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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乡环境建设
规 划（2016 年 ~2020 年）》（以 下 简 称《规
划》）日前发布。未来 5 年，北京市每年将
在每个区至少划定两大区域，进行整体设
计；将涌现出隆福寺、簋街、东四北等一系
列冠以“精品”头衔的标杆片区，带动市民
生活区域环境建设、环境管理和社会建设
的整体提升。

《规划》提出了今后 5 年首都城乡环境
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和保障措
施，是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十三五”时期北京城乡环境建
设的指导性文件。

瞄准“大城市病”，提升管理水平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党组副书记、首都
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
任吴亚梅介绍说，“十二五”时期，北京市城乡
环境建设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与建设“国际
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与人
民群众对城乡环境的期待还有不小距离，与
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格局还不完
全适应。“‘大城市病’加重环境负荷，影响
城乡环境水平提高的制约因素仍然存在，
城市管理仍然是城市运行中的短板。”

吴亚梅表示，“十三五”时期，北京市环
境建设进入了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发展、
城乡环境统筹发展、“四大环境”协调发展、
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全面提升环境精细化
管理水平的新阶段。所谓“四大环境”建设
是指，营造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构建适应城市发展要求的设施
环境、有效管控城市秩序环境。

打造精品片区，保障冬奥筹备

据吴亚梅介绍，按照《规划》要求，“十
三五”期间，北京市每年每 个 区 至 少 要 划
定 两 个 区 域 或 板 块 ，进 行 整 体 设 计 和 统
筹 建 设 ，带 动 市 民 生 活 区 域 环 境 建 设 、
环 境 管 理 和 社 会 建 设 水 平 整 体 提 升 。
其中，作为明年的重点环境建设工作之一，
首都功能核心区将开展东四北区域、簋街
区域、天桥北片区、德胜东片区环境提升，

实施张自忠路沿线、安德路沿线环境综合整
治等。“十三五”期间，东城区将完成至少
13 个精品片区环境建设，重点大街实现环
境整治全覆盖。

“延庆将以冬奥会主通道沿线为重点
区域，加强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及奥运村周边的环境整治与建
设，做好与张家口市的对接工作，做好京张
高速铁路两侧 100 米范围的环境整治，提
高兴延、G6、张承等高速公路沿线的环境
水平，形成极具活力、流动的风景线。”北京
市延庆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贺海
俊表示。在冬奥会环境保障方面，“十三
五”期间，北京将重点提升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体育馆等冬奥会比赛场馆周边环境建
设，同时在主要道路、铁路沿线进行环境整
治，开展通惠河、萧太后河、潮白河沿线环
境综合提升工作。

强调综合管理，鼓励公众参与

吴亚梅表示，为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北京市将发挥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在
环境建设中的统筹作用，整合各方力量，强
化考核机制。

同时，北京还将完善政策法规，建立健
全覆盖城市重点领域的管理和服务标准，
逐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一些顽症，补齐城
市运行短板，构建依法管理、和谐有序、充
满活力的城市运行环境。

通过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北
京市将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整合市
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
法等相关职能，实现管理执法机构综合设
置，推进综合执法，下移执法重心，落实精
细化管理。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将城乡环境设施
建设与维护等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形成财
政投入不断增加、社会资金积极介入的环
境建设长效机制。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创
新城市管理方式，构建高效、便捷、以人为
本的数字化环境建设平台。发挥网格化城
市管理系统的优势，整合各方信息资源，为
社会部门和公众提供更加完善、公开、精准
的信息数据服务，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水平。

此外，北京市还将不断完善群众参与
机制，吸纳群众参与城市环境立法和环境
决策，鼓励群众对环境建设工作开展监督，
提出意见和建议。

北京发布“十三五”城乡环境建设规划

推精品片区 建宜居城市
◆本报记者文雯

本报讯 山东青岛新机场将被打
造成全国首个绿色海绵机场，旨在构
建“源头滞蓄减排+过程绿色控制管
理+末端生态调蓄入渗”的全体系化
绿色雨水管理系统，通过源头削减、
过程控制和末端调蓄的排水体系，实
现水径流控制率 75%、再生水利用超
过 50%的目标。

