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状】
通过持续实施百万亩造林绿

化、 京津风沙源治理、 永定河综
合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
全面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全
面落实河长制等， 2017年生态涵
养区PM2.5年均浓度低于全市平
均水平；森林覆盖率达到53.25%，
比全市高10.25个百分点 ； 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25.9平方米， 比全
市高60%。

2012-2017年 ， 生态涵养区
地区生产总值平稳增长， 年均增
速为 8.5%左右，三次产业结构由
7.8： 46.2： 46优化为 3.9： 43.2：
52.9。 各区严把产业准入关， 严
格执行新增产业禁限目录， 对不
符合功能定位的企业坚决不予注
册。 中关村各区分园积极引进符
合功能定位、 占地少、 能耗低、
附加值高的重大产业项目， 逐步
培育壮大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

【亮点】
挤占生态空间将终

身追责
《实施意见》 提到， 严格按

照 “两线三区” 进行规划建设管
理，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严控房
地产开发建设， 严格控制建设规
模， 严格执行新增产业的禁止和
限制目录，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 位 的 各 类 开 发 活 动 ， 加 大
拆 违 控违力度 ， 确保区域生态
空间只增不减、 土地开发强度只
降不升。 明确各级各有关部门责
任， 及时开展督查检查， 抓好监
督执纪问责， 对突破生态保护红
线、 挤占生态空间、 解决突出环
境问题不力的， 严肃问责、 终身
追责。

《实施意见》 还提到， 推进
高水平的生态涵养保护。 继续推
进京津风沙源治理 、 太行山绿
化、 主要道路河流两侧绿色生态
廊道建设， 加强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 生态林断带治理、 生态清洁
小流域建设， 加快实施新一轮百

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全面落实河
长制、 湖长制。

加大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力度

加快推进市郊铁路网、 浅山
区 公 路 环 线 规 划 建 设 ， 加 强
生 态 涵养区各区之间的空间联
系； 加快完善铁路、 轨道交通、
高速公路等路网， 进一步提高生
态涵养区与中心城区、 北京城市
副中心之间的通达效率。 推动长
城文化带、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建设， 挖掘文化资源价值， 促进
文化旅游发展。 全面提升农村污
水、 垃圾处理水平。 加强城市公
共空间风貌设计， 加大文化休闲
设施、 街道人性化设施等配置力
度， 率先在怀柔科学城、 2019年
北京世园会、 2022年北京冬奥会
等功能园区构建智慧管理系统。
积极推进商业服务设施提档升
级 。 支 持 生 态 涵 养 区 各 区 通
过 共 建 、 托管等方式 ， 加强与
中心城区优质学校合作； 结合中
心城区非首都功能疏解， 推进实
现每个区有高等学校 。 通过新
建、 改扩建或支持现有医疗机构
提升能力水平， 实现每个区有1
所三级医院。

逐步扩大市级投资
支持范围和比例

根据 《实施意见》， 本市逐
步扩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
生态涵养区建设项目的范围和比
例， 促进区域发展条件改善。 加
大对生态涵养区乡村旅游发展涉
及的瓶颈道路、 停车场等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 市级资金
给予100%支持 。 房山区 、 昌平
区山区的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和
民生改善项目纳入生态涵养区市
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持政策， 园
林绿化和乡镇道路建设市级资金
支持比例提高到100%， 污水处
理骨干管网、 供水设施、 教育医
疗设施建设市级资金支持比例提
高到90%。

基础设施运维给予
财政倾斜

《实施意见》 提到， 调整完
善现行基础设施运维和公共服务
领域市级财政差异化支持政策，
向生态涵养区倾斜。

安排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奖补资金， 对生活垃圾处
理资源化、 减量化、 无害化水平
高的区优先给予补助。 在现行市
对区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基础上，
每年再新增安排生态涵养区每个
区1亿元； 对生态涵养区义务教
育公用经费 （生均日常定额部
分 ） 给予100%补助 。 提高生态
涵养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补助标
准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
标准。 利用好绩效成本预算改革
成果， 对生态涵养区社会办养老
机构给予支持。

建立7组结对关系

《实施意见》 中提到， 结合
各区财力和发展特征进一步优化
调整结对关系， 建立东城区-怀
柔区、 西城区-门头沟区、 朝阳
区-密云区 、 海淀区-延庆区 、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平谷区 、
丰台区-房山区 （山区 ）、 顺义
区-昌平区 （山区 ） 结对关系 ，
完 善 结 对 协 作 机 制 ， 培 育 壮
大 生 态涵养区各区主导功能和
产业。

建立跨区横向转移支付制
度， 结对区通过直接给予财政资
金， 或通过支持引导绿色产业项
目落地、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等多
种形式， 带动生态涵养区经济社
会发展。 对门头沟区、平谷区、怀
柔区、密云区、延庆区的支持规模
每年不低于1亿元，对房山区（山
区）、昌平区（山区）的支持规模每
年不低于0.5亿元，支持形式及规
模由结对区自行商定。

