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精神，贯彻落实白山市全面建设践行“两

山”理念试验区要求，充分发挥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和鸭绿江经济带两大平台载体作用，做大

做强“六大优势产业”。白山市生态环境局临江市分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临江市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建设规划（2024—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合

理设置近期目标及远期目标，系统谋划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规划》经过“前期研究、草案

编制、征求意见、论证报批”四个阶段，其间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近日，经市政府专题会

议讨论通过，《规划》正式印发实施。为使社会各界更加深入了解《规划》，有效推动《规划

》落地实施，现从指导思想、规划原则、主要目标、建设指标、重点任务、重点工程、保障措

施等七个方面对《规划》的总体情况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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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吉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按照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市

委“一山两江”品牌战略和“一体两翼”发展要求，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紧紧

抓住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国土空间集约高效利用、改善城乡和农

村生态环境质量、弘扬培育生态文化、创新体制机制等重点任务，

全面改善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环境

友好、资源节约社会，推动临江市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1.总体目标

按照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牢固树立“生

态+”理念，使全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2.近期目标

到2027年，临江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上升，形成生态保护修复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良好局面。

3.远期目标

到2035年，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绿色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消费模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追求，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生态系统

更加优化，生态产品供给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保持稳定，全面建成

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相结合的生态经济体系，美丽临江的建设目标

基本实现。

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的指标体系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县）建设指

标》，从目标责任、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制度等五大方面，设置了25项示范区建设指标。



A

目标责任体系建设

B

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C

生态经济体系建设

D

生态文化体系建设

从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制度、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四个方面，推进
目标责任体系建设。

从生态产业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积极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等六个方面，促进生
态经济体系建设。

从稳步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加强大气环
境防治、统筹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八个方面，
推动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从深入挖掘生态文化载体建设、广泛开展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共建共
享等三个方面，推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

E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

通过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
源高效利用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目标责任领域

涉及14个项目，项目包括中
小河流治理工程、乡镇生活垃圾
转运系统建设工程、生态修复恢
复项目等，共投资12.74亿元。

生态经济领域
涉及3个项目，项目包括智慧

农场示范园项目、乡村振兴光伏
发电项目、龙头山风景区项目等，
共投资2.64亿元。

生态文化领域
涉及3个项目，项目包括康养

度假区－温泉建设项目、木把文
化特色小镇项目、传统村落集中
连片保护项目等，共投资6.37亿
元。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领域
涉及2个项目，项目包括组织

部和宣传部每年常态化开展生态
文明宣传工程。

涉及1个项目，项目为每年常
态化开展“四长治河”新模式。

生态安全领域



组织领导

监督考核
建立目标考核机制、

加强规划实施动态监管、
加强督查督办、充分发挥
公众监督作用。

资金统筹
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

动作用、建立和完善投融
资体制及自然资源与环境
补偿机制。

社会参与
加强信息公开、加

大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宣传教育、扩大公民参
与。

科技创新
积极开展与大专院校、

科研机构的合作、积极引进
人才，充实专业人才队伍。

建立和完善规划实施
的组织机构、明确主要任
务及职责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