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 2024 年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计划和措施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建设美丽北京的重要一年。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本区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根据全市部署，结合本区工作实际，制定 2024
年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计划和措施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

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新时代

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北京贡

献昌平力量。

二、目标指标

（一）总体目标

全面完成市委生态文明委 2024年工作要点、《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4年行动计划》确定的昌平区各项目标任务。全区生态

环境质量巩固提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屏障。

（二）具体指标

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全市及各区碳排放强度同比持续下降,较 2020 年

累计下降 15%左右。尽最大努力巩固改善空气质量，PM2.5 年均浓度达到 30 微

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76%，重污染天数比率控制在 4%，降尘量控制在

4.5吨/平方公里·月左右（扣除沙尘影响）。地表水国家和市级考核断面水质全

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42.8%，无劣Ⅴ类水体。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水耗、能

耗达到市级要求。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大于 95%，
重点建设用地 100%安全利用。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 9 个，完成造林绿化面

积 7010亩以上。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力争稳中向好。

三、主要任务

（一）狠抓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一是推动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推进低 VOCs 含量产品源头替代，对生产、销

售、使用环节涂料、胶粘剂、清洗剂、油墨等含 VOCs 产品开展抽检，鼓励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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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企业使用符合国家和本市标准的低（无）VOCs 含量原辅材料，对生产、销

售环节的车用油品、氮氧化物还原剂和车用油品清净剂产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查。

二是推进氮氧化物减排。优化车辆结构，推动公交、出租、环卫、邮政等重点行

业车辆新增和更新车辆为纯电动车或氢燃料电池车，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监管。三是提升扬尘治理水平。依托构建昌平区生态环境在线监测网络，

搭建大气环境“监测-监管-评估-分析-决策支持”管理体系，实现昌平区 PM2.5、优

良天、道路尘负荷、裸地管控等指标的巩固与改善。加强问题线索发现、推送核

实和整改落实，督促工地（场站）严格落实扬尘管控措施及“门前三包”，强化工

地（场站）出口 100米范围内巡查和清扫保洁。排查整治处罚渣土运输车夜间泄

漏遗撒问题，强化渣土消纳（资源化）场所扬尘管控要求。开展裸地生态治理和

林下植被种植，积极推进“揭网见绿”。

（二）持续开展应对气候工作

一是推进能源低碳化发展。组织落实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替代方案，推动可再

生能源规模化利用，积极推动绿电交易，促进区内绿电消纳。二是构建绿色低碳

产业体系。有序推动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制造业企业和制造环节调整退出。

推动氢能产业发展，持续推动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能源谷”等产业发展，打造北京

综合能源服务先行示范区。三是推进建筑领域低碳化。落实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

条例，大力推广超低能耗建筑，加快装配式建筑发展。四是完善绿色交通体系。

大力推进机动车“油换电”、充换电设施建设。推动回龙观中心站、沙河高教园区

等公交场站建设。五是加强碳排放单位管理。建立本区纳入北京市碳市场的碳排

放单位台账，督促碳排放单位按时完成碳排放报告、核查和履约工作。六是强化

低碳试点示范作用。组织开展低碳试点示范，征集低碳领跑者、气候友好型示范

区域项目。七是加强城市气候适应性建设。落实本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推

广开展“海绵校园”、“海绵公园”、“海绵道路”等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建成区海绵

城市达标面积比例不低于 36％。

（三）深入推进“三水”统筹

一是强化水资源保护。结合饮用水供水工程和水源地布局调整，动态更新全

区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井、取水量及供水人口等数据；加强饮用水水质检测，对水

质不达标的饮用水水源，采取水源置换、集中供水、深度处理等措施确保饮用水

安全。持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区生产生活用水总量控制在市级下达的用水

指标以内，万元 GDP用水量比 2023年下降 1%左右。二是深化水环境治理。加

强汛期污染防治，汛前持续开展“清管行动”，提前对雨水管涵、雨污合流管涵、

雨水口（雨箅子）等进行全面清掏并加大巡查、清理力度，加大雨污混接错接巡

查整治力度，实现雨污混流动态清零。加强汛期河湖水环境精细化管理，雨后

24小时内对国市考断面所在重点水体及时清理垃圾、漂浮物。开展雨后入河排

口排污检查，严厉打击污水直排、借雨偷排行为。用好水环境自动监测网及预警

平台，推动水环境精细化管理。三是加强水生态修复与建设。统筹生活、生产、

生态用水配置，加强河湖生态用水保障，鼓励再生水用于河湖生态补水。全区受

灾地区实施受损河道生态修复，恢复河道自净能力。

（四）稳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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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地制宜管控耕地土壤污染。保障重点耕地安全利用，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稳定达到 95%以上，土壤肥力基本保持稳定。二是强化建设用地风险管控。

