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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项目、成果“三对接”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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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华东地区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华东项目办）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二级项目管
理机构，按属地管辖和指定管理辖相结合的原则，承担
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工作。

承担华东大区地质调查项目预算和滚动预算，负责项目经费
使用和竣工决算监管，负责大区地质调查项目财务、统计和绩
效管理。

承担华东大区地质调查项目成果评审、资料接收和保管、成
果应用服务等，负责与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开展成果应用服
务对接工作。

中国地质调查局华东地质调查项目管理办公室

组织华东大区地质调查项目任务书编写和下达、设计审查，
负责项目实施过程的技术指导和进度管理，开展项目质量管理
监督检查和野外验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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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华东大区地质调查规划部署，联系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协调中央与地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项目部署建议；组织开
展立项论证和项目承担单位优选。

机构设置与职能

需求、问题、目标“三导向”

需求、项目、成果“三对接”

 积极主动

 上下联动

 良性互动



一、立体对接，精准掌握需求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深入对接谋发展，协调联动见实效



一、立体对接，精准掌握需求

1、高层对接，把握宏观方向

中国地质调查局 + 浙江省人民政府

2015年6月24日，签订《关于推进浙

江省地质调查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地质调查局 + 安徽省人民政府

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皖江经济带

综合地质调查合作协议》。



一、立体对接，精准掌握需求

2016年11月14日，安徽省副省长

张曙光及孙爱民厅长、潘海滨副厅长

一行专程到华东项目办（南京地调中

心）调研对接，并与李金发副局长、

李基宏主任座谈。

张曙光：全力支持省部合作协议落实

李金发：加强合作 实现共赢



2、厅办对接，明确重点领域

 座谈会 +  专题调研 + 管理过程调研



“T”型带

经济区带

 长江经济带

 海洋经济区

成矿区带

 桐柏-大别成矿带

 钦杭成矿带

 武夷山成矿带

 南岭成矿带东段

通过对接，明确了华东
地区公益性地质调查重点需
求领域：



“五省一市”各具特色：

上海市：侧重后工业化时期地质—资源—环境综合调查与应用

江苏省：矿地融合，着力推进城市地质与陆海统筹地质调查

安徽省：资源环境并重，重点推进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

浙江省：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海岸带地质调查作为优先领域

江西省：全力开展支撑服务赣南中央苏区脱贫攻坚地质调查

福建省：地质调查工作更加注重服务海峡西岸生态文明建设

华东地区：“资源环境并重，环境优先”

2、厅办对接，明确重点领域



3、落地对接，厘定需求清单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下，华东项目办组织、引导、协调相关单位与市、

县人民政府进行深入对接，列出点对点式的地质工作需求清单。



江西赣州——

八大需求：

特色农业—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饮水安全—水文地质调查

减灾防灾—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旅游产业—地质遗迹调查评价

新能源—地热资源调查评价

优势矿业—矿产资源调查评价

绿色矿山—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资源节约—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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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

南京地调中心 + 丹阳市人民政府

《丹阳城镇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合作协议》

三维地质结构

地下空间资源

地下水资源

浅层地温能

土壤环境质量

地质环境

地质信息数据库

管理服务系统建设

重点需求清单：



福建莆田——

南京地调中心+莆田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煤田地质局

《莆田市城市地质调查合作协议》



浙江宁波——

南京地调中心 + 宁波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地勘局

《宁波市公益性基础性地质工作合作协议》

城市地质调查

海岸带地质调查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

地质灾害调查

清洁能源调查

重点需求清单：



一、立体对接，精准掌握需求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深入对接谋发展，协调联动见实效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整合资源

共同谋划

统筹部署



1、共同组织编制“支撑服务赣州六县精准脱贫攻坚
地质调查实施方案”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调整，最终落实2016年地质调查资金

3445万元、 2017年预算资金17340万元。



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国土资源部的专项情况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华东项目办

的工作成果，认为赣南脱贫攻坚工作做到了“政策措施精准、行业特色明显”。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2、共同组织编制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总体实施方案

落实部省合作协议

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地质调查

皖江经济带综合地质调查
实施方案



3、共同组织编制浙江省系列地质调查实施方案

落实部省合作协议

《浙江省深部找矿实施方案》

《浙江省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实施方案》

《浙江省城市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实施方案》

《浙江海岸带重点区综合地质调查实施方案》



江苏：“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综

合地质调查实施方案”

上海：“上海后工业化时期地质—

资源—环境调查与应用示范实施方案”

福建：“福建省综合地质调查总体

实施方案”

华东地区初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共

同出资开展公益性地质调查的合作格局。

 中央资金：主要用于区域性面积调查，

以中比例尺为主。

 地方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地方特殊需

求的专题性调查，以中-大比例尺为主。

 点面结合，统筹部署。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一、立体对接，精准掌握需求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深入对接谋发展，协调联动见实效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1、长江经济带工作协调机制

中国地质调查局 + 11省（市）国土资源厅（局）

华东项目办 + 中南项目办 + 西南项目办 – “长江经济带地质环境综合调查工程”

2016年11月17日，长江经济带地质工作研讨会在南京成功召开，李金发副局长出席会议，11省（市）厅

局领导共同落实协调机制，交流工作进展与经验。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2、皖江经济带联席会议机制
 联席会议召集人：钟自然、张曙光

 成员：局相关部室负责人 + 皖江9市人民政府负责人 + 相关单位负责人

 办公室主任：潘海滨、邢卫国

 需求清晰、部署统一

 分工明确、实施协同

 科技引领、服务高效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3、赣州六县脱贫攻坚协调联动机制



华东项目办积极探索项目共管和成果共享机制，在华东地区已初步

建立城镇、城市和城市群三个层次的合作模式。

 城市群：皖江模式（与国土资源厅全面合作）

 城市：莆田模式（与地方政府、地勘单位合作）

 城镇：丹阳模式（与地方政府合作）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一、立体对接，精准掌握需求

二、央地融合，统筹工作部署

三、协调联动，创新工作机制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深入对接谋发展，协调联动见实效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在部省合作，统筹部署，协调联动框架下，华东地区

的大地质工作格局已经开始结出硕果。

一是整装集成，形成一批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地质调查成果。

《支撑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支撑服务皖江经济带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支撑服务长三角经济区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支撑服务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发展地质调查报告》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二是持续深化，形成地质调查成果服务区域发展的示范效应。

长三角地面沉降与地裂缝调查监测

浙江省土地质量地质球化学调查

上海市城市地质调查研究

丹阳小城镇综合地质调查

上述成果已经成为“驰名商标”，依托这些项目，还成长起一批懂地质、

爱地质、用地质的政府官员。



四、集成转化，提升服务水平

三是快速转化，订单式的地质工作及时满足特殊地区的特殊需求。

地球化学调查：快速开展工作，快速提交成果、快速转化应用支撑特色农业发展

水文地质调查： 超常推进调查，超前钻探成井，解决饮水困难，找到丰富的矿泉水



华东项目办对接地方需求，保障业务推进，服务

集成转化，取得一定成效，然而：

 如何以“三对接”更好促进地质工作方式转变？

 如何以方式转变更快提高地质工作服务水平？

 如何以高水准服务激活更多地质工作需求？

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

思 考



对接永无止境，合作才能共赢！

敬请批评指正！

报告人：邢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