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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zfgb/2018/gb1074/201810/t20181016_14289313.htm） 

 

附錄 

 

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深圳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深府函〔2018〕42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深圳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人居环境委反映。 

 
 

深圳市人民政府 
2018 年 9 月 25 日 

 

 

深圳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为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果断淘汰那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和企业，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

步提升生态环境、优化营商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深圳河、茅洲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五河流域”为重点开展“散乱污危”企

业（场所）综合整治，全面摸清“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的现状底数，依法实施分类整治。其

中，2018 年重点整治“五河流域”、涉黑臭水体治理的城市交界区域、工业聚集区、工业园区，

年底前完成整治任务的 40%；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基本完成整治任务，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多赢。 

二、整治原则 

（一）坚持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

低端制造产业，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二）坚持依法依规。明确法律依据、建立整治标准，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企业诚信管理，推行失信联合惩戒，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三）坚持以人为本。将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安全健康生活的追求作为整治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着力解决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四）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做到“关停要坚决、搬迁有去处、整改有标

准”。强化政策统筹，实施激励约束政策，引导企业合法经营、规范发展，坚决禁止“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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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成立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安

全监管、环境保护、经贸信息工作的市政府领导任副组长，各区政府（含新区、合作区管委会，

下同）和市发展改革委、经贸信息委、规划国土委、人居环境委、市场和质量监管委、公安局、

人力资源保障局、水务局、安全监管局、法制办等部门为成员单位。 

领导小组下设市“散乱污”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办公室（下称市“散乱污”整治办），该

办公室设在市人居环境委，由市人居环境委主要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统筹协调“散乱污”企

业（场所）综合整治；下设市“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办公室（下称市“危”整治办），该

办公室设在市安全监管局，由市安全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统筹协调“危”企业（场

所）综合整治。 

各区政府应按照本方案要求部署落实“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整治工作，并相应成立领

导小组，组织各部门、各街道开展整治行动，如期完成整治任务。 

四、整治内容 

（一）整治标准。 

1．整治对象。本方案所称的“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

规划，未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或登记手续，污染物排放不达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场所）。 

“散”是指：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没有按要求进驻工业园区的规模以下企业（场所）。 

“乱”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应办而未办理发展改革、经贸信息、规划国土、环境保护、

市场和质量监管、水务、安全监管等审批或登记手续，存在于居民集中区的工业企业、工业摊点、

工业小作坊。 

“污”是指：依法应安装污染治理设施而未安装或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备，不能实现稳定达

标排放的企业（场所）。 

“危”是指：不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企业（场所）。 

2．整治范围。本方案整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有色金属熔炼加工、橡胶生产、制革、化工、

陶瓷烧制、铸造、丝网加工、轧钢、耐火材料、碳素生产、石灰窑、砖瓦窑、水泥粉磨站、废塑

料加工、小炼油、玻璃加工制造、纺织印染、合成纤维制造、印刷、表面涂装、家具、制鞋、汽

修、洗涤、机械加工、食品加工、石材加工、废品回收加工、人造板制造、电子元件制造、酸洗

磷化等领域的小型制造加工企业，以及涉及使用切削液、涂料、油漆、油墨、胶粘剂、有机溶剂

等化工原料的小型企业或加工点。 

3．整治措施。按照关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三种方式实行分类整治。 

关停取缔：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依法应办理而未办理相关审批或登记手续，违法排污严重

的企业（场所），达到法律规定停产、停业、关闭情节的，依法关停取缔，做到“两断三清”（切

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 

整合搬迁：对达不到停产、停业、关闭条件，不符合产业布局规划、未进驻工业园区的规

模以下企业（场所），但符合产业政策的，组织开展综合评估，整合后达到相关管理要求应限期

整合搬迁进驻工业园区，并依法补办审批或登记等手续。 

升级改造：对达不到停产、停业、关闭条件，未列入整合搬迁计划，符合产业政策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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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规划，依法可以补办相关审批或登记手续的，依法限期整改并办理审批或登记等手续，纳入

日常监管。 

有关整治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深圳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分类整治标准》（附件 1）

所列情形。 

（二）整治步骤。 

1．自查自纠阶段（2018 年 9 月 30 日—10 月 31 日）。 

（1）发布整治通告。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市“散乱污”整治办、“危”整治办发布通告，

明确“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整治的对象、范围、标准、要求等内容，公布投诉电话，受理群

