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文件

云林发[ 2019 J 51 号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认真贯彻

执行〈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

督办追责办法〉的通知

各州、市林业和草原局:

现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

办追责办法〉的通知~ (林生发[ 2019 J 55 号，以下简称《督办

追责办法~ )印送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认真学习精神实质准确把握相关规定

《督办追责办法》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强化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出台的重要举措;是针对当

前我国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扩散的严峻形势，为全面落实疫情防

治责任，加强疫情防治工作，有效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

作出的重要规定。各地要组织林草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依序开展松材线虫

病疫情防治工作。同时，要向当地党委政府作好汇报，全面加强

政府对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工作的领导和保障。

二、尽职履责，全面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要求

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松材线虫病监测、普查、检疫、疫

情报告和疫情防治等的工作要求及规定，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疫

情监测普查，确保疫情及早发现。严格疫情报送制度，确保疫情

上报及时、全面、准确 O 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生区要进一步加强疫

情处置和疫木监管力度 严格执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新修订的

《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和《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

案~ ，确保完成除治任务。

三、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机制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实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O 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松材线虫病的监

测、检疫和治理。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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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参加的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领导机构或者临时指挥机

构，制定有关松材线虫病防治的应急预案和防治方案，加强林业

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组织建设，健全地区和部门之间、地区

与地区之间的防治协作机制 O 要建立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双

线"责任制，将有关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完成情况列入政府考核

评价指标体系 O 按照有关要求将松材线虫病疫情普查、监测预

报、检疫封锁、疫情除治和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纳人本级财

政预算。

附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

办追责办法》的通知(林生发 [2019J 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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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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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文件
林生发[ 2019 J 55 号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

〈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内蒙古、大兴安岭

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司局、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工作

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 2002 J 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H 国办发 [2014J26 号)，全

面落实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责任，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治工作，我

局研究制定了《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 (见附件)，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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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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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落实疫情防治

责任，根据《森林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 n、《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松材线虫病预防和除治工作

的通知 y (国办发明电[ 2002 J 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 y (国办发[ 2014 J 26 号)等

有关文件，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是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林业

主管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领导成

员、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有关机构领导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灾害，是指因松材线虫病造成森林

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害的事件。

第四条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实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领导负

责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松材线虫

病的监测、检疫手口治理。

第五条 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和追责遵情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注重实效、权贵一致、失(渎)职追贵、尽职免贵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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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坚持问题导向，督促地方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履行疫情防

治职责，提高疫情防治成效。

第二章履责认定

第六条 地方各级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履贵

不到位。

(一)贯彻中央有关生态安全保护的决策部署不力，执行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不力，落实国务院有关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决策

部署不力的;

(二)未按照有关要求建立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责任制，未

将有关松材线虫病防治目标完成情况列入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以及防治责任落实不到位，没有按时完成防治目标任务的;

(三)未按照有关要求建立政府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

防治领导机构或者临时指挥机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组织建

设滞后，地区和部门之间协作机制不健全的;

(四)未按照有关要求将松材线虫病疫情普查、监测预报、

检疫封锁、疫情除治和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且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的;

(五)未按照有关要求制定本行政区域有关松材线虫病疫情

防治的应急预案和防治方案，疫情防治组织不到位，疫情处置不

力的;

(六)其他履贵不到仕的情形。

-4 一



第七条 地方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

定为履贵不到位。

(一)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松材线虫病

防治的决策部署不力，或者执行《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

法》、《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等有关要求不力的;

(二)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普查工作落实不到位，疫情发

现不及时的;

(三)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未按照有

关规定划定、公布、撤销疫区和疫点的;

(四)未按照有关要求制定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作业设计，

以及采取防治措施不科学，防治监督指导不到位，防治资金使用

成效不高的;

(五)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不严，检疫执法组织不力，出现

违法违规运输、加工、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事件的;

(六)其他履贵不到仕的情形。

第三章认定标准

第八条 困地方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履贵不到位，造成以

下情形的，视情形严重程度进行督办和追责。

(一)松材线虫病疫情发现不及时的;

