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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河北省十大生态环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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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驻冀中央媒体和省级主流媒体共同评选出了“2021年河北省十大
生态环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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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实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十
条措施”，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历史最好

过去的一年里，全省大气污染治理以护卫京津冀
蓝天为己任，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聚焦
重点城市“退后十”目标任务，强力实施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十条措施”，坚定不移减总量、强力攻坚控扬
尘、持之以恒管夜间、立行立改削高值，大气污染治
理攻坚战打了一个漂亮仗，蓝天保卫战成果显著。

2021年，河北省 PM2.5平均浓度 38.8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15.3%，创“十三五”以来最高改善幅度；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主要污染因子
均创历史最好水平；优良天数 269 天，同比增加 15 天，
优良天数占比达到七成以上。全省PM2.5平均浓度、优
良天数比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石家庄、邢台、邯郸成
功退出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后十名。

白洋淀首次实现全域Ⅲ类水，步
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

雄安新区设立以来，河北省坚持“内外共治、标本
兼治、治补并举”，协同作战，科学施策，攻坚克难，白
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淀区
水质实现跨越性突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数据显示，
2021年白洋淀淀区水质为Ⅲ类，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
数和总磷三项主要指标均同比下降16%以上。

白洋淀淀区水质从 2017 年的劣Ⅴ类提升到Ⅲ类，是
1988 年恢复蓄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首次，步入全国良好
湖泊行列，“华北明珠”重放异彩，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发
展提供了良好生态环境支撑。

秦皇岛湾北戴河段入选美丽海
湾，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成效显著

河北省率先在秦皇岛市示范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协
同推进污染控制、生态保护、风险防控，实施入海河流
和近岸海域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努力打造“水清滩净、
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美丽景象，取得了积极成效。在
生态环境部2021年度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推选中，河北省
秦皇岛湾北戴河段被评选为全国首批 4个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之一。

坚决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河北省坚持陆海统
筹、系统治理，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

2020 年，河北成为全国唯一海域消除劣四类水质的省
份，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9%；旅游旺季北戴河主要海水
浴场水质全部达到一类，秦皇岛市主要入海河流水质全
部达标。

办好民生实事建好民生工程，全
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黑
臭水体动态清零

建好民生工程，2021年河北省将农村生活污水无害
化处理工程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全面提升治理能力
补齐短板。截至2021年底，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
理设施建设新增覆盖10800个村庄，累计覆盖39287个村
庄，覆盖率达到 80.3%；完成 3453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
理，累计完成17326个村庄，治理率达到35.4%，仅2021
年一年就提高了7个百分点。

办好民生实事，2021年，河北省将农村黑臭水体排
查整治列入10件民生实事，全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环境
问题。截至 2021 年 8 月底，全省年度排查出的 387 条农
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并达到省级验收标准，消除
了黑臭现象。巩固整治成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建立农
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控机制，强化农村水体常态化排查整
治，实现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推出“4421”
思路举措

2021年省生态环境厅推出“4421”思路举措，着力
抓好重点城市“退后十”、实现白洋淀Ⅲ类水质目标、完
成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做好重大活动环境质量保障 4项
攻坚任务；推进智慧环保、生态环境执法、生态环境监
察、“培督考用问”一体化4项改革举措；强化学习型机
关、“四个铁军”两个建设；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
突破性进展。

“4421”思路举措中，4 项攻坚任务是主攻方向，4
项改革举措是制度保障，2个加强建设是根本支撑，1个
突破是战略目标。围绕“4421”思路举措，全系统干部
职工凝心聚力，以“赶考”精神奋勇争先，在担当实干
中转变作风，在创优服务中提升形象。

探索构建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绿色金融赋能河北低碳发展

河北省围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开发降

碳产品为引领，探索建立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
降碳产品生态价值有效转化。探索开发塞罕坝机械林场
及周边区域固碳项目、碳普惠降碳产品，开展钢铁行业
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鼓励“两高”企业购买，促
使对标先进能耗、排放水平，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降碳产品价值实现管理平台和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实现
降碳产品登记、备案、交易、注销等环节闭环管理，累
计完成交易超5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交易金额2300万元
以上。

省生态环境厅与建设银行、河北建投集团、兴业
银行签约碳金融碳服务战略合作，设立碳中和 （氢
能） 绿色产业投资基金，组织开展首笔企业碳配额质
押融资，组建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产业技术联
盟，搭建碳服务平台。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服务团
队进驻河北，研发绿色金融产品，充分发挥资金价格

“风向标”作用，引导更多资本流向绿色产业，做大做
优做强河北碳市场，为碳达峰碳中和金融赋能贡献河
北力量。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河北

2021年，河北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保重要生态系
统、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全面保护，将生物多
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

意见提出，到2025年，河北省建立生物多样性的评
估、监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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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海岸线保有
率、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有效保护率达到国家要求，生物
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稳步增加，初步形成生物多样性可
持续利用机制。

首次立法防治土壤污染，生态环
保各领域基本实现有法可依

2021 年 11 月 23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这是河北
省首次防治土壤污染专项立法。至此，河北形成以宪法
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包括《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条例》 等 30余部主要
地方性法规 （含设区市人大立法）、若干政府规章和 50

余项地方环境标准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标准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各领域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为依法治污提
供了法治保障。

立法实践中，河北省立足持续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聚焦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统筹兼顾、点
面结合，既注重“大块头”立法项目，又关注“小快
灵”立法项目，科学创制了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以法治思维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

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全省形成“一张图”

河北省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从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等维度，按照不同分区实
施差别化生态环境管控措施。

2021年 6月，全省各市 （含定州市、辛集市） 和雄
安新区完成“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意见发
布，河北省成为全国第二批率先完成市级“三线一单”
成果发布的省份，全省形成一张全覆盖、多要素、能共
享的生态环境管理底图，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以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资源开发、产业
布局、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提供重要依
据。

河北生态环境状况持续改善，15
年来首次被评估为良

2021年世界环境日期间，河北省发布全省2020年环
境质量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55.69，是自
2006年开始生态评估工作以来，首次被评估为良。全省
评价结果为良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太行山沿线和燕山沿
线，其中以承德地区最集中，这些地区森林覆盖率较
高，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

深化生态创建，2021 年，河北省新增 5 家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获评单位为历年最多，超过了前四批
的总和。其中，承德市滦平县、保定市阜平县、张
家口市崇礼区被授予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称号，承德市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被
命名为第五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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