众投诉举报。（责任单位：市人居环境委、安全监管局） 

（2）开展自查自纠。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各相关企业根据通告要求，对照整治标准进行

自查自纠，自行整改、搬迁或关闭。（责任单位：各相关企业） 

2．全面排查阶段（2018 年 9 月 30 日—12 月 31 日）。 

（3）组织业务培训。2018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对各区“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排查整

治的业务培训，重点培训排查标准、内容、要求和 APP 使用等。（责任单位：市人居环境委、安

全监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经贸信息委配合） 

（4）开展全面排查。各区政府组织专门排查队伍，引入第三方力量，逐栋逐户开展拉网式

排查，摸清企业基本情况，运用 APP 填报企业信息，建立名录清单和问题清单。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辖区“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的全面排查工作。（责任单位：各区政府牵头，市发

展改革委、经贸信息委、人居环境委、安全监管局配合） 

（5）建立整治清单。根据排查结果，按照“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界定标准，确定辖区

内所排查企业（场所）是否属于“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建立准确真实的整治清单，明确存

在问题、整治方式、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在整治过程中，有新发现“散乱污危”企业（场所）

的，另行建立分类整治动态管理清单，纳入整治范围。（责任单位：各区政府牵头，市发展改革

委、经贸信息委、人居环境委、安全监管局配合） 

3．分类整治阶段（2018 年 9 月 30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 

（6）突出整治重点。各区政府按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黑臭水体整治的要求，着重抓好

涉水“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的整治工作，集中力量优先完成对河流水质影响较大的“散乱污

危”企业（场所）整治。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辖区 40%以上的整治任务。（责任单位：各

区政府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经贸信息委、人居环境委、安全监管局配合） 

（7）边排查边整治。各区政府对“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开展联合整治，按照整治标准

采取关停取缔、整合搬迁、升级改造等措施，做到边查边治、立查立改。（责任单位：各区政府

牵头，市发展改革委、经贸信息委、人居环境委、安全监管局配合） 

（8）实施销号管理。各区政府对照整治清单，建立整治销号管理制度，做到排查一家、整

治一家、销号一家。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基本完成“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整治任务。（责任

单位：各区政府） 

4．复查核查阶段（2018 年 10 月 3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 

（9）加强整治复查。各区政府对照排查整治清单严格把关、查漏补缺，做到排查无盲区、

整治无死角、结果不反弹。（责任单位：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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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开展核查评估。市“散乱污”整治办、“危”整治办负责组织对各区政府“散乱污危”

企业（场所）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核查评估，及时纠正排查不全面、不真实，整治不严格、不到位

等问题，并总结评估整治成效。（责任单位：市人居环境委、安全监管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

经贸信息委配合） 

五、工作要求 

（一）压实整治责任。发展改革、经贸信息部门按照分类整治标准指导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严把产业政策及审批关。对符合条件的，依法补办相关手续。环境保护部门牵头组织对“散乱污”

企业（场所）的排查整治工作，依法严厉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对适用行政拘留、涉嫌犯罪的

环境违法案件，及时调查取证移交公安部门。对符合补办审批条件的，依法办理环保相关手续。

安全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对“危”企业（场所）的排查整治工作，依法查处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的企业（场所），并及时向市环境保护部门报送“危”企业（场所）整治工作情况。财政部门将

整治行动经费纳入预算予以保障。规划土地监察部门依法查处“散乱污危”企业（场所）违法用

地行为。对符合条件的，依法完善相关用地手续。市场和质量监管部门依法查处“散乱污危”企

业（场所）的无照经营行为和产品质量违法行为（无证无照的违法行为由行政许可审批部门负责

查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核准注销登记。对符合条件的，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公安部门结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涉及“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的各类黑恶势力。依法惩治暴

力抗法和干扰破坏“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查处工作的违法犯罪行为。按两法衔接要求，及时

办理相关部门移交的案件。消防部门依法查处“散乱污危”企业（场所）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

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依法查处“散乱污危”企业（场所）违反劳动保障规定的行为。水务部门

依法查处“散乱污危”企业（场所）违法设置取水井、入河排污口的行为，依法注销已关停取缔

企业的取水许可证。对符合条件的，依法补办相关手续。法制部门提供“散乱污危”企业（场所）

整治的法律指导。供电、供水企业在收到政府执法部门下发的停电、停水通知后，对关停取缔企

业依法实施断电断水等措施，同时加强监督检查，严防断电断水后私拉乱接。其他有关单位依法

严厉查处不符合本行业本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各区政府做好“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整

