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下午，全市生态建设动员大会印发了《2017年郑州市生态建设实
施方案》《郑州市都市湿地农业建设专项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实施方案，加
快生态郑州建设，坚持“治”“建”并举，以大生态、大环保、大格局、大统筹为
基本要求，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
五大生态系统，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中国示范城
市。 郑报融媒记者 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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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王继兵）昨日
下午，2017年郑州市生态建设动员大会在
青少年宫召开。会议动员全市上下迅速进
入工作状态，抓住今年春季植树造林的有
利时机，全面启动生态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郑州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为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奠定发展基础、强化生态支撑。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程志明就生态建
设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靳磊、白红战、王璋、王跃华、黄保卫、
张延明、王德山、周富强、焦豫汝、王鹏、
张俊峰、杨福平、孙金献、马健等出席会议。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市长
杨福平就生态建设工作进行了总结和部
署；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宣读了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命名2016年度市级
生态村的决定》《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表
彰 2016年度月季花杯竞赛考评活动考评
结果的通报》和《郑州市人社局 郑州市林
业局关于表彰 2016年度郑州市林业系统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报》。

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生态
建设工作，程志明要求，一要肯定成绩，正
视问题，坚定信心。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深
刻认识做好生态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和艰
巨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顺应
发展新趋势，以全力以赴、雷厉风行的工

作作风，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生态
建设进程。二要分解任务，突出重点，压实
责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构建与国
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森林、流域、湿地、农
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围绕“大生态、大
环保、大格局、大统筹”的要求，统筹推进生
态建设工作，全面提升生态建设效益。要
以植树增绿、提质增效、生态网络、森林公
园建设为抓手，着力构建森林生态系统；以
湿地保护修复工程为抓手，着力构建湿地
生态系统；以生态水系提升工程建设为重
点，着力构建流域生态系统；以加快农业结
构调整为主线，着力构建农田生态系统；以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为重点，着力提升支撑
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保障能力，争取到
2020年，基本形成稳定支撑郑州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障体系，使天蓝、地
绿、水净成为常态。三要完善机制，加大投
入，务求实效。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严
格督导，加大考核；加强研究，政策配套，全
面完成生态建设的各项任务，为我市加快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马懿要求，认识要到位。生态环境是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最基本的发展
环境和民生需求。无论是从加快自身发
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内在需要看，还是
从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部署、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和生态环境需求的政

治责任看，生态问题都是郑州现阶段发展
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是郑州实现又好又
快发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解决好的
突出问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充
分认识生态建设的现实紧迫性，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切实把这项关系郑州长远发展
的奠基工程、最普惠的民生工程抓实抓好，
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大干三五年，全面提
升郑州的环境承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马懿强调，思路要清晰。要牢固树立
“大生态、大环保、大格局、大统筹”的发展
理念，把生态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用系统的、统筹的理念谋划生态环境建设
工作。“大生态”，就是要把生态文明贯穿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以全域生态空
间规划为引领，新型城镇化、产业发展与
生态建设协调推进，让绿色发展成为各级
党委、政府的工作取向，成为全社会的自
觉行为。“大环保”，就是要严格落实环境
保护措施，持续推进污染物综合防治，重
拳整治死角盲区，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替
代，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持久
战，统筹推进水污染、土壤污染防治，以强
有力的环境措施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企业
转型发展，腾出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大
格局”，就是要以环都市区 2400平方公里
生活生态圈和各县城组团生态圈为重点，

以具有引领性、带动性的大型生态工程为
带动，经过 3~5年努力，初步构建起森林、
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全
面提升城市环境自净能力、碳汇能力和生
态承载能力。“大统筹”，就是要按照全市
生态建设“一盘棋”的原则，将环境保护、
农业结构调整、农田水利建设、林业发展、
旅游开发、文物保护利用、文化体育休闲、
城市管理等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统
筹实施、统筹资源利用，形成工作合力，扩
大建设成效，共同塑造现代化城市形态，
提升城市品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马懿要求，方法要得当。要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和“创优势、增实力、补短板、能
抓住”的工作方针，以项目为抓手，实施项目
带动，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分类推进，确保
提出的每个项目抓得住、能落地、能干成。

马懿强调，责任要强化。全市上下要按
照“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党政同责”的原则，
领导带头，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确
保项目建设的责任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全力
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确保全市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郑州长远发展打好基
础，为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贡献。

会议还印发了《2017年郑州市生态建
设实施方案》《郑州市都市湿地农业建设
专项实施方案》《郑州市畜禽养殖禁养区
养殖场关闭搬迁专项实施方案》等文件。

完成六个主要目标
完成遗址生态文化公园17处

完成森林资源培育和林业产业种植
11.5万亩，其中，新造生态林4.15万亩，林
产工程3.48万亩，森林抚育3.87万亩。新
增生态廊道160公里，绿地800万平方米以
上，谋划启动森林公园 4 个，公园游园 24
个，完成遗址生态文化公园17处，生态绿
化面积约1.5万亩。