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或者达到 95%
以上且当年依法处罚、整改到位。针对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的地块，督促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法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

三是加强小微医疗废物收运处置。完善“小箱进大箱”等工作机制，健全小微医疗

机构医废收运体系。鼓励依托工业园区等危废暂存设施，开展服务小微产废单位

的工业危废收集转运试点。四是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强化放射源全过程监管，

开展辐射工作单位监督检查与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不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做好

重大活动、会议期间的核与辐射安全保障工作。

（五）持续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

一是精准提升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成平原生态林林分结构调整 1
万亩，实施林下补栎工作栽植栓皮栎 9.28万株，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 9 个。

2024年计划实施山区森林健康经营林木抚育 5.38 万亩。二是回龙观、天通苑生

态休闲公园完成建设并开园，推进奥北森林公园（三期）、未来科学城生态休闲

公园（东小口一期、沙河二期）建设。实施小微绿地 5处。改造低效果园 1.5 万

亩，建设老北京水果资源保护利用综合性示范基地 2个。三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

护，推进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及评估，摸清底数。强化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持续

开展陆生野生动物临时收容救护，依法查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栖息地等违法

行为。四是编制完成昌平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完成 5 个图斑（面积约 22.84
公顷）治理工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生态修复，完成年度修复任务。

做好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和例行巡查。五是推动“两山”基地建设实施方案落实，

开展“两山”基地建设进展评估，深入挖掘转化路径模式，着力提升“两山”基地建

设质量。六是编制实施《昌平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提升行动方案》，推动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七是制定实施《北京市昌平区生态文明建

设规划（2023-2035年）》，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

（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一是严格落实“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加快推进剩余街区规划报批、镇域审查

及报审工作。二是提升能源高效利用水平。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服务，强

化节能主体责任，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三是持续推进建筑绿色化工作。编制

完成《北京未来科学城建筑绿色低碳建设实施方案》，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30万平方米。四是优化产业结构。持续推动不符合功能定位的 2 家一般制造业

和污染企业疏解提质，鼓励 8家企业实施绿色智能化技术改造，组织开展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等绿色制造示范创建工作。五是提高绿色金融的引领带动能力。强

化资金政策支持，拓宽绿色融资渠道，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推动“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六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深入实施《北京市节水条例》，2024 年

全区新水用水总量控制在市级下达指标范围内。七是研究制定《昌平区推动生态

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2024年工作计划》，统筹推进各项年度重点任务和

结对协作重点实事。八是推进生活垃圾全流程精细化管理。提升各品类垃圾全流

程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日检查、月考核、月通报”机制，持续推进“城管执法

精准进社区”，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九是开展生态文化建设。传播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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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继续推动建设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

色出行、绿色商场、绿色建筑。

（七）推动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一是持续推进第二轮中央和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严格落实中央和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妥善办理中央和北京市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交办信访问题。二是科学实施考核评价。根据市级部署，做好全区 2023
年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的自查等工作，根据北京市高质量发展评价考核中绿

色发展相关指标考核情况，落实整改工作。三是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继

续开展区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稳步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审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调度

区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要加强对各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统筹管理、组织协调、推进调度。各专项工作小组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

组织实施本领域重点工作。各牵头、配合单位要加强工作协作，将环境污染防治

向纵深推进，构建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共同保障重点任务顺利完

成。

（二）强化责任落实

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分工规定，着力提高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切实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综合统筹能力，齐

心协力，敢于担当，确保重点任务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三）严格绩效考核

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不断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的政治责任。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要全面加强任务部署落实，按月上

报工作进展情况，将污染防治攻坚战、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纳

入绩效管理体系，并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检查重点。考核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等的重要依据，对因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产生

严重影响的，严格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四）强化宣传引导

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和科普宣传，坚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

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理念，推动建立全民参

与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要及时曝光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要依法加

大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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