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文件

二七政文〔2017〕14号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2017年二七区生态建设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

位：

现将《2017年二七区生态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2017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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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二七区生态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2017年郑州市生态建设实施方案》，加快大

生态暨“田园二七”建设，全面构建森林、湿地、流域、农田、

城市五大生态系统，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三个

二七”建设的实施意见，以郑州市创建美丽中国示范城市为指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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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大气污染治理

攻坚战，加快老城区、新城区、田园生态区“三区融合”，全

力建设“自然和谐、三生一体”的美丽生态之城。

二、主要目标

森林生态系统日趋完备。积极推进森林资源培育和林业产

业种植，新造生态林 1000亩，新增生态廊道 19.8公里，绿地

80万平方米以上，建设生态公园、森林体验园各 1个，完成 1

个海绵城市滨湖公园前期可行性研究及立项准备，新建游园 2

个，绿化总面积 4000平方米以上。

湿地生态系统进一步完善。依据《郑州市湿地保护条例》，

全面依法保护现有湿地，开工建设湿地公园 3个，构建自我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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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物多样、设施齐全的湿地生态系统。

流域综合治理效果明显。治理或配合郑州治理中小河流，

促进水域面积增加、水面面积率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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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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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承载力能力明显提升。积极倡导绿色交通，持续提升

交通管理水平。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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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目标要求，环境空

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三、重点任务

（一）森林生态系统

1．积极推进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大力推进南

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工作。2017年底前，完成南水北调生

态文化公园剩余段 186万平方米绿地建设任务，重点对该公园

范围内的地上果园、菜地等附属物和仓库、机井等建筑物进行

拆除，实施绿化、管线敷设、游路广场建设、配套设施安装等。

牵头单位：区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指挥部

2．积极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推进生态廊道建设工作。

推进南四环（嵩山路以东段）项目建设，建成全长 2.6公里，建

设面积 26万平方米；推进长江西路项目建设，建成全长 1.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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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建设面积 12万平方米；推进京广快速路南延项目建设，建

成全长 3.5公里，建设面积 21万平方米；推进郑登快速通道生

态廊道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建成总长度约 12.5公里，总面

积约 125万平方米。2017年底前，完成南四环嵩山路以东段、

长江西路、京广快速路生态廊道建设和郑登快速通道生态廊道

改造提升工程建设。

牵头单位：区二环十五放射道路绿化提升工程建设指挥部

3．积极推进生态林营造工作。总营造林完成 1000亩，其

中生态廊道网络完成 500亩，森林抚育林改造完成 500亩。2017

年 9月底前，完成 1000亩营造林建设工作。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4．全力配合郑州市树木园东园（万亩森林公园）建设工作。

坚持高标准、高起点建设树木园东园，与现有树木园形成连片

效应，进一步优化该区域生态环境。2017年底前，配合上级完

成设计、立项等前期工作。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5．积极推进西岗生态公园和曹洼森林体验园建设。积极推

进西岗生态公园和曹洼森林体验园建设。充分利用西岗周边优

质林地资源，高标准规划占地约 200亩的生态景观林地、田园

民居等，完善基础配套设施，积极打造西岗森林生态公园。2017

年底前，建成开园。

牵头单位：樱桃沟景区管委会、区田园小镇指挥部、西岗

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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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彭嘴自然村原村址及周边规划占地 465亩，积极完善

提升樱花谷、百花园、樱桃园、杏园等建设，打造集森林保护、

水源涵养、市民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曹洼森林体验园。2017年底

前，建成开园。

牵头单位：樱桃沟景区管委会、区田园小镇指挥部、曹洼

指挥部

（二）湿地生态系统

6．扩大生态湿地面积，全力配合贾鲁河湿地公园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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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七区与中原区交界区域进行绿化、景观等建设，全

力配合郑州市以 5A级景区标准打造湿地公园。2017年底前，

全面完成贾鲁河湿地建设。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7．提高湿地综合效益，配合上级打造贾鲁河源头森林峡谷

生态湿地公园。通过实施湿地恢复、扩水增湿工程等一批湿地

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湿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重点配合上

级打造贾鲁河生态湿地景观带，沿尖岗水库上游 5公里范围内，

向南延伸至新郑市、新密市交界处，向西延伸至郑登快速路，

面积 6000亩区域内，充分利用现状为自然沟壑、自然湿地及温

泉、冷泉、落差瀑布等自然景观的有利基础，积极配合郑州市

建设郑州贾鲁河源头森林峡谷生态湿地公园。2017年完成项目

前期可行性研究及立项准备。

牵头单位：樱桃沟景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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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域生态系统

8．推进生态水源工程建设，配合上级完成环城生态水系循

环工程。配合上级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向郭家咀水库引水调蓄等

水源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南水北调中线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对

