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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气发〔2016〕131 号

重庆市气象局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贯彻落实市政府优化建设

工程防雷许可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气象局、城乡建设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

〔2016〕39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
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6〕57 号）精神，进一步明确和落实
建设工程防雷安全责任，保障建设工程防雷安全，优化建设工程
防雷许可程序，加强对建设工程防雷安全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细化措施，整合优化部分建设工程防雷许可方式
（一）气象、城乡建设部门要按照《重庆市气象部门、重庆

市城乡建设部门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监管项目清单》（见附件 1）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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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于 2016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有关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监管
工作交接，并签订《重庆市气象部门、重庆市城乡建设部门建设
工程防雷安全监管项目交接书》（见附件 2）。

（二）交接书签订前，气象部门仍应按原程序和流程实施建
设工程防雷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交接书签订后，气象、城
乡建设部门应各司其责，切实做好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监管；气象
部门对已受理的建设工程防雷许可项目，仍按原防雷许可方式进
行审批，相应防雷装置设计评价、施工监审和防雷装置检测等具
体工作仍由原市、区县防雷专业机构（市、区县防雷中心）负责。

（三）凡纳入气象部门防雷许可范围的建设项目，仍应按照
原审批程序和规定要求办理建设工程防雷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
可；纳入城乡建设部门防雷监管范围的建设项目，其施工图审查、
竣工验收备案应包含防雷专项技术内容。气象、城乡建设部门应
根据行政审批改革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应行政审批办事指南，
优化办事流程，缩短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

二、依法行政，加强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监管
（一）按照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气象、城乡建设部门应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尽职履责，将防雷安全纳入本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大检查、隐患排查、专项督查范畴，建立完善建设工程防
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台账，督促建设工程业主单位、施工单位
及时整改完善，确保建设工程防雷装置符合国家防雷规范和气象
主管机构规定的使用要求，保障建设工程防雷安全。

（二）气象部门要全面开放防雷装置检测市场，降低防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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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检测单位准入门槛，鼓励企事业单位申请防雷装置检测资质，
定期向社会公布依法取得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名单。建设工
程业主单位应委托有防雷装置检测资质单位承担防雷装置检测，
其防雷装置检测报告作为城乡建设部门竣工验收备案的重要组成
内容。气象、城乡建设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建设工程防
雷装置检测的监督管理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保证防雷装置检测质
量和建设工程防雷安全；要严厉打击和查处无资质、超越资质、
出借资质、挂靠资质以及拉人从事防雷装置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建设工程业主单位及设计、施工、监理、防雷装置检
测单位应落实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的主体责任，确保建设工程防雷
设计深度与内容、防雷施工工艺与质量、防雷检测项目与结论均
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防雷规范要求，确保建设工程防雷装置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入使用。气象、城乡建设
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督促建设工程各方防雷安全责任主体落实
相关主体责任。

三、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
（一）气象、城乡建设部门要建立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管理的

沟通协调机制，明确双方常态化沟通协调的机构和人员，每年双
方至少应召开一次协调会议，就优化建设工程防雷审批流程、需
要协调解决的重大问题、防雷安全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进行沟通
交流，增强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二）气象、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在雷电风险区划、建设工
程设计施工资质、防雷装置检测单位资质等领域信息共享，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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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防雷技术、防雷标准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建设工程
防雷安全事中事后监管地方标准体系。

（三）气象、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定期或不定期
组织开展建设工程防雷安全检查，监督检查建设工程防雷安全各
方责任主体单位的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建设工程防雷装
置与建筑主体工程“三同时”落实情况、防雷装置隐蔽部分施工情
况、防雷装置检测情况等内容，若发现问题的应及时督促整改，
确保建设工程防雷安全。

特此通知。

附件:1.《重庆市气象部门、重庆市城乡建设部门建设工程防
雷安全监管项目清单》

2.《重庆市气象部门、重庆市城乡建设部门建设工程
防雷安全监管项目交接书》

重庆市气象局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6年 12月26日

重庆市气象局办公室 2016年 12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