治的组织部署、推进落实、后勤保障、信息上报等工作。各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责任，组织专门

力量开展排查整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二）形成工作合力。市场和质量监管、安全监管、环境保护等部门要加强资源整合和信

息共享，提高整治工作的精准性。各区政府要建立行业企业准入负面清单，明确街道、社区管理

职责和不动产物业责任。同时，将整治工作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环保“利剑”

等专项行动结合，统筹部署、统一行动，形成工作合力。各街道办事处应将“散乱污危”企业（场

所）排查整治纳入网格化管理，建立巡查机制，每月完成社区内企业（场所）的巡查，防止回潮

反弹。 

（三）开展交叉执法。按照“异地检查、移交问题、落实整改、通报情况”原则，市“散

乱污”整治办、“危”整治办牵头组织各区政府开展交叉执法，共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排除外

界干扰、提升整治效果。 

（四）加强督察督导。参照中央、省环境保护督察模式，将各区政府“散乱污危”整治工

作纳入市级环境保护督察范围。对排查不到位、整治不落实、进度明显滞后、监管严重失职的，

进行通报批评并约谈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对整治工作取得突出成效的，予以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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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励社会监督。加大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力度，实施“散乱污危”企业（场所）整

治有奖举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参与整治工作，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

会监督的良好局面。 

（六）做好信息工作。建立“散乱污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信息公开制度，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在市、区政府网站开设专栏公开整治情况。公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名称、地址、

整治责任单位、整治责任人、整治措施、整治时限等。2018 年 10 月起，每月底前在专栏公开整

治进度。对已查处的“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应及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广东）”

和“信用广东网”公示违法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各区政府应于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期间，

每季度第 1 个月的 5 日前向市“散乱污”整治办、“危”整治办报送情况（附件 2、3、4、5）。整

治期间，确因实际需要调整“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分类整治措施的，由各区政府审核把关后

报市“散乱污”整治办、“危”整治办。建立信息报送联系人制度，各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应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向市人居环境委和安全监管局报送整治工作的分管领导和联系人员名单（附

件 6）。 

附件：1．深圳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分类整治标准 

2．___区“散乱污”企业（场所）综合整治清单（略） 

3．___区“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清单（略） 

4．___区“散乱污”企业（场所）综合整治进度表（略） 

5．___区“危”企业（场所）综合整治进度表（略） 

6．___区（单位）“散乱污危”综合整治联系人信息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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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散乱污危”企业（场所）分类整治标准 

序号 类别 定义 整治类型 整治依据 指导部门 整治要求 整治路径 

1 

“散”企

业（场所） 

不符合产

业布局规

划，没有

按要求进

驻工业园

区的规模

以下企业

（场所） 

不符合《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中“工业发展与

布局”和《深圳市战略新兴产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的高

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两高一低）

企业（场所）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深圳市战略新兴产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贸信息委 

市规划国土委 

整合搬迁 

组织评估—列入整

合计划—确定去向

—限期搬迁入园—

升级改造—完善手

续 

2 
位于居民集中区的工业摊点、工

业小作坊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及相关法律法规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贸信息委 

市规划国土委 

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市安全监管局 

市公安消防局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3 
位于一级水源保护区的企业（场

所） 

《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九

十一条 

市人居环境委 

市规划国土委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4 
位于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企业

（场所）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市规划国土委 整合搬迁 

组织评估—列入整
合计划—确定去向
—限期搬迁入园—
升级改造—完善手
续 

5 
位于河道工程的保护范围控制线

内的企业（场所） 

《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第五

条、第九条 
市水务局 整合搬迁 

组织评估—列入整
合计划—确定去向
—限期搬迁入园—
升级改造—完善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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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定义 整治类型 整治依据 指导部门 整治要求 整治路径 

6 

“乱”企

业（场所） 

不符合产

业政策，

应办而未

办理发改、

经信、规

划国土、

环保、水

务、市场

监管、安

全监管、

街道等审

批或登记

手续，存

在于居民

集中区的

工 业 企

业、工业

摊点、工

业小作坊 

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年本）（2013 年修正）》

中“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的相关

产业，主要涉及淘汰落后产能行

业：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

电石、电解铝、铜冶炼、水泥（熟

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

革、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等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

