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的意见》（中办发〔2024〕22号）工作要求，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组织起草了《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现

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提出意见和建议，意见建议通

过电子邮件（邮箱：nxhbthpc@163.com）反馈至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截止时间为 2024年 6月 16日前。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4年 5月 16日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意见》（中办发〔2024〕22号）精神，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科学指导全区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助推美丽宁夏建设，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五次

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区域差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

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环境源头预

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全地域覆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

管控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奋力谱写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宁夏篇章。

（二）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环境质量底线，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shengtaihuanjingzhili/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luseditanfazhan/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luseditanfazhan/


源头预防，系统保护。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

制和区域协同治理。

精准施策，科学管控。强化空间引导和分区施策，聚焦重点区域、

流域、行业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根据区域生态环境属性制定差异化的环

境管控措施和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完善，管控方案、管控

单元、准入清单、信息共享及动态更新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全域覆

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到 2027年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成果充分应用，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总

体准入要求硬约束全面落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进一步优化。

到 2035年底，全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安全格局

稳定、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宁夏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二、重点任务

（一）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1.科学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

面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坚持全区



统筹、市级落地的原则，分级编制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方案。自治区级管控方案明确全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格局，统筹确

定管控单元的空间分布和面积比例，编制全区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

市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应在自治区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框架

下，核实确定辖区内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的边界，编制全市生态环境准

入总体清单及各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各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由

同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发布实施。（责

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

局、各地市人民政府、宁东基地管理委员会）

2.精准构建生态环境准入管控体系。立足“一带三区”总体布局和“一

河三山”生态坐标，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确定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

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功能维护；以沿黄城市带、黄河重要支流及主

要排水沟、各类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等环境质量改善压力较大的区域为

主体确定重点管控单元，强化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生态保

护修复；其他区域保持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落实自治区生态环境总

体准入要求，聚焦生态环境功能定位和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按照“一

单元一策略”实施精细化管理，从严制定差异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压力大、问题和风险突出的地方，制定更为精准的管控

要求。（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局、

各地市人民政府、宁东基地管理委员会）



3.协同强化信息智能化技术支撑。统筹建设全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数据应用系统，将其纳入数字政府公共支撑平台，提供数据管理、成果

查询、统计分析等服务。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共享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等数据，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衔接，共同做好数据管理等工作。其他相关部门要做好平台对接工作，

推进信息化平台落地应用，逐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责任

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局等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4.统筹开展定期调整与动态更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原则上保

持稳定，每 5年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评估情况

开展动态调整，做好跟踪评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期间，因上位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新规定或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

护地、环境功能区划等进行了调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需要进行相

应的更新。更新工作由同级人民政府（宁东基地管委会）结合地方实际，

组织更新工作，并履行更新备案程序。（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各地市人民政府、宁东基地管理委员会）

（二）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积极服务重大发展战略。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强整体性保

护和系统性治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服务保障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

略实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沿黄城市群为重点区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开展黄河岸线保护修复、入黄排水沟治理、黄河滩区治理。服

务“六新六特六优”产业发展，优化能源化工和新能源产业布局，引导传

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实施水资源差别化管理，合理控制水资源

开发利用规模，保障重点河湖生态水量。（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自然资源厅、水利厅、生态环境厅）

6.持续支撑重大发展决策。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应用，严把

准入关口，严格能耗、水耗、物耗、环保、产业循环链条等准入标准，

为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提供决策支撑。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源头

预防作用，各部门（单位）在制定行业发展和开发利用政策、规划时，

加强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协调联动，减少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环境质量的

负面影响，并出台有利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应用的政策，强化监督

执法协调联动。（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自

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

7.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环境准入约束作用，引导产业园区科学布局、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规范开发建设行为、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务实推

动新型储能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支持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高水

平建设。加快实施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节

能降碳和清洁生产改造。淘汰化解落后产能, 运用环保、安全、质量、

能耗等综合标准，推动铁合金、电石、水泥、焦化、炭素、活性炭等行

业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两高”行业产业布



局和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的硬性约束。（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应急管理厅、市场监管厅）

（三）实施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8.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强化

自然生态空间保护修复，降低对生态空间的占用和扰动，稳步提升生态

功能质量。划定生物多样性优先区域, 加大四合木、雪豹、高山麝等珍

稀动植物保护力度, 合理控制岩羊、马鹿等种群数量。全面推进重点生

态功能区、重点生态系统、重要生态廊道、河湖滩地保护建设。实施贺

兰山、六盘山、罗山生态功能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实施水源涵养林建设、草原禁牧封育改良、湿地保护修复连通等工程，

全面提升各类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深

化“绿盾”“黄河”“昆仑”等专项行动，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责任单

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水利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

林草原局）

9.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和相关管理

要求，将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区域，

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开展生态修复

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重点管控单元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

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环境风险高等问

题，推动实现环境质量约束性考核目标；在一般管控单元加强生活源和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削减污染物排放

量。（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

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0.全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协同。加快立法进程，将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要求纳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及生态环境有关标

准、政策制定修订中。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动态衔

接，针对不同区域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特点，聚焦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实施分单元差异化的生态环境管理。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减污降碳，鼓励

在开发区和城镇等重点管控单元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

试点研究，落实以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等为依据的差别化调控政策。以

产业园区等为重点，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

环境监测、执法监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协调联动改革试点，探索构

建全链条生态环境管理体系。（责任单位：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

源厅、人大法工委、司法厅、园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组织保障

11.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的领导。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有关部门

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协调联动机制，狠抓任务落实。将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支出，加强管理和技术队伍能力建设，加大成



果更新调整、实施应用、跟踪评估以及数据系统开发运维等工作保障力

度。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12.开展监督考核。对生态功能明显降低的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生态环境重点管控单元以及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

其他区域，加强监管执法，依法依规推动限期整改。将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制度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纳入自治区和各地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跟踪评价指标体系，对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情

况开展评价，评价结果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13.严格责任追究。对推动工作不力和履职尽责不到位的，依规依

纪依法予以追责问责。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