出台郑州湿地保护条例
出台《郑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全面依

法保护现有84.3万亩湿地，新增生态湿地
3万亩，建设万亩以上湿地、湿地公园（保
护区）3个，构建自我修复、生物多样、设施
齐全的湿地生态系统。

水域面积增至76.7平方公里
治理中小河流 58 公里，水域面积从

67.3平方公里增加到76.7平方公里，水面
面积率由1.81%提升到2.1%。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在98%以上，市
域建成区消除黑臭水体，全市国控地表河
流责任目标断面水质达到目标要求，地表
水好于V类水质。

新发展环城生态农业13.38万亩
新发展环城生态农业13.38万亩，建设

农田湿地1.1万亩，依法全部关闭或搬迁禁
养区畜禽养殖场（小区），适养区内的规模
养殖场（小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升级改
造、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再生水利用达70万吨/日
城市承载力能力明显提升。倡导绿

色交通，持续提升交通管理水平。中心城
区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0 万吨/日，生活污
水保持全收集全处理，完成 60 万吨/日污
水提标改造，再生水利用达70万吨/日；新

增餐厨垃圾处理能力600吨/日。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排放总量达到省定目标要求，城区
PM10、PM2.5平均浓度达到国家及省定目
标要求，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构建五大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建设中心城区绿色生活圈。在主城
区1100 平方公里区域内（绕城高速公路、
黄河、京港澳高速公路围合区域），加快实
施公园游园、生态廊道、铁路沿线绿化和
森林公园建设。完成南水北调生态文化
公园建设和铁路沿线绿化，着力实施 107
辅道、西三环北延、京广快速路南延等生
态廊道建设，加快推进郑州市森林公园、
郑州侯寨森林公园、生态保遗工程和西流
湖公园整治提升工程建设。

建设中心城区外围生态隔离圈。在
黄河以南与连霍高速公路之间、荥阳市建
成区以东与西南绕城高速公路之间、新郑
市建成区以北与西南绕城高速公路之间、
中牟县建成区以西与京港澳高速公路之
间1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继续实施林业
生态市建设提升工程和森林生态城市工

程建设。新开生态保遗工程建设。完成
园博园、双鹤湖公园、郑州商城、荥阳故
城、苑陵故城遗址公园建设，加大登封香
山森林公园、新郑市具茨山森林公园、第
二动物园、第二植物园等项目推进力度。

建设市域边界森林组团防护圈。在
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中牟县
和航空港区的建成区及周边，建设城市森
林和防护林区，构建“县域”森林组团。

全面升级黄河沿岸森林屏障带。加快
郑州黄河湿地荥阳生态体验区、郑州黄河
湿地中牟鸟类栖息地保护区等项目建设。

湿地生态系统
通过实施退渔还湿、退耕还湿、扩水增

湿等工程建设，增加湿地面积。加快实施荥
阳王村镇、广武镇滩区、中牟雁鸣湖镇万亩
鱼塘湿地建设，拆除堤埂，建设集水景观、休
闲渔业、生态旅游、渔业生产功能为一体的
国家现代渔业示范区。推进郑州国家黄河
湿地公园后续工程、郑汴中央湿地公园建
设。加快新郑市双洎河湿地生态治理项目、
郑州惠济石桥湿地公园等项目建设。

流域生态系统
推进生态水源工程建设扩充水源。编

制完成郑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完成环城生
态水系循环工程、石佛沉砂池至郑州西区生

态供水工程建设，引水达1.05亿立方米；完
成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主体建设任务。
加快推进郑州市西水东引工程、南水北调中
线干渠引水工程等水源工程建设。

加强全域河道综合治理提升水量。
加快推进贾鲁河和索须河综合治理等河
道治理工程；加快推进郑东新区、新郑市
区域河湖库渠连通工程建设；启动实施郑
东新区两湖五河贯通工程和新郑市水系
连通工程。

农田生态系统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在主城区周围

2400 平方公里区域重点发展苗木、林果、
花卉、蔬菜等产业，西部山区优先发展干
果、绿化树木及其他耐旱作物，丘陵区域
重点发展具有传统特色的核桃、大枣、樱
桃等小杂果种植。加快推进农业湿地公
园、河南（惠济）花卉产业集群和荥阳国家
现代渔业示范区建设。加强黄河鲤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

城市生态系统
提升城市污水处理水平。建成双桥

污水处理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万吨/日；
建设五龙口、马头岗二期、南三环污水处
理厂脱氮脱色提标改造工程，中水利用达
到70万吨/日；建成南三环中水公园；推进
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污泥消化及污泥处
理设施建设。完成新郑、登封、荥阳共3座
小型污水处理工程，县市共增加污水处理
能力5万吨/日。

增强城市垃圾处理能力。建成并试
运营东部和西部餐厨垃圾处理厂，开工郑
州东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1~2个市
级静脉产业园。

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完成贾鲁河截污
工程，对市区22条明渠明沟进行综合整治。

郑州市生态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
实施生态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郑州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强化生态支撑

构建五大生态系统 全力提升城市品位
■马上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