(二)松材线虫病疫情处置不力的;

(三)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不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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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按照规定报告松材线虫病疫情的;

(五)其他需要督办和追贵的情形。

第九条 出现本办法第八条情形，并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

应当予以督办。

(一)县级行政区内松材线虫病首次发现的发生面积(病死

树数量)达到 50 公顷以上( 750 株以上)的;

(二)松材线虫病县级发生区没有完成年度除治任务，且疫

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50 公顷以上( 750 株以

上)的;

(三)出现违法违规跨县级以上行政区运输、加工、经营和

使用疫木及其制品事件的;

(四)出现不按照规定报告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的。

第十条 出现本办法第八条情形，属于下列情节的，应当予

以追责。

(一)造成较大生态灾害、重大生态灾害、特大生态灾害的;

(二)一个年度内出现 3 起以上违法违规跨县级以上行政区

运输、加工、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事件;

(三)超过规定时限 3 个月以上报告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

或者故意少报、多报、目前报疫情信息的。

第十一条 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认定为"较大生态灾害"。

(一)县级行政区内松材线虫病首次发现的发生面积(病死

树数量)达到 200 公顷以上 400 公顷以下( 3000 株以上 6000 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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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二)松材线虫病县级发生区没有完成年度除治任务，且疫

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200 公顷以上 400 公顷

以下( 3000 株以上 6000 株以下)的。

第十二条 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认定为"重大生态灾害"。

(一)县级行政区内松材线虫病首次发现的发生面积(病死

树数量)达到 400 公顷以上 600 公顷以下( 6000 株以上 9000 株以

下)的;

(二)松材线虫病县级发生区没有完成年度除治任务，且疫

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400 公顷以上 600 公顷

以下( 6000 株以上 9000 株以下)的。

第十三条 符合以下标准之一的，认定为"特大生态灾害"。

(一)县级行政区内松材线虫病首次发现的发生面积(病死

树数量)达到 600 公顷以上( 9000 株以上)的;

(二)松材线虫病县级发生区没有完成年度除治任务，且疫

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较上年度增加 600 公顷以上( 9000 株

以上)的。

第四章督办与追责

第十四条 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防治工作督办采取下达督办

通知、约谈或者通报的方式开展。对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查清责任主体，确定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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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对象，开展督办工作。

(一)责任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对相关县级以上地

方政府进行督办;

(二)责任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的，对相关县

级以上地方林业主管部门进行督办。

第十五条 地方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在松材线虫病疫情防

治工作履贵不到位，并符合下列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所列情况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吵，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

有关规定，确定追责对象，提出处理建议，移送有关纪检监察部

门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进行追责。

第十六条 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对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领导成员以及有关机构领导人员的处理意

见后进行移送。

(一)造成较大生态灾害的;

(二)第十条第二款、第三款所列情节的;

(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督办后，林业主管部门不整改

或者整改不到仕的。

第十七条 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对所在地政府有关领导成员的处理意见后进行移送。

(一)造成重大生态灾害的;

(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进行督办后，地方政府不整改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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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不到仕的。

第十八条 属于造成特大生态灾害的，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提出对所在地政府主要领导的处理意见后进行移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领导成

员、林业主管部门有关机构领导成员利用职务之便，限制、干扰、

干预、阻碍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指使篡改、伪造疫情信息的，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处理意见后移送有关纪检监察部门或者

组织(人事)部门进行追责。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领导成员、林业

主管部门有关机构领导成员已经依法履行职责，但因非人为原因

导致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事件发生，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上级

主管部门，可免于追责。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疫情发现不及时"是指县级行政

区首次发现的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达到一定数量

的情形;

本办法所称"疫情处置不力"是指松材线虫病县级发生区没

有完成年度除治任务，且疫情发生面积(病死树数量)较上年度

增加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形;

本办法所称"疫木监管不严"是指出现违法违规跨县级以上

行政区运输、加工、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事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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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不按规定报告疫情"是指超过规定时限报告或

者故意少报、多报、瞒报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公开属性:侬申请公开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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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