本）（2013 年修正）》及相关法律法规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贸信息委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7 

属于《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

《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准入指引

目录（2014年本）》中“禁止类”

产业：使用落后工艺、技术、设

备，不符合排放要求的制革、电

镀、印染、线路板、表面处理等

项目 

《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

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深圳市社

会投资项目准入指引目录（2014 年

本）》及相关法律法规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贸信息委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8 

符合《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

及《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准入指

引目录（2014年本）》，依法应办

理而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或登记

手续的工业企业（场所） 

《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

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深圳市社

会投资项目准入指引目录（2014 年

本）》及相关法律法规 

市发展改革委 

市经贸信息委 

市规划国土委 

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 

市人居环境委 

市水务局 

市安全监管局 

市公安消防局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下达限期整治决

定—完成任务后完

善审批手续—纳入

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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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定义 整治类型 整治依据 指导部门 整治要求 整治路径 

9 

“污”企

业（场所） 

依法应安

装污染治

理设施而

未安装或

污染治理

设施不完

备，不能

实现稳定

达标排放

的 企 业

(场所) 

有污染物排放，无环保审批手续，

不符合规划布局和产业政策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第二十一条； 

《关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

环评〔2018〕18号）第三条第二款； 

《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和备案管理名录》（深人环规

〔2018〕1号）；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第五版）》“第十二章实施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

裁量标准” 

市人居环境委 

市经贸信息委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或依法责令恢

复原状） 

10 
有污染物排放，无环保审批手续，

符合规划布局和产业政策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

一条、第二十一条； 

《关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

环评〔2018〕18号）第三条第一款； 

《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和备案管理名录》（深人环规

〔2018〕1号）；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第五版）》“第十二章实施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

裁量标准” 

市人居环境委 

市经贸信息委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下达限期整治决

定—完成任务后完

善审批手续—纳入

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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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定义 整治类型 整治依据 指导部门 整治要求 整治路径 

11 

“污”企

业（场所） 

依法应安

装污染治

理设施而

未安装或

污染治理

设施不完

备，不能

实现稳定

达标排放

的 企 业

(场所) 

有污染物排放，有环保审批手续，

无污染防治设施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

例》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第五版）》“第十二章实施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

裁量标准” 

市人居环境委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下达限期整治决

定—完成整改任务

—纳入日常监管 

12 
有污染物排放，有环保审批手续，

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备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八
十三条第（三）项；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九
十九条；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第五版）》“第十二章实施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
裁量标准” 

市人居环境委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下达限期整治决

定—完成整改任务

—纳入日常监管 

13 
有污染物排放，有环保审批手续，

污染物经治理不能达标排放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第八十三
条第（二）项；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第五版）》“第十二章实施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
裁量标准” 

市人居环境委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情节严重的）—落

实“两断三清”要求

（切断工业用电、用

水，清除原料、产品、

生产设备） 

14 

有污染物排放，有环保审批手续，

污染物排放不符合排污许可要求

的 

《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第八
十三条第（一）项；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第九
十九条第（一）项； 
《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标准（第五版）》“第十二章实施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以及责令停业、关闭
裁量标准” 

市人居环境委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下达限期整治决

定—完成整改任务

—纳入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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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定义 整治类型 整治依据 指导部门 整治要求 整治路径 

15 

“危”企

业（场所） 

不遵守安

全生产法

律法规，

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落实不到

位，存在

重大安全

隐患的企

业（场所） 

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市安全监管局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16 

不具备《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

件，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的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 市安全监管局 关停取缔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17 

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

如粉尘企业十大重点隐患问题，

涉氨制冷“两类重大隐患”等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工贸

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 

市安全监管局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暂时停产停业—
下达限期整治决定
—完成任务后完善
审批手续—纳入日
常监管 

18 
存在高风险且无法有效管控降低

风险的风险点、危险源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集中

开展城市风险点危险源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的通知》（粤办函〔2016〕406

号） 

市安全监管局 关停取缔 

停产整顿，达到要求
依法下达关停决定
—落实“两断三清”
要求（切断工业用
电、用水，清除原料、
产品、生产设备） 

19 

违反《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

存在安全隐患或其他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未改正的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

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

十六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九条、

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

二条 

市安全监管局 升级改造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暂时停产停业—
下达限期整治决定
—完成任务后完善
审批手续—纳入日
常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