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文件 

京生态文明委〔2022) 2 号 	 * 

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 
北京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委、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部门： 

经市委同意，现将《北京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此件公开发布．联系人：朱建刚；联系电话：84236864 ) 



北京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 [2021] 19 号），推动首都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市

买际，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U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买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加强规划引领，优化资源配置， 

强化质量监管，完善政策机制，全面推行林长制，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科学买施国土绿化，增强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

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

居之都提供良好生态保障。 

（二）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保护优先，因地制宜。坚持自然恢复为工，人工修

复和自然恢复相结合，充分考虑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等水资源

的时空分布和承载郁力，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宜绿则绿． 

宜荒则荒，科学恢复林草植被。 

二是坚持规划引领，系统治理、树立“生态好就是最美景观” 



的理念，坚持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落实新版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的绿色生态空间，以《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专项规划（2021 

年一2035 年）》为统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三是坚持需求导向，功能多样．针对超大城市生态系统存在

的问题，统筹绿地、林地、湿地等生态系统建设，强化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 

四是坚持绿色低碳，注重节俭。选择乡土、长寿、抗逆、食

源的造林树种，实施低扰动施工、低成本维护，推进精准化抚育

经营，提高林地绿地质量，增强碳汇功能。 

二、主要任务 

（一）科学规划绿色生态空间。按照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0 几五年远景目标提出的“一屏、两轴、 

两带、三环、五河、九楔”要求，完善币域绿色空间结构。根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和新版分区规划，结合耕地保护空间划

定，通过建设用地腾挪、农用地转用等方式，因地制宜实施填梦

造林、断带补齐、湿地恢复等，优化各生态要素空间布局，逐步

引导林地向结构性绿色空间聚集，推动生态空间连通．结合城市

更新，采取拆违建绿、留白增绿、见缝插绿等方式，建设城市森

林、门袋公园、小微绿地，恢复小微湿地 J 推动宜林荒山荒地荒

滩、废弃矿山、退化林地生态修复，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利用农

村闲置」地、废弃地增加村庄绿地，依法合规开展铁路、公路、 

修复 ．夕 二耳‘ a 

3 



河渠两侧及湖库周边等绿化建设，禁止在河湖管理范围内种植阻

碍行洪的林木。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确需占用的，必须

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坚决遇制耕地“非农化”、严控耕

地“非粮化”n ( 市规淘！自然资源委、市园林绿化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市交通委、下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区负责落实．) 

（二）科学选择造林绿化树种草种。开展优良乡土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评价及利用，建立市级林草种质资源保存库，采种

基地，采用乡土、长寿、抗逆、食源树种进行绿化，制定优良林

木、草种品种目录。审慎使用外来树种草种，加强外来入侵植物

防控。加强乡土树种草种采种生产、种苗繁育，引导以需定产、 

订单育苗、就近育苗，鼓励使用电了标签，建立生产经营电子档

案。按照植被生长特性、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生态生活生产需要， 

合理选择树种草种，提侣多样化树种营造混交林。在建成区，坚

持生态、文化和景观相协调，栽植景观效果好、冠大荫浓的植物， 

在人流密集区尽量减少使用易致人体过敏的树种草种．在‘{’原

区，积极培育和栽植栋类等具备未来发展利用潜力的树种，增强

碳汇能力，汪重丰富植物种类，提高生物多样性。在山区，种植

抗逆性强、根系发达、防护功能强的树种，提高水」保持和水源

涵养能力．坚持科学节俭绿化，因地制宜确定苗木规格，提高实

生苗和原冠苗使用比例，荒山造林原则上使用容器苗。推广应用

节水耐旱、耐践踏．养护成本低的地被植物，减少冷季型草坪的 



应用。（市园林绿化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水务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 

（三）科学推进绿化建设。树立“生态、生活、生机”理念，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要求，遵循生态系统

内在规律，正确处理林与园、生态与景观的关系，宜园则园、宜

林则林，宜造则造、宜封则封。科学编制绿化项目作业设计，推

进首席设计师负责制，项目建设单位应就用地、用水、树种草种

选择、技术路线等内容分别征求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重大

绿化项目，须经科学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坚持低干扰、近自然

施工，加强绿化施工管理，充分保护原生植被、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珍稀植物等，禁止毁坏、全垦整地等，避免造成水土流失或

土地退化．山区造林禁止全面割灌，充分利用现有乡土植物。按

照以水定林、以水定绿原则，科学评估水资源承载能力，合理确

定植被密度，预留生长空间。加强集雨型绿地建设，研究利用绿

地、林地等地下空间建设雨水、再生水灌溉蓄水池的可行性。加

大再生水利用力度，完善绿化再生水配水体系，逐步退出自来水

及地下水灌溉‘推广滴灌、智能灌溉等节水技术．拆迁腾退等地

块，要注重上壤改良和微地形营建，可使用无害化处理后的建筑

垃圾和达标的污泥制成品，鼓励使用厨余垃圾和园林绿化废弃物

堆肥产品。加强处理后的达标污泥制成品在绿地、林地、矿山修

复等方向的应用。绿化施工机械须达到环保要求。（市园林绿化

局、市城市管理委、市水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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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提升绿化资源质重、加强杨柳飞絮治理，逐步更

