。 

第三类：2022 年 11 月底前完成退出实施，并通过验收。 

（四）水电站退出实施方式 

退出的电站按照全面退出方式实施。退出的水电站一律停

止发电并全部拆除机电设备，注销电站取水许可证、工商营业

执照，电网解列等。实施退出水电站的固定资产（水工设施、

输电线路和厂房等），根据“一站一策”实施方案实施拆除和

生态修复。因有灌溉、养殖等其它功能未拆除的部分设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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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渠道、拦河坝、输电线路和厂房），由电站业主移交第三方

（所在地乡（镇）、村或其他第三方）按照水利设施要求进行

管理维护。 

水电站退出实施单位，承担按“一站一策”实施方案落实

水电站的拆除和生态修复等工作。 

（五）水电站退出补偿标准 

参考我县历年实施的电站退出做法、补偿标准及周边县市

补偿标准，拟定以下补偿方案。 

第一类：清理整治中列入退出类 11 座水电站（1197kW），

按照上限控制，实施水电站退出和生态修复，水电站退出总补

偿资金不超过 5 万元/座，签订退出协议后预支付 20%补偿资

金。要求 8 月 30 日前完成退出并通过验收，支付剩余的 80%

补偿资金。 

第二、三类：按装机容量给予补偿资金每千瓦不超过 2000

元。签订退出协议后预支付 20%补偿资金，要求 10 月 10 日前

按“一站一策”实施方案完成水电站退出并通过验收，支付剩

余的 80%补偿资金。 

（六）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水电站应向县水利局提出退出申请，

并按照要求，提供取水许可证、营业执照、批文或验收鉴定书

等装机容量证明材料；水电站所在乡（镇）、村出具水电站固

定资产（水工设施、输电线路和厂房等）处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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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第二、三类的，县水利局、大田生态环境局和所

在乡（镇）政府对水电站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到现场

进行查验，出具装机容量确认表。 

3.编制实施方案：县水利局委托设计单位根据水电站所在

乡（镇）、村出具水电站固定资产处置意见和有关规范要求，

编制“一站一策”实施方案。 

4.签订退出协议，启动退出程序：第一类的，水电站业与

所在乡（镇）政府签订退出协议后，启动退出程序，原则上由

原电站业主实施拆除和生态修复。第二、三类的，水电站业主

与所在乡（镇）政府签订退出协议，启动退出程序。业主依法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注销《营业执照》，并与供电公司完

成办理并网协议及购电协议。县水利局负责注销取水许可证，

县工信局负责通知供电公司解除并网协议及购电协议，其他各

部门按职责分工落实退出工作。 

5.拆除处置实施：按一站一策方案实施设备、设施拆除、

生态修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6.验收：按一站一策方案完成设备设施拆除处置后，所在

乡（镇）政府要及时组织验收，并上报验收报告申请县级验收。

县水利局会同大田生态环境局对退出电站进行实地验收并出

具验收鉴定书。 

7.补偿资金的申领：由电站业主按退出办理节点向所在乡

（镇）申领电站退出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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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是党中央、

国务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决策部署，各成员

单位、所在乡（镇）政府和电站业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要求，

全面有效解决我县小水电生态环境影响突出问题。各成员单位

要按照整治要求，对应部门管理职能和整改职责，对未按要求

完成整治的电站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加快工作推进。我县水电站清理整治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各成员单位、所在乡（镇）政府和电站业主务必

高度重视，逐站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立即启动退出程序，

釆取有力措施，强力推进，确保我县水电站退出工作按照上级

要求，在 2022 年 11 月底全面完成。 

（三）强化资金筹措。县财政、水利、工信、林业、生

态环境、自然资源、发改等成员单位要积极筹集和落实专项资

金，保障电站拆除、生态修复的资金需求。参照省、市做法，

县流域生态补偿金优先用于支持水电站退出。 

（四）强化追责问责。各成员单位、所在乡（镇）政府

要严格把握小水电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窗口期”，加快对

限期退出类小水电站退出工作推进，发现问题要立即报告领导

小组研究解决。对在整改中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谎报瞒报和

未按期完成退出任务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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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省级和媒体发现、通报、曝光的情况，将根据问题情

形、影响范围等具体情况开展履职尽责调查和责任追究。 

六、其他规定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1.大田县 2022 年拟退出 11 座电站基本情况表（列

入退出类） 

2.大田县 2022 年拟退出 6座电站基本情况表（涉

及乡村振兴、城区、工业园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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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田县 2022 年拟退出 11 座电站基本情况表（列入退出类） 
 

序号 水电站名称 企业名称 
所在乡
（镇） 

所在流域 
装机容量
（千瓦）

电站地址 类别 备注 

1 杞溪水电站 
大田县杞乾电
站 

华兴镇 
均溪流域洪崎溪杞溪
小支流 

410 华兴镇杞溪村 第一类  

2 际兜水电站 
大田县吴山乡
际兜电站 

吴山镇 仙峰溪际兜小支流 100  吴山镇吴山村 第一类  

3 琼口水电站 
大田县文江乡
琼口水电站 

文江镇 朱坂溪琼口小支流 75 文江镇琼口村 第一类  

4 济阳水电站 济阳水电站 济阳乡 
晋江西溪水系流域济
阳支流 

55 济阳乡济阳村 第一类  

5 西埔一级电站 西埔一级电站 太华镇 朱坂溪 111 太华镇张地村 第一类  

6 东坑水电站 东坑水电站 均溪镇 周田溪东坑溪小支流 26 均溪镇东坑村 第一类  

7 广平水电站 广平水电站 广平镇 广平溪松柏溪小支流 100 广平镇广平村 第一类  

8 元沙一级电站 元沙一级电站 广平镇 广平溪元沙支流 60 广平镇元沙村 第一类  

9 张坑二级电站 
张坑二级水电
站 

吴山镇 仙峰溪张坑溪小支流 75 吴山镇张坑村 第一类  

10 后溪水电站 
恒源水电公司
东坡水电站 

石牌镇 均溪源头武陵溪 110 石牌镇上坡村 第一类  

11 高云水电站 高云水电站 建设镇 
闽江尤溪水系文江河
建设溪支流 

75 建设镇建乐村 第一类  

 合计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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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田县 2022 年拟退出 6座电站基本情况表 
（涉及乡村振兴、城区、工业园区类） 

 

序号 水电站名称 企业名称 
所在乡

（镇）
所在流域 

装机容量

（千瓦）
电站地址 类别 备注 

1 华安水电站 
大田县均溪镇

华安水电站 
华兴镇 均溪 200  华兴镇华安村 第二类  

2 魁城水电站 
大田县太华镇

魁城电站 
太华镇 朱坂溪张地溪支流 155  太华镇魁城村 第二类  

3 桃东水电站 
大田县桃东水

电站 
桃源镇 桃源溪东坂溪支流 75  

桃源镇东坂村

水尾 
第二类  

4 温镇水电站 
大田县温镇电

站 
均溪镇 均溪流域 125  

均溪镇温镇东

岩洋 
第二类  

5 大石水电站 
大田县武陵乡

大石电站 
武陵乡

尤溪水系均溪流域

武陵溪大石支流 
250  武陵乡大石村 第二类  

6 民主西村电站 
大田县文江镇

西村水电站 
文江镇

文江河流域民主溪

支流 
175  文江镇民主村 第二类  

 合计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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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