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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
区、生态环境最好的区，是首都重要饮用水源地和生
态涵养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密云区认真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讲话精神，围绕“保
水、富民、强区”的工作主题，建设山清水秀的生态
环境，谱写绿色发展新篇章。

建设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
推进生态文明，密云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

近日，观鸟志愿者在密云水库发现了70多年未见
的珍禽——栗斑腹鹀。栗斑腹鹀目前在全球仅存不到
1000只，是世界最珍稀鸟类之一。能够观察到这一珍
禽，得益于密云水库周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来水库
边栖息的鸟类从最初的2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上百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密云区坚持“保水是第一责
任、发展是第一要务、生态是第一资源”，大力推进
生态环境建设。

全面落实保水第一责任。密云人民以高度的责任
担当，履行好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市政府赋予密
云的“保水”职责，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北
京市 《关于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意
见》。密云区成立密云水库保水协调委员会，建立护
水、护河、护山、护林、护地、护环境的“六护”机
制，形成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保水工作体系，
构建了“一库一环二区六线八带”水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的总体布局，推进红门川河、西沙河等 12 条、
311 公里河道 （河段） 的防洪整治、生态修复，提升
水源涵养能力。同时，根据自然条件、人口分布和环
境承载能力等因素，将全区20个镇街细分为新城核心
区、绿色发展区、绿色拓展区、水源保护区四个功能
区，强化水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责任。

加快建设生态屏障。大力实施水源涵养林、京津
风沙源治理、平原地区造林、新城滨河森林公园等生
态工程，构建和完善以山区绿屏、平原绿网和城市绿
景为基本骨架的绿色空间体系，在全区营造山水林田
路满眼尽绿、处处皆景、浑然一体的生态景观。“十
二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8.2万亩。

构建密云特色生态文化体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
理念，以“绿色出行”“绿色创建”“保生命之水、建
美丽密云”等活动为载体，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提升群众的生态文明素养。充分挖掘、弘扬密云的红
色文化、长城文化、“鱼”文化，不断融入绿色、低
碳、环保等生态文明理念，构建以传统文化、特色文
化为基础，以生态文化为特征的密云生态文化品牌。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密云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63.91%，林木绿化率达到 72.5%，林木生态覆盖率达
到 82%，水环境质量常年保持国家二级标准以上。密
云先后获得“国际最佳休闲宜居名县”“最美中国·生
态旅游目的地城市”“2015 美丽中国旅游县 （区）
TOP10”等一系列荣誉称号。2013年 7月，密云被水
利部列为北京市唯一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2014年3月，被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确定为“国
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2014年6月，被国家发改委
等六部委确定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依托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
推动密云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5 年国庆节期间，《人民日报》 一篇“北方有

‘乌镇’ 何须下江南”的报道，吸引了京城“背包
客”的眼球。这个北方“乌镇”，就是古北水镇，由
中青旅、IDG资本、京能集团和乌镇旅业共同打造的
山水城结合的古村落度假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
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密云区认真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努力推进绿色发展、生态富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密云区提出“尽快将密云的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
济，促进生态富民，前提是保护环境，核心是加快发
展，根本是促进富民，建设生态富裕和谐新密云”。
2015年12月，密云区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生态建设努力
走在全国前列、经济建设努力走在全市生态涵养区前
列、社会建设努力走在全市郊区前列、党的建设努力
走在全市前列“四个走在前列”的奋斗目标。

针对密云区实际，密云区委提出：“保水也是发
展、富民也是强区。”密云区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建
设以绿色为特征、以国际为水准、以高端重大项目为
支撑，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国际休闲之都”。
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坚持走绿色高端高效高就业的产
业发展之路；在产业结构上，以都市型现代农业为重
要基础，以环境友好型装备制造业为主要支撑，以休
闲旅游产业为战略支柱，以总部经济为后发优势；在
产业布局上，山区和平原乡镇重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
业，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环境友好型装备制造业，库
北山区和潮白河产业带重点发展休闲旅游产业，生态
商务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

在山区和平原乡镇，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形成了都市型现代农业“三个三”发展格局：以蔬
菜、杂粮、花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以奶牛、柴蛋
鸡、蜜蜂为主的生态养殖业，以板栗、苹果、梨为主
的绿色林果业。沟域经济发展迅速，连续两年荣获北
京市沟域经济建设考核一等奖。

以中关村密云园 （经济开发区） 为龙头，重点发
展环境友好型装备制造业。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生
物医药、新型建材、食品饮料、电子信息五大主导产
业，带动本地就业1.3万人。

以重大旅游项目为支柱，突出发展休闲旅游业。
投资45亿元的古北水镇项目，2014年10月1日正式运

营，成为全国新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旅游新地标，带
动了密云休闲旅游产业快速发展。2015年，古北水镇
接待游客 1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7%；实现综合收入
4.6亿元，同比增长130%；带动司马台新村实现年人均
纯收入5.1万元，辐射带动了密云库北山区农民增收。

