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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以河北赤城县为例

宋Ǔ玉1*Ǔ秦子尧2

1.��河北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Ǔ河北Ǔ石家庄Ǔ050000

2.��河北集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Ǔ河北Ǔ石家庄Ǔ050000

摘Ȟ要：河北省赤城县地处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功能区、太行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功能区，居北京上风上水

区，是京津冀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本文以赤城县为例，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分析区域生态文

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围绕如何盘活自然资源和生态资产，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研究设计区域特色明

显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定位与路径任务，对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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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实践生态文明思想，打造了一批生态文明

建设的鲜活案例和实践样本[1]。总书记在张家口考察时指

出，“要加强生态建设，树立生态优先意识，建成首都

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探索一条经济欠发

达地区生态兴市、生态强市的路子”。本文以河北赤城

县为例，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发展阶段，分

析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压力，研究设计区域

特色明显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任务。*

1��赤城县生态文明建设基础

赤城县山峦耸峙，属燕山西支余脉，高山起伏，沟

壑纵横，总面积5272.82平方公里，素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称。生态安全体系不断稳固，2023年，赤城县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2.21，全省排位第三，PM2.5平均浓度12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89%，为北京持续
输送大量优质的新鲜空气。流域两个考核断面水质达到

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水质，水量达到考核要求，保质保量

为北京注入一泓清泉。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地表水水质

达标率均达100%。开展河湖“四乱”清理专项行动和河
道集中清理整治行动，实施矿山生态修复48处，退出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52处，生态质量提升明显，达到一类。
2��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压力

2.1  生态环境质量需持续提升
水生态环境方面，黑河出境水量有所恢复，但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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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史较低水平；白河、黑河两个断面连续稳定达到考

核要求仍有压力。大气环境表现为夏季臭氧污染，臭氧

形成机理复杂，精准控制难度大。

2.2  资源能源开发利用需强化管控
全县属于燕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存在资

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难题。作为山区县，耕地保障

和人口发展、城市发展的用地矛盾需要协调统一。

2.3  生态产业化基础相对薄弱
全县产业基础薄弱，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工业

底子薄且规模小，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偏低。如何

盘活自然资源和生态资产，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是当前面临难题。

2.4  绿色生态生活方式尚未广泛形成
全县城乡生活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城区需加快雨污

管网改造，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不高，农村分

散式饮用水源地保护仍需加强。绿色生态生活方式尚未

广泛形成。

2.5  生态文化培育力度尚有不足
全县生态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够，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化品牌能力建设和传播能力建设仍有待提高。

3��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任务

生态文明建设要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

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2]。

3.1  保护生态空间
严格生态环境空间准入。坚守环境质量底线，以空

间、总量和准入环境管控为切入点推动张家口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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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分区管控方案硬约束落地，作为全县产业布局、结

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等重大项目落地的重要依

据。严禁占用和任意改变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功能区的用途；不断优化产业

园区、主城区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重点管控单元的空间

布局，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提升资源

利用效率；一般管控单元原则上以生态环境保护与适度

开发相结合为主，落实生态环境管控相关要求。

深化落实主体功能区要求。赤城镇以城镇建设和产

业发展为主，加强人口和产业集聚，适度扩大城镇规

模，重点推进生活和生产空间整治；严格保护耕地以及

水面、湿地、林地和自然文化遗产，加快城市绿地生态

系统建设。其余乡镇全部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以生态空

间保护与治理修复为主，加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控制国土开发强度

和城乡建设用地增量，形成点状开发、面上保护的空间

格局。

强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修复。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勘

界定标、执法、监督等，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占

用。完善河北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北黑龙山国

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自然生

态系统互联互通。在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自然景观景

区，建立科普教育实习基地等，提高生态体验。

推进生态系统修复与治理。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

动，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森林

抚育等重点工程，突出河流生态廊道及交通绿道建设。

落实森林分级保护与利用。继续实施京津风沙源及清洁

性小流域治理有关工程。推进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高标准建设绿色矿山，重点打造炮梁乡绿色矿山示范乡

镇。大力开展沙化退化草地治理，实施退牧还草、退化

草原生态修复等工程。

3.2  维护生态安全
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统筹污染治

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提升生态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强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

打造良好水生态环境。以不断提升流域内水环境质

量为核心，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要素，积极

推动白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施城镇生活污水

深度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

重点促进白河、黑河、红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和河滨带

生态建设，严格岸线水生态空间管控。加强与流域上下

游治理主体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动

机制，做到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增加、水质不恶化、

水量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

巩固优良空气质量。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为方针，以臭氧和颗粒物协同控制为主攻方向，推

动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治理，围绕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防治，集中力量