培育壮大主导功能和产业。
门头沟区要挖掘整合历史村落资
源， 提升京西古道品牌， 推动文
化旅游康养和户外运动产业发
展。 平谷区要以筹办2020年世界
休闲大会为契机， 推动特色休闲
旅游产业发展。 怀柔区要以怀柔
科学城、 雁栖湖国际会都建设为
契机， 推动绿色创新引领的高端
科技文化发展。 密云区要把保水
作为首要责任， 协同做好怀柔科
学城建设， 推动特色农业与旅游

休闲产业融合发展。 延庆区要抓
住筹办2019年北京世园会、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历史机遇， 推动冰
雪运动和园艺产业发展。 房山区
（山区） 要统筹历史文化和地质
遗迹资源， 推动国际旅游休闲产
业发展。 昌平区 （山区） 要统筹
历史文化和生态农业资源， 推动
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产业发展。

完善考评指标体系

根据 《实施意见》， 将推动
考评重点从经济增长等总量性经
济指标向绿色发展质量和生态建
设质量等高质量发展指标转变。
健全完善考评指标体系， 加强考
评结果运用， 将考评结果作为生
态涵养区党政领导干部奖惩任
免 、 市级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分
配、 市级重大活动和重大项目落
地选择的重要依据。

建立对环境保护 、 生态建
设、 减量发展、 就业增收、 城市
服务、 创新开放等领域的考评指
标体系， 加强对森林覆盖率、 主
要污染物减排、 能源消费总量和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率、
用水总量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水
耗下降率等生态环保类指标的考
评， 并相应加大权重设置。

【探访】
怀柔———

下大力气实施封山育林、百
万亩造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中幼
林抚育生态修复等一批生态工
程，进一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截
至2017年底 ， 怀柔区林地面积
18.3万公顷 ， 森林面积12.1万公
顷。 林木绿化率达到79.36%，森林
覆盖率达到57.04%。 今年，新一轮
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北上进山，
新增造林绿化面积2.26万亩 ，惠
及111国道沿线及周边镇乡。

密云———

2016年以来， 实施一系列保
水工程 。 退耕禁种 ， 退出库区
155米高程以下 10.4万亩耕地 。
畜禽禁养， 全面清退水库以及保
护区692家养殖场 （户）， 共计清
理畜禽20多万头 （只）。 库中岛
清理， 库区94个库中岛全部退出
生产经营， 拆除房屋面积1万余
平方米、 附属设施4.6万平方米，
将1.2万亩土地进行流转并实施

生态修复。 恢复密云水库周边、
清水河、 潮河、 白河湿地178公
顷， 全区湿地总面积达到1.14万
公顷。 截至今年10月17日， 密云
水库水位148.8米 ， 总蓄水量25.
62亿立方米 （2015年9月11日至
2018年6月1日南水北调注入水库
4.4亿立方米。）

延庆———

实施平原造林、 京津风沙源
治理、 五河十路平原生态林管护
等工程， 截至2017年底， 全区森
林面积达到了11.65万公顷 ， 森
林覆盖率达到58.41%， 林木绿化
率达到了70.95%。

房山———

2017年底， 全区公园总数达
35个 ， 总面积达817万平方米 ，
绿化覆盖率49.28%， 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4.59平方米/人 。 年内 ，
还将建成40万平方米口袋公园、
16万平方米代征绿地和6万平方
米小微绿地。

昌平———

2004年建立山区生态林补偿
机制。 截至2017年底， 山区生态
林管护员人均月补偿金已达830
元； 2012年至今， 昌平区累计发
放山区生态林管护补偿金2.46亿
元。 同时， 结合山区实际情况，
为解决留守老年人口就业问题，
全区将生态林管护员年龄上限设
为男70周岁、 女65周岁。

门头沟———

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 推动
矿山修复， 打造新区绿色廊道，
建设公园绿地44个，森林覆盖率、
林木绿化率达43.27%、 67.22%。
建设国家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
实施河长制， 66条658公里河道
河长体系全覆盖。 实施永定河生
态修复等工程。

平谷———

平原生态林累计建成总面积
达到了4.34万亩 ； 拆违复绿10.4
公顷。 截至目前， 全区森林覆盖
率达到了67.9%， 城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52.09%， 城区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20.7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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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京京发发布布生生态态涵涵养养区区实实施施意意见见
涉涉及及五五个个方方面面1166项项政政策策措措施施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范围包括门头沟区、 平谷区、 怀柔
区、 密云区、 延庆区， 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山区部分，
土地面积11259.3平方公里， 占全市面积的68%； 2017年常
住人口266.4万人， 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2.3%。 11月5日， 北
京市发改委公开发布市委市政府 《关于推动生态涵养区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
本次 《实施意见》 提出了五个方面16项政策措施， 实施期
限为2019年至2022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