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5

生态保护2024年行动计划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一、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目标

1 目标任务 全市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力争稳中向好。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二、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2
加大生物
多样性保
护力度

完善多层级生态廊道网络,对主要受灾公路沿线和永
定河、拒马河、大石河等河流两侧实施生态廊道修复。 年底前 市水务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相关区政府

在恢复重建受灾区受损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时,在
保障行洪安全等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保护修复河湖
库自然岸线。

年底前 市水务局 相关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3
强化外来
入侵物种

防控

加强全市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重点做好外来物种引
入审批,和苹果蠹蛾、草地贪夜蛾、福寿螺以及松材
线虫、美国白蛾、牛蛙等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与综合
治理。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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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4
保护重点
生物遗传

资源

加快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重点做好植物迁地
保护、种质资源保藏、植物科普展示,推进重点建设
项目实施。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海淀区政府

加强重点林草种质资源保护,持续推进市级种质资
源保护单位加强种质资源保护管理,启动《北京市重
点保护天然林木种质资源目录》修订工作;加强3个
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和2个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建设管理;收集林草种质资源600份。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相关区政府

加强重点农作物、畜禽、水产等种质资源保护,完成
种质资源保护年度报告。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区政府

5
加强监测
评估和执
法检查

完成2024年鸟类、鱼类、大型真菌等生物多样性调
查。开展良好生态环境指示物种观测工作。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有条件的区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和方法,开展生物多
样性本底调查和数据共享,形成市区互补、区级协同
的工作机制。

年底前 相关区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依法查处破坏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栖息地、侵占
和破坏林木种质资源等违法行为。对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交易进行监督检查。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依法查处破坏水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栖息地、侵占
和破坏农作物种质资源以及擅自引进、释放、丢弃外
来物种等违法行为。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进行监督检查。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三、维护生态空间格局稳定性

6
加强重要
生态空间
监督管理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规范管控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
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临时用地严格审批,加强对临
时用地超期、超范围使用的查处。
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问题线索核实处理。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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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6
加强重要
生态空间
监督管理

做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推进燕山-塞罕坝国家
公园创建工作。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生态环境局

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工作,落实整改销号
要求。强化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活动遥感监
测和监管。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园林绿化局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石景山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顺义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大兴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交通委
市文化和旅游局

各相关区做好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和例行巡查;在
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内,对各类开发建设、生
产生活等人类活动,开展监测核查、问题整改。

年底前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石景山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通州区政府
顺义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大兴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
94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7
加强资源
开发利用
活动监督

加大对矿产资源私挖盗采活动的发现力度,严格查
处非法开采违法行为。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生态环境局

8
统筹推进
实施生态
保护修复

探索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形
成试评估报告。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各区政府

结合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生态修复,完成年度修
复任务;严格实施京西山水工程修复项目,定期报告
实施进展。

持续推进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务局

推进 园 林 绿 化 “增 绿 提 质”,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44.95%。
推进自然带营建工作,建设生态保育小区100处,推
进平原生态林养护经营示范区5处。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全市新增城市绿地200公顷,建设休闲公园、城市森
林15处,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50处。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因地制宜开展湿地恢复,湿地保护率达到80%。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相关区政府 ———

—
05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9 加强生态
监测

推动密云水库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设,提升
区域综合生态监测能力。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密云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四、促进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

10
推进区域
生态协同

治理

推进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编制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通州区政府 ———

加大京津冀联合工作力度。积极推进京津冀林木良
种备案互认工作,协同防控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等有
害生物。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农业农村局
市公安局

11
开展生态
环境质量

评价

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并对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客
观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鼓励各区建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统筹协调工作机
制,组织对生态用地变化线索开展实地核查,提升生
态保护精细化水平。

年底前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

15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2

开展
GEP-R
核算和
应用

实施《北京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核
算方案》,统筹做好全市及各区年度 GEP-R 核算
工作。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统计局
市气象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以生态保护为导向,稳步推进 GEP-R核算结果在
生态涵养区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等中的应用。 年底前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13
深化生态
文明示范

创建

指导具备条件的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培育
示范样板。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

已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的区,根据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和工程项目,努力提
高示范水平。已获得“两山”基地称号的区,根据“两
山”基地建设实施方案,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和工程
项目,提升“两山”转化成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持续推进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
25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3
深化生态
文明示范

创建

探索建立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后评估长效机制。各相
关区根据后评估结果,进行问题分析、对策研究、典
型挖掘和总结提升,巩固创建成果。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14 开展森林
城市创建

落实本市森林城市发展规划要求,持续推动全域森
林城市创建。全市各区建成区绿视率稳中有升。 持续推进 市园林绿化局

各区政府
(含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生态环境局

—
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