实施好散煤整治、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治理、移动源污染

治理、餐饮油烟污染治理、臭氧污染防治、扬尘面源污

染综合治理等专项行动。

持续保障土壤环境安全。依法推行农用地分类管理

制度，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因地制宜

制定实施安全利用方案。强化重点监管单位监管，防

范工矿企业用地新增土壤污染。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以用途变更为“一住两

公”地块，以及腾退工矿企业用地为重点，依法开展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对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中查明潜在高风险地块、超标地块开展进一步调查、

风险评估和管控修复。强化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全过程

监管。

完善固体废物综合监管体系。全面推动“无废城

市”建设，以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

主线，推进“无废”新能源、新产业、新旅游和新工厂

建设，加强危险废物监督管理，建立小微企业危险废物

收运制度并实现信息化规范管理。建设尾矿固体废物资

源化利用中心；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收集处理体系基础

上，逐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严格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以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尾

矿库、涉重金属企业为重点，定期组织开展环境风险评

估，完善企业（含加油站）风险评估和环境风险应急预

案的编制及修订，落实相应防控措施。加强放射源和放

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确保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完全得到

有效监管，做好移动放射源、停用放射源等重点目标安

全监管。加大噪声污染防治力度，严格落实声环境功能

区划控制，强化交通噪声、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防治，鼓励创建安静小区，努力创造宁静生活环境。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继续深入推进

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大力开

展绿色碳汇建设，全面提升森林、草原、湿地碳汇能

力，着力推进林业碳汇交易。开发绿电碳汇资源，探索

推进区域绿色电力交易机制，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

和外送能力。建立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和管理的长效工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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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展生态经济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工业绿色升级，以矿

采选、建材、农副食品加工等行业为重点，开展全流程

清洁化、循环化、低碳化改造。着力培育文化旅游、

冰雪、大数据、绿色农牧等特色产业。依托独特山水资

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培育健康养老服务新业态，

推动区域文化旅游康养融合发展，进一步强化景观设

施、休闲设施、生态环境、交通路网、旅游厕所等建

设。发展高效绿色农业，打造高端绿色产品基地，全面

推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生产模式，提升农产品价值。

持续调整能源结构。构建多元清洁能源体系，大力

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构建

集中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制氢并举的全方位、多元化

氢气供应体系。推进煤炭消费减量，加强能源消费总量

和强度双控，有序推进煤炭减量替代。主城区力争采用

天然气锅炉房进行供热，保留现状集中锅炉房。对不具

备“电代煤”“气代煤”改造条件的地区，实行洁净煤

兜底全覆盖，强化散煤煤质管控。

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推动节地水平、产出效益

“双提升”，积极推进旧城区开发和改造，综合治理采

煤沉降地和工矿废弃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加大“空心村”治理力度，提高农村现有建设用地利用

率，减少对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集

约利用标准，提高工业用地投入产出强度。实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工程，强化耕

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空间

布局，确保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

量有提高。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农林产品提供、土

壤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水源涵养、空气净化、

水质净化、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等方面核算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3]。从气候调节、气候固碳释氧等方面对气候产品

和气候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货币化，整理气候生态产品核

算清单，核算气候生态产品价值[4]。

3.4  推行绿色生活方式
围绕生活方式生态化、绿色化、低碳化转变的要求，

大力推广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倡导绿色消费、实施绿色

采购、开展绿色创建，全方面推动绿色生活方式。

3.5  弘扬生态文化
围绕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的要求，建设生态文化

载体，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培

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加快形成全民生态自觉[5]。

挖掘生态文化。以新时代“海陀精神”为牵引，提

炼凝聚赤城县生态文化内涵，推动生态文化建设与以侏

罗纪恐龙遗迹化石群、冰山梁第四纪冰川遗迹、后城

丹霞地貌为代表的地质景观文化，以绿水青山、蓝天净

土为代表的优美山水风光文化，以古道、古城、谷关、

古寺等为主的千年历史文化，以汤泉和塘子庙集中代表

的温泉养生文化以及彰显地域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

合，与“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建设相结合，打造高质量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载体。

加强生态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和

服务体系，以重点惠民工程为平台，依托文化活动中

心、乡镇综合文化站、群众体育场馆等加强生态文化设

施建设。推进冬奥滑雪温泉区、海坨山谷运动区、黑河

流域森林观光区、望云古道历史文化体验区、赤城县博

物馆等具有赤城县文化特色区域的建设。

强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加强各级政府单位生态文

明教育，设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培训班。加强企业单位

生态教育，组织开展企业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循环经

济、环境社会责任等相关培训工作，增强企业员工绿色

生产意识和管理人员依法履行环保义务能力。普及学校

生态文明教育，在幼儿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学

校教育中，开设生态环保课程，支持大中小学生参与课

外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活动，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行为习

惯。围绕生态保护修复、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成效开展线上+线下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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