新杨柳大树和成龄树。切实采取措施，防止融雪剂等危否植物， 

调整优化绿植冬季养护方案。除重要景观节点外，保留乡土地被， 

裸露地应补植耐荫、宿根地被，实现地表不裸、野草不拔、有草

不荒，开展低扰动、低成本维护。进一步落实古树名木贪任制， 

及时抢救复壮，积极探索古树主题公园、保护小区、占树街巷、 

占树社区、古树村庄等整体保护新模式，保护修复活树名木及其

自然生境。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森林经营方案，实施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在平原区以“调密度、补幼苗、沃土壤、防病虫、牛物

种”为主要经营措施；在山区加大人工针叶纯林改造力度，修复

退化林分，优化森林结构，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设置有害生

物防治作业道，提升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杨树黑叶病等有害

生物灾害防控能力，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市园林绿化

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 

（科学保护生物多样性。编制买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加强各类型生态系统以及多样化生境的保护，以道路于线、河流

为依托建立生态廊道体系，打通动物迁徙空问。加强野生动物栖

息环境保护，严格保护珍稀野生植物，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

区和生态保育小区，试点推进“鸟粮”建设工程．在人为干扰较

少的城币森林和绿地，以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为核心，采取低

维护招施，适度隔离，推进自然带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生物多

样性公众教育活动，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氛围。（市生 



态环境局、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教委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力 

（建设生态宜居公共空间。加大城乡公园绿地建设力度， 

构建“自然公园一城乡公园一绿道”三级游憩体系。提升各类公

园绿地服务功能，完善体育健身、文化活动、无障碍等设施，提

升游憩的舒适度，打造成长型公园‘增强城乡林地绿地的系统性、 

协同性，强化人与自然和谐生境营造，建设森林步道、健康绿道、 

林荫道，实现城乡林地绿地连接贯通，串联平原、浅山、深山区

各类生态休憩资源。以自然教育和森林康（疗）养等新型产业为

抓手，打造多功能森林服务体系，提升市民绿色福扯和绿色获得

感。（市园林绿化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交通委、市文化和

旅游局、市城市管理委、市体育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

落实力 

（规范绿化资源利用，合理利用森林及景观资源发展生

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提高林草资源综合效益．推动发展林

下经济，根据功能定位，制定区域林下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林

下经济发展负面清单。推进林下经济与农业、特色林果、种苗花

卉、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产业等深度融合，强化林地

绿地用途管制，严厉查处乱砍滥伐、非法开垦、非法侵占林地草

地和公园绿地等违法行为，（市园林绿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文化和林游局、市城管执法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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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科学绿化示范区 n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林田融合、 

蓝绿交织，构建稳定生态系统，建设潮白河森林公园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示范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全龄友好型公园

建设示范，引领公共生态空间功能融合，创新公园管理机制，推

进共建、共治、共享．开展绿色低碳新技术综合示范，推进绿色

低碳新场景建设，做好科普教育，讲好碳中和先行先试故事，提

高公众参与度．（市园林绿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水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 

实。） 

（开展生态系统综合监测。建立生态资源大数据-F 台和 

各类资源管理服务场景，实现数字技术全面融入园林绿化规划、 

建设，管理全过程．推进林地绿地生态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天地

空一体的监测与效益评价体系。按照国家要求研究建立科学合理

的碳汇核算方法，建立生态系统碳汇台账，准确掌握植被碳汇动

态变化，提升绿色碳汇对碳中和的贡献率。（市园林绿化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 

实。）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行林长制，明确各级林长责任， 

严格落实保护发展园林绿化资源的目标责任。各区要切实履行科

学绿化主体责任，明确目标任务和落实措施．各级绿化委员会要

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宣传发动、协调指导等作用，强化国土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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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等J作，持之以恒推进全民义务植树． 

对科学绿化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

励。对违背科学规律和群众夺愿搞绿化的错误行为，要及时制止

纠正：对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纪依规追责。（市

园林绿化局、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纪委市监委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9) 

（完善政策机制。探索建立森林面积损补平衡机制，加

大对生态脆弱地区和退化林分生态修复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

通过土地流转建设公园绿地的政策机制，探索超大城市公园绿地

及附属设施用地依法办理用地手续但不纳入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管理的新机制。完善林木采伐管理政策，优先保障森林抚育、退

化林修复、林分更新改造等采伐需求。研究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

标准，组织开展林业碳汇产品开发和交易政策研究，积极探索林

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激发全社会参与林业碳汇活动的积极

性稳步推进新型集体林场建设，持续推动集体生态林资源转化

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绿色资本．（市时政局、市园林绿化局、市发

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 

（强化科技支撑．健全园林绿化科技研发体系，加强园 

林绿化科技专业人才的培养。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和林木良

种、草品种审定，加强重要乡土树种草种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利

用，提升乡土、长寿树种培育技术。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调查，防

控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等重大有害生物灾害。强化沃三工程、 



退化林分修复等技术研究。加大造林绿化、生态保护修复、园林

绿化废弃物科学处置及利用等方面的装备设施研发力度。遴选储

备、推广实施一・ 批实用管用的生态保护修复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加强技术服务和培训，积极推广绿化实用技术，不断提升科技含

量、（市园林绿化局，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市规戈！自然资源

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多种宣传媒介，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弘扬科学绿化理念，倡导科学生态节俭绿化

风气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宣传国上绿化在应对气候变化中

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

造科学绿化的良好氛围。（市委宣传部、市园林绿化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各区负责落实。） 

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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