贾砦沟至管城区界进行防洪处理及两侧绿化，2017年 6月底完

成综合治理；推进郭家咀水库治理工程，对郭家咀水库进行清

淤及扩容改造，2017年底前，完成综合治理工程。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9．加快推进辖区生态水系建设，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提

升水质。

推进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对尖岗水库至中原区长 2.84公

里范围内河道进行疏挖，两侧进行绿化景观改造。2017年底前，

完成综合治理。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推进孔河综合治理工程。对马寨四环以上至镇区边界段 5

公里范围内进行清淤、绿化，建设拦水坝及景观设施。2017年

底前，完成项目立项及治理方案的编制。

牵头单位：马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马寨镇

建设滨湖公园。在马寨新镇区萍湖路以南区域的 44公顷面

积范围绿化，铺装海绵城市设施。2017年底前，完成主要地形

整理及部分种植。

牵头单位：马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马寨镇

积极配合市城管局做好金水河上游综合整治及两侧绿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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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牵头单位：区城管局

10．加强生态修复优化调整工作，积极推进水源地村庄拆

迁异地安置（到保护区外）。积极推进尖岗水库水源地保护和

生态修复建设项目，由区新城办负责做好麦垛沟安置区由一级

保护区拆迁安置到保护区外的建设工作。2017年底前，麦垛沟

安置区，安置房施工。由区环保局负责做好水源地保护区优化

调整工作。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区新城办

11．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做好辖区河流截污工作，对沙厂

明沟进行综合整治。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区城管局

责任单位：各乡镇办、相关管委会

（四）农田生态系统

1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围绕中心城区外围在西南部绕城

区域重点发展苗木、林果、花卉、蔬菜等产业；加快推进都市

生态农业示范园项目建设，拓展城市近郊休闲功能，培育提升

一批休闲农业庄园（特色村），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13．推进畜禽生态养殖综合治理。实施畜禽养殖场改造提

升工程，引导畜禽规模养殖场建设与养殖规模相适宜的粪便污

水防渗防溢流贮存设施、粪便污水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推

进畜禽粪污、病死畜禽、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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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用；加快推进畜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户）关闭搬迁工程、

生态循环畜牧业建设工程等项目建设。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14．推进土壤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控制农业用水总量；推进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科学施用农药、

化肥等农业投入品；配合上级开展耕地地力调查、农产品产地

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工作。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针对

畜禽粪污、病死畜禽、农作物秸秆、废旧农膜及废弃农药包装

等五类废弃物，探索有效利用路径和综合利用模式。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

15．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以净化村庄环境、保护农田

生态为重点，以垃圾、污水治理为抓手，实施村庄“废、污”

达标排放工程，严控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向农田蔓延。全

面推行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的统规、统建、统管。建立村庄保

洁制度，推行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回收利用。实施无害

化卫生厕所改造和乡村管网雨污分流工程，积极推广“厌氧+湿

地”、微动力处理等生态化污水处理技术，建设村级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积极开展省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创建活动，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和面貌全面提升。

牵头单位：樱桃沟景区管委会

（五）城市生态系统

16．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智能化、长效化水平，切实做好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户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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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环卫等城市管理工作。

牵头单位：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区城管局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大力加强公共绿化、游园、环卫设施等建设。2017年底前，

新建游园 2个，完成绿化总面积 4000平方米以上；新植乔木、

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新建绿地 80万平方米；对区管公园、绿

地、游园、生态廊道等实施提升提质，增加景观设施。新建中

转站 4座、改造中转站 1座、新建公厕 12座、改造公厕 5座、

新建干湿垃圾处理站 1座；更新部分果皮箱、座椅。

牵头单位：区城管局

积极推进二七公园及文化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在位于二七

广场西侧，原二七宾馆区域，占地 8.7亩范围内，地上打造融景

观、绿地于一体的城市街心公园；地下打造寓剧场、影院、品

位书屋于一体的文化中心。2017年底前，确定投资商，完成前

期手续，地下文化中心项目开工建设。

牵头单位：二七特色商业区管委会、解放路街道办事处

积极推进陈家沟遗址田园生态观光园建设工作。在仰韶文

化遗址上，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模式打造传承发扬彩陶

文化的陈家沟遗址公园，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生态休

闲主题园。2017年底前，在土地调整到位的情况下，进行入口

配套服务设施、民俗展陈馆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启动综合接待

中心设计工作。

牵头单位：区文化旅游局、马寨镇



－１０－

17．改善交通承载能力。配合上级全面完成“公交都市”