青岛新机场建设海绵机场的工
作，将从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
资源四方面进行，结合区域位置、土
壤 条 件 、地 形 地 势 等 特 点 ，初 步 选
择 下 凹 式 绿 地 、透 水 铺 装 、生 物 滞
留设施、植草沟以及雨水调蓄池等
控制措施。

新机场地 处 胶 州 市 ，考 虑 到 当
地 大 沽 河 、胶 莱 河 、碧 沟 河 的 水 质

现 状 ，确 定 新 机 场 的 面 源 削 减 率
（以 SS 计）不 低 于 45% 。 机 场 场 区
整 体 排 涝 标 准 为 20 年 一 遇 ，场 区
地 坪 自 排 标 准 为 5 年 一 遇 ，防 洪 标
准为 100年一遇。

据悉，青岛新机场将划分 6 个汇
水功能区，对径流总量进行控制，具
体包括货运区、航 站 区 、南 工 作 区 、
北 工 作 区 、东 飞 行 区 、西 飞 行 区 汇
水 分 区 ，面 积 从 110 公 顷 到 450 公
顷 不 等 。 径 流 控 制 工 程 将 通 过 构
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在地块和
道路开发过程中采用源头、分 散 式
措 施 ，通 过“ 绿 色 与 灰 色 ”措 施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达 到 75%的 年 径 流 总
量控制目标。

张秋营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
高度重视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通过加
强节能监督考评、创建示范单位等，
在节能改造方面实现突破，也提高了
公众的节能意识。

据悉，钦州市成立 公 共 机 构 节
能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出 台 能 耗 统 计
制 度 ，强 化 绩 效 考 核 ，加 大 督 查
力 度 。 对 于 节 能 工 作 进 展 不 力
的 单 位 ，责 令其限期整改，推动节
能工作有效开展。

钦州市在政府机关、卫计系统开
展节约型、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取
得很大成效，先后有多家单位成为示
范单位。比如，针对医院年热水需求
量大、燃油锅炉热水系统运行成本高
的情况，灵山县人民医院引进太阳
能+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目前日均
产 生 热 水 235 吨 ，每 年 可 节 约 费 用
140多万元。

今年，钦州 市 公 安 局 、市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等 27 家 单 位 ，着 手 创 建
国家、自治区和市级节约型公共机
构示范单位和节水型单位，已投入
100 多万元用于建设光伏光伏系统、

太阳能和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等。
节约型、节水型单位的节能成效示
范，带动了公共机构和社会各行 业
节能工作的开展，推动了节约能源
资源风气的形成。

据 悉 ，钦 州 市 把 市 直 单 位 、县
（区）节能工作经费纳入市、县（区）财
政预算，以保障节能技改工作顺利开
展。今年以来，钦州市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投资达 500 多万元，公共机构开
展节能改造项目 122 个，投入技改经
费 8895 万元，同比增长 44.38%。

黄海霞

青岛将建绿色海绵机场
为全国首个，再生水利用将超 50%

钦州鼓励公共机构节能
创建示范单位，带动各界行动

■地方实践

北京“十三五”城乡环境建设重点

主要指城乡结合部和郊区农村，将腾退土地用于
扩大绿色空间，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加快示范小城镇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提高农村环境卫生专业化管理水
平。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乡村自
然景观，留住青山绿水。

围绕强化首都政务活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等
核心职能，提供有力保障。在保护古城的基础上，推进
平房院落修缮改造和环境整治，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加
大棚户区改造力度。

首都核心
功能区

围绕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组团式
发展，依托河流水系和绿化廊道，构建蓝绿交织、清新
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布
局。加强与大兴、亦庄、顺义及廊坊市北三县地区在环
境建设方面的统筹、分工和联动，协同推进大型基础设
施建设，统筹带动周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着力打
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

城市
副中心

环境建设
薄弱地区

三项工程

环境建设民生工程、重大活动及重点项目环境建设工程、重要会
议及重大节日环境保障工程。

五条线带

长安街及中轴路沿线、城市环路及重点大街沿线、高快速路及国
道沿线、铁路及轨道交通沿线、河湖水域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