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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河北生态环境建设，事关

民生福祉，关系首都生态安全。”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

今后五年，我省将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把燕赵大地建设成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水平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以更高标准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位于井陉矿区的河钢石钢新区
厂区。（本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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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解读】

【报告要点】“全面解决钢铁围城、重化围城问题”
【报告解读】“钢铁围城”“城中有钢”“煤电围城”等，一直是

河北发展面临的难题。为唤回更多蓝天白云，腾出更多的优质
发展空间，我省大力压减钢铁等六大过剩产能，强力推进符合条
件的钢铁、重化企业退城搬迁。

进一步破解历史难题，“全面解决钢铁围城、重化围城问题”被
写入报告。

截至目前，廊坊市、保定市、张家口市钢铁产能全部退出，唐
山、石家庄、邢台、邯郸钢厂大型钢铁企业产能正相继退出城区。

针对“钢铁围城”“重化围城”等突出问题，我省提出，坚持管住
新增、搬迁分散、关停落后、发展新兴，扎实推进符合条件的重污染
企业退城搬迁。唐山、邯郸两大基地和临港钢铁产能比重达到
81%，水泥熟料产能向资源富集的燕山—太行山一带聚集。

【报告要点】“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报告解读】我省以空前的力度治理大气污染，蓝天白云天气

越来越多。
但打赢蓝天保卫战，任重道远。报告提出，持续依法精准铁腕

治污，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加快重点城市全面稳定“退后十”
步伐。

截至目前，2013年全国1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涉及河北的7个
城市中，5个已经退出后十位，石家庄、唐山力争今年年底退出。

为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我省“十四五”规划确立
具体目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0%。

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例如，深入推进结构减排，大力
发展低能耗、低排放产业，巩固化解过剩产能成果，积极推进重污
染企业退城搬迁，严控工业污染排放。加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和
清洁高效利用，积极稳妥推进冬季清洁安全取暖，抓好散煤治理，
稳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针对机动车尾气污染，我省将统筹“油、路、车”治理，深化重型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建立京津冀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联合防治协调机制，推广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鼓励老旧
车辆提前淘汰。

【报告要点】“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
【报告解读】我省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劣五类断面全部消除，

近岸海域国考点位水质达标率100%。今年，“落实河湖长制”作为
重大专项之一纳入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强化各级各部门、各级河湖长责任感和主动性。

报告提出，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这有助于进一
步全面加强河湖和森林管理保护。

据了解，今后我省将进一步加强对上级河湖长请示汇报和对
下级河湖长通报督办，完善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发布河湖相
关信息、巡河和督办事项提醒。同时，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构建集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徒步踏查为一体的“天空地”立
体督查体系。

而在严格落实林长制方面，我省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若干措施》中提出具体举措，包括加快建立林长办公室，出台本
地区的林长制实施方案，制定督查考核办法，把林长制考核结果运
用到干部使用、巡视、巡察、审计中。

【报告要点】“加快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报告解读】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面，我省成效显著。目前，

全省设区市48条黑臭水体和其他县（市）45条黑臭水体已经全部
完成整治。

继续巩固成果，报告提出“加快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省将实施县级以上城市雨污分流工程，已

消除的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推进建制镇以上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全覆盖，开展污水处理差别化精准提标，推广污泥集中焚烧
无害化处理。

同时，强化工业污水管控，推进重点流域重污染企业搬迁改
造，推动涉水工业企业入园进区，完善开发区配套管网、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实现污水全部集中收集、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报告要点】“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污染风险”
【报告解读】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
为确保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告提出，有效管控农用地

和建设用地污染风险。
《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该

条例填补了我省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规空白。
条例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和

安全利用负责，严格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
度。同时规定，我省可以制定严于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
地方标准，为净土保卫战提供坚强法治支撑。

以更高标准打好净土保卫战，“十四五”时期，我省将健全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准入管理，落实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名录制度，加强污染地块开发利用联动监管等。

【报告要点】“打造塞罕坝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基地”

【报告解读】塞罕坝林场是三代塞罕
坝务林人历时近60年艰苦创业的实践成
果，也是我省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生动写照。

报告提出，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深化国有林场改革，健全防火和管护体
系 ，打 造 塞 罕 坝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基地。

针对打造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基地，我省已经明确，要坚持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林下经济、休闲康养等特色产
业，不断深化林场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抓
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着力做好森林
草原防火工作，努力打造更加牢固的首
都生态安全屏障。大力推进塞罕坝机械
林场二次创业，努力把生态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塞罕坝机
械林场发展质量和效益。