深入推进乡村旅游标准化、规范化、组织化、信
息化和特色化“五化”建设，促进休闲旅游产业提档
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密云旅游“有山有水有生
态，有网有站有WIFI；淳朴民风加现代，游客来了还
想来”。截至 2015 年底，全区民俗户发展到 6000 户，
床位4万张，带动农民就业2万人，70%以上民俗户年
均增收10万元，乡村旅游收入连续五年位居北京生态
涵养区首位。

在中关村密云园 （生态商务区），发展总部经济
和中高端服务业。着力引进信息技术、健康医疗、设
计创意、商务服务及企业总部。生态商务区商业综合
体今年年底将结构封顶，健康产业园开工建设，已有
200多家总部企业相继入驻，总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以生态促发展，以发展促生态，加快将生态优势
转变为发展优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共进,好生
态鼓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十二五”期间，密云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9%，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3.6%，
三次产业结构由“十一五”期末的 11.6:45.2:43.2调整
为“十二五”期末的7.2:44.5:48.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11.4%。

共享绿水青山的建设成果
实施三大工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2016年1月12日，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居民居住
环境满意度调查报告》，生态涵养区居民居住环境总体
满意度为80.5%，密云区的居住环境满意度更高，密云
区的不老屯镇、高岭镇成为来密云“不老”“高龄”的
戏称。近年来，密云区大力实施“农民增收”“农民健
康”“农民安居”三大工程，推动社会服务、城乡管
理、社会治安“三网”融合，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
活品质和幸福指数，让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建设成果。

“增收工程”让农民过得开心。一是促进就业，

帮助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实施“纯农就业家庭”转
移就业援助方案，积极开发生态公益就业岗位，优
先安置低收入农户就业，全区“纯农就业家庭”和

“零就业家庭”始终保持动态为零。二是提升产业，
帮助农民增加经营性收入。对发展设施农业、特色
种植业、生态养殖业的低收入农户给予更大力度的
政策和资金扶持。三是整合资源，帮助农民增加财
产性收入。整合土地、山场、闲置农宅等资源，促
进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古北口
镇司马台新村利用古北水镇项目推进旧村搬迁改
造，502 户家庭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获得经济补
偿和土地流转收益；北庄镇干峪沟村利用山里寒舍
项目改造闲置农宅，发展高端休闲旅游，每套农宅
每年为农民增加了 7000 元左右的经济收益。四是精
准帮扶，帮助农民增加综合性收入。92 个区直机
关、企事业单位与 92 个低收入村结成帮扶对子，因
地制宜开展帮村扶户工作。五是政策托底，保障特
殊人群基本生活需求。2014 年，密云区把城乡低保
认定标准统一调整为 650 元/月，在生态涵养区率先
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2015 年提高为 710 元/
年）。通过实施“农民增收”工程，全区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连续七年保持 10%以上增速，连续七年获得
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表彰。

“健康工程”让农民活得舒心。一是有效解决农
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北京市率先将新农合延伸
到了村卫生室，全区所有村卫生室全部纳入新农合定
点医疗机构，实现了农民零差价购药且医药费报销不
出村。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9.96%。二是为农民建立健
康档案。每年为农民免费体检，对糖尿病、高血压、
脑中风、冠心病四种慢性病进行筛查，并为参加体检
的农民建立健康电子档案，全区农民免费体检和建档
率均达到100%。三是全力解决农民安全饮水问题。集
中移民扶持项目、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美丽乡村建设
等政策资金，有效解决了 168 个自然村的供水难题，
农民喝上了干净放心的水。

“安居工程”让农民住得放心。2010—2015 年，
全区累计实施山区泥石流易发区及生存条件恶劣地区
农户搬迁 8000 余户，实施农宅抗震节能改造 55844
户、农村社救对象危旧房改造2000户，农村人居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结合沟域经济发展、浅山区开发，对
农民搬迁的新居和改造的房屋，实行统一规划、统一
施工、统一标准，道路和街道统一硬化、绿化、美
化，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良好基础，实现了农民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三网”融合，推动城乡治理现代化。集社会服
务、城乡管理、社会治安三网为一体，推动城乡社会
治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提高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2012年，在北京市率先实现了网格化工作的
全覆盖，全区共划分出社区、村庄、农地、山场、景
区、公路河流铁路、工业区等 7 类 5204 个基础网格，
构建了区、镇 （街道）、村 （社区）、基础网格的四级
立体工作层级。配备了 1.8 万名“6+N”类网格员
（“6”指六类人员，即基层党员、村 （居） 民代
表、协管员、公益性就业岗位人员、志愿者、镇街机
关干部；“N”指区职能部门干部），使其承担社会治
安、矛盾调解、环境治理、水源保护、防汛防火等职
责。同时建立了“发现上报、任务分派、问题处置、
核查反馈、形成评价”五步闭合流程和网络化三级预
警监察机制，实现网格智能化管理。密云区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连续四年保持北京市前三名，2014年、2015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北京市
第一。 （撰稿 周荪文 摄影 齐如久 史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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