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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申报须知

为做好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申报工作，请在认真阅读《国

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环科

财函〔2019〕74 号）《“十四五”生态环境科普工作实施方案》

（环办科财〔2021〕23 号）的基础上，进一步知悉以下内容。

一、申报流程

（一）意向单位申报

1．请有意申报科普基地的单位登录生态环境科普管理系统

（联系电话：010-62210711），在“用户登录”界面下方点击“注

册”，申请新账户。“用户名”建议采用主体科普场所中文名称，

如 xx 展览馆、xx 保护区、xx 焚烧厂等。

2．登录后，按照提示“修改单位信息”，包括单位所在省份、

通讯地址、科普工作负责人、科普工作联系人等信息，全部填写

完成后点击“保存”。

3．从左侧“基地申报”一栏进入，逐项填写和保存各项申报

材料。

4．全部填写完成后，点击上方“预览提交基地认证申报材料”

按钮，确认各项信息无误后点击底部“提交申报表”或右侧“提

交”按钮进行提交。如需修改，请点击底部“返回修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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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打印，可直接点击底部或右侧“打印”按钮。提交后如还需

修改，请联系推荐单位。

（二）推荐单位审核及报送

1．申报审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登录

生态环境科普管理系统（无需注册新账户，由基地管理办公室直

接分配账号，联系电话：010-62210711），从左侧“基地管理”

栏进入“基地申报”栏目，可查阅和打印本地区的申报材料，会

同同级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申报材料审核与现场核查。

2．推荐报送。在管理系统中对每家申报单位提交审核意见（分

为通过、不通过、退回基地），待全部审核完成后，形成拟推荐

名单，经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通过管理系统“上传

推荐函”按钮上传签字盖章齐全的推荐函。如申报材料需修改，

审核意见栏请选择“退回基地”，申报单位可修改后再次提交。

二、申报须知

1．“申报单位名称”需为法人单位名称，“申报基地名称”

是指申报单位内具有生态环境科普功能的场所（如 xx 展览馆、xx

保护区、xx 焚烧厂等，不建议直接使用 xx 科普基地），可与“申

报单位名称”相同。

2．科普人员：科普专职人员指从事科普工作时间占其全部工

作时间 60%及以上的人员；科普兼职人员指在非职业范围内从事

科普工作，仅在某些科普活动中从事宣传、辅导、演讲等工作的

人员以及工作时间不能满足科普专职人员要求的从事科普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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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3．展示面积：用于各类展示的实际使用面积，不含公共设施、

办公室和用于其他用途的使用面积。

4．科普经费：即本单位内可专门用于科普工作管理、研究以

及开展科普活动、进行科普场馆建设等科普事业的各项经费之和。

5．组织架构图：应清晰地展现出科普工作所在部门或其分工。

6．科普特色照片：重点展现科普展厅和室内外科普展项（含

其说明牌）、参观通道（含导览导视）、科普活动等。在上传照

片时，应对照片内容进行简要说明。

7．科普宣传品：图文类宣传品请提供封面、目录和正文等样

张，视频类请提供在线播放链接。

8．申报单位承诺书：申报单位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9．上传文件的格式为 jpg 或 pdf，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

三、推荐单位审核要点

1．审核原则

（1）坚持分类审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中科普基地申

报类别和相关标准进行审核。

（2）坚持科学优先。牢牢把握科普基地的基本定位，把科

学性、开放性放在首位，避免仅仅是日常工作总结宣传和产品、

业绩的展示。

（3）坚持宁缺毋滥。按照“宁缺毋滥”的要求，筛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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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设施全、管理好的基地。

2．重点审核内容

（1）注重生态环境特色。依托科研成果、科研设施、自然

景观、生产工艺等自身资源，以及室内外科普展示、讲解词、科

普宣传品、科普活动等科普资源，从内容上体现较为鲜明的生态

环境科普特色，符合生态环境中心工作的主流价值观。

（2）注重科普展示互动。科普展示手段和方式、参观路线、

室内外导览导视、新媒体传播等，展示技术手段在同类性质单位

居领先水平，知识准确、科技含量高、信息量丰富，兼具互动性

和趣味性。

（3）注重科普活动创新。围绕自身科技和科普资源，举办

丰富的生态环境科普活动，设有配套的青少年科普教育课程等，

契合所面向群体的科普需求，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与社会影响力。

（4）注重科普管理保障。包括专兼职科普工作人员配备，

科普经费投入及运营管理情况，科普工作管理制度和规划等，需

具有较为稳定合理的科普经费和人员结构，可行的年度生态环境

科普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