【报告要点】“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

【报告解读】过去五年，我省生态保
护和修复一体推进，全省完成营造林近
4000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31%
提高到2020年的35%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报告提
出，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十四五”时期，我省将大力实施造
林绿化重点工程，扩大森林生态空间。
同时，健全天然林全面保护修复制度体
系，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对天然林中的
次生林、退化林进行科学抚育，优化树种
结构，加强森林防火和有害生物防控，不
断增加森林蓄积量。

到 2025 年，全省将完成造林绿化
1500万亩、森林抚育1500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36.5%，森林蓄积量达到1.95亿立
方米。

【报告要点】“深化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

【报告解读】我省节水成效显著。过
去五年，我省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43.5
亿立方米，华北“大漏斗”治理成效明显。

河北是京畿要地，水资源保护和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事关全局和长远发
展。对此报告提出，深化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

报告还提出了具体举措和目标，大
力推进节约用水、水源置换、生态补水等
工程建设，依法有序关停自备井，确保到
2022年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地下水
采补平衡目标任务。

【报告要点】“高标准建设张家口和
承德首都‘两区’”

【报告解读】过去五年，张家口和承
德首都“两区”建设扎实开展。作为北京
冬奥会张家口核心赛区的崇礼区，森林
覆盖率已从2015年底的52%提高到67%，
奥运核心区林木绿化率达到80%。

建设首都“后花园”，撑起环境“生态
伞”。报告提出，高标准建设张家口和承
德首都“两区”，加快坝上地区退耕还草
轮牧。

我省“十四五”规划对此提出具体发
力方向，包括积极推动洋河、桑干河、清
水河等永定河上游、白河等河道综合治
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构建京北防护林体

系，实施退化草原生态修复、草原保护体
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湿等重
点生态工程，加快草原生态示范区和草
原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国家和省级湿地
公园建设。

根据规划目标，到2035年，全面建成
京津冀绿色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质量
得到根本改善。

【报告要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程”

【报告解读】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面
临的挑战、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
平，报告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程。

相关部署已经展开。我省“十四五”
规划从制度、法规等方面予以部署，包括
建立全省统一的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管
理体制，加快整合归并优化各类保护地，
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地范围内非生态活
动，稳妥推进核心区内居民、耕地、矿权
有序退出。

按照既定目标，到2025年，各类自然
保护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7.41%以上，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36.5%，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达到73%以上，湿地保护率达到44%，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
达到80%。

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报告要点】“提升生态碳汇能力”
【报告解读】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

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
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十三五”期间，
我省森林、草原、湿地碳汇能力得到
提升。

报告提出，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
途管控，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升
生态碳汇能力。

提升森林碳汇能力是提升生态碳汇
能力的重点。据了解，我省将大力实施
太行山燕山绿化、坝上地区植树造林、京
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雄安新区千

年秀林和白洋淀上游规模化林场等造林
绿化重点工程，扩大森林生态空间。

同时，加强海洋生态修复，持续推进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和海岸带保护，加
强河口海湾整治修复，不断挖掘海洋碳
汇潜力。

【报告要点】“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报告解读】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

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
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
到有效补偿，是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
护积极性的重要方式。

因此，报告提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
制，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

权市场化交易。
具体操作层面，既有部署包括，构建

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
制度体系，新增排污登记管理，规范企业
环境治理信息公开，健全环境治理企业
责任体系。推进建立排污权、碳排放权
等环境权益市场交易建设，大力发展绿
色金融，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建立完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双向转化通道。

【报告要点】“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
行动”

【报告解读】绿色发展需要新的能源
结构来支撑。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

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报告提出，实施可
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积极发展光伏、风
电、地热、氢能等新能源，大力削减煤炭
消费，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我省将加
快建设冀北清洁能源基地，以推进张家
口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重
点建设张承百万千瓦风电基地和张家
口、承德、唐山、沧州、沿太行山区光伏发
电应用基地，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因地
制宜推进生物天然气、生物质热电联产、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科学有序利用
地热能等。

同时，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推进燃煤
电厂节能降碳改造，控制煤电发电量，推
动终端用能领域电能和天然气替代，抓
好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确保全省煤炭消
费总量持续减少。

【报告要点】“制定实施重点领域和
行业碳达峰方案”

【报告解读】“十三五”期间，我省实
现了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和能源结构持
续优化，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
的局面，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关键时期，减碳之路，任重道
远。对此报告提出，制定实施重点领域
和行业碳达峰方案，坚决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实施以碳强
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
度，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
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快完
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投融资、财
税、价格、土地等政策体系。支持雄安
新区、张承地区、秦皇岛等有条件的区
域和市县及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
达峰。

统筹治污减排降碳协同增效

省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解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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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场坝上地区的风电场。（本报资
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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