创建工作，积极配合涉及我区快速公交、公交专用道、公交场

站等项目建设。大力加强田园区道路建设，续建道路 2条；新

改建道路 8条；前期谋划道路 6条。2017年底前，完成 2016

年续建项目 2个；2017年 8个新改建项目主体完工；完成 2018

和 2019年 6个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研编制工作。

牵头单位：区交通局

18．积极推进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继续美丽乡村试点村工

作，重点对樱桃沟村进行景观改造提升。包括垃圾处理，污水、

河道、水潭治理，亭外、圈所和厕所的整治及景观绿化等内容。

2017年底前，完成 2016年度项目全部建设内容及 2017年度项

目申报、招投标等项工作。

牵头单位：区农工委、樱桃沟景区管委会

（六）坚决打好大气污染治理攻坚战

19．优化能源结构。大力配合郑州市推进“气化郑州”，

积极实施“电能替代”，加快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

能的开发利用，不断拓宽天然气、电能及新能源应用领域，提

升天然气、电能、新能源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利用，促进能源发展方式转变，走绿色能源

发展道路。

牵头单位：区发改统计局

责任单位：区环保局、二七规划分局、区国土局、区建设

局、区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工信委，各乡镇办、相关管



－１１－

委会

20．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加大在重点行业中开展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按照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文件要求，贯彻落实河南省关于

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部署，做好 2017年度工业企业淘汰落后产

能相关工作。对未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配合上级依法

执行排污许可、信贷管理、项目审批、土地审批、生产许可、

工商登记等限制措施。

牵头单位：区工信委、区发改统计局

责任单位：区环保局、区国土局、区工商和质量监督局、

区金融办，各乡镇办、相关管委会

21．深化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深化工业企业治理。配合上

级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完成重点行业 VOCs污染现状调研。

配合上级全面完成石化、表面涂装和包装印刷行业 VOCs治理，

建设 VOCs示范治理工程。

牵头单位：区环保局

责任单位：区工信委，各乡镇办、相关管委会

22．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完成全区黄标车淘汰任务，对

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老旧车严格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

准规定》进行报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加强对油品生产、销售

领域产品质量监管。配合上级加大对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

的油气回收治理和监管力度，对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业主

开展年度检测，配合上级做好储油库和年销售在 5000吨以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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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安装在线监控设施。

牵头单位：区黄标办、区商务局、区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

局

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环保局、市交警三大队

23．强化扬尘监管。建成区在建建筑工地按照“7个 100%”

标准要求整治达标；严格落实扬尘污染“一票停工”制和“黑

名单”制度，实施冬防期“限土令”。

牵头单位：区建设局；责任单位：区环保局、区城管局、

区交通局、区重点项目办，各乡镇办、相关管委会

强化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扬尘治理，严厉打击“黑车”

非法运输。

牵头单位：区城管行政执法局

全面提高城市道路清扫、冲洗机械化率，严格实施城区道

路“以克论净”考核。

牵头单位：区城管局

24．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应对机制。将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纳入区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实行政府主要负责人负

责制。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实施

应急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引导公众做好卫生防护。

牵头单位：区大气办

责任单位：区各公安分局，区直各单位，各乡镇办、相关

管委会

25．引进专家团队等有针对性开展大气治理。完成市定空



－１３－

气质量目标，对辖区内空气质量进行科学研判和精确指导。

牵头单位：区大气专责小组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负责

人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具体抓的领导机制，将生态建

设纳入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强力推进。有关部门按照责任分

工，分别成立由牵头部门负责、配合部门参加的工作推进小组，

细化工作推进方案，加强协调服务；研究相关政策，加强协调

推动，确保各项任务的落实。各乡镇办、相关管委会要建立生

态建设的相应机构，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全面推进本辖区、

本领域生态建设工作。

（二）严格考核督查。研究制定生态建设考核实施办法和

考核细则，定期组织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建立督查制度，由区生态办

与区大督查办联合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定期

督查和专项督查，及时通报工作落实情况。建立奖惩制度，对

推进工作不力者进行督办和问责，对于落实有力，工作成效显

著的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三）狠抓项目建设。对列入“十三五”规划的重大项目，

项目单位要超前谋划，提前开展前期工作，区发改、规划、国

土、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政策指导，开设绿色通道，积极

主动为项目单位服务，努力解决好影响项目建设的各种问题，

完善机制并抓好落实，确保各个项目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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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资金支持。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生态建设资金筹措机制，通过采取

财政贴息、投资补助、政府投资股权收益适度让利等政策措施，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态建设领域，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按照

“谁受益、谁投资”总体要求，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切实

加大政府投入，优先将生态建设项目纳入政府投资计划，财政

部门做好项目建设资金保障工作。

附件：1．二七区 2017年生态建设重大项目汇总表

2．《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财政

扶持的意见》（郑政文〔2017〕25号）

3．《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都市生态农业

保险与担保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

〔2017〕26号）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2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