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意见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部门：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河北省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冀政字

〔2020〕71 号）要求，实施定州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出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流域生态功能为目标，按照“守

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的总体思路，根据生态环境部和省

生态环境厅统一部署，建立定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精细化的生态环境管理，推动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二）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战略突出位置，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

先决条件，将生态优先的理念和方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三

线一单”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全面推动绿色发展。 

分类管控，差别准入。结合区域发展格局、生态环境问题及生

态环境目标要求，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制定定州市生态环境总体

管控要求和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差别化生态环境

管控措施。 



因地制宜，动态更新。“三线一单”原则上每五年更新调整一

次。结合定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等，配合省级定期评估、动态更新调整。 

（三）总体目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人居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筑牢生态系统安全格局，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全市产业绿色转型，以“三线一单”为核

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高水平保护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5 年 PM2.5 平均浓度 50 微克/立方米以下，优良天数比例

63%以上；全市地表水水质达到Ⅳ类；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9%，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3%。能耗总量控制在 270 万吨，

煤炭总量控制在 951 万吨；水资源利用总量控制在 2.73 亿立方米，

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 1.94 亿立方米，地下水超采得到进一步缓解。 

2035 年 PM2.5 平均浓度达到 35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

到 78%；全市地表水水质稳定达到上级考核要求；受污染耕地安全

利用率达 99%，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7%。资源利用效率得到

大幅度提升，实现水资源与水环境、能源与大气环境的协同管控。 

    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一）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本市共划环境管控单元 17 个，分为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

元两类，实施分类管控。 

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包括生态保护

红线和重点河流廊道等管控区域。全市划分优先保护单元 4 个，占全

市国土面积的 7%。 

重点管控单元，指涉及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要素重点管控的

区域。全市划分重点管控单元 13 个，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93%。 



（二）落实生态环境管控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坚持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深化区域重点问

题与调整对策研究，形成全市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及环境管控单元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从生态保护红线、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自然资源和

产业布局六大角度提出定州市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 

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明确准入、限制和禁止的要求，

建立 17 个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先保护单元，严格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除有限人为活动外，依法依规禁止其他

城镇和建设活动。重大引水工程、白洋淀入淀河流两侧范围严格执行

引调水工程等相关法律规定。重点管控单元，主要推进产业布局优化、

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

防控，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三、实施应用要求 

（一）加强规划衔接应用 

市相关部门、定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将“三

线一单”确定的生态、水、大气、土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管控要求，

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准入和区域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与国土空间规划

以及其他行业发展规划充分衔接。 

（二）规范开发建设活动 

市相关部门、定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在产业

布局、结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时，应将“三

线一单”确定的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并

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等过程中做好应用，确保与“三线

一单”相符合。具有建设项目审批职责的有关部门，应把“三线一单”



作为审批的重要依据，从严把好生态环境准入关。对列入国家和省、

市规划，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民生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应

优化空间布局、主动避让；确实无法避让的，应采取无害化方式，依

法依规履行手续，强化减缓生态环境影响措施。 

（三）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定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相关部门应将“三

线一单”成果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生态修复、防控环境风险的重

要依据，加快治理水、大气、土壤环境污染，推动实现环境质量约束

性考核目标。组织开展优先保护单元的生态保护修复活动，进一步增

强生态服务功能。切实加强重点管控单元的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

险防范，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重要保障。 

（四）强化生态环境监管 

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应把“三线一单”作

为监督开发建设、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将“三线一单”确定的

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环境监管重点区域，将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要求作为重点内容，推进生态环境监管精细化、规范化、智能

化。 

（五）严格产业园区管理 

定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相关部门应突出抓好“三线一单”

在产业园区的落地实施，规范和引导开发建设行为，大力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加快完善环保基础设施，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监测监控能

力，切实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着力防范产业园区生态环境风险，全面

推动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进一步做好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切

实细化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实现“三线一单”

和规划环评成果联动、融合、提升，引领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 



（六）推动信息成果录入 

依托全省统一建立的“三线一单”信息管理平台，促进“三线

一单”成果数据入库，实现定州市“三线一单”成果信息化管理。充

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定州市“三线一单”

信息管理平台与政务大数据互通共享。 

（七）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原则上每五年组织开展一次“三线一单”更新调整。期间，因

国家、省级和市级重大发展战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等发生重大

变化，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等优化调整的，及时组织对“三

线一单”相关内容更新。在国家和省统一要求下，开展“三线一单”

成果实施应用跟踪评估，夯实成果应用落地与更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的重要意义，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市生态环境局统筹做好“三

线一单”的管理应用工作，市发改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局、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农业

农村局、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分工，

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实施应用。 

（二）加强运维保障 

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

技术团队，切实保障“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整、数据应用

和维护、宣传培训等工作。 

（三）加强监督评估 

定期跟踪评估“三线一单”实施成效，推进实施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