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文 〔2019〕20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2020年国土绿化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郑州市2020年国土绿化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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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20年国土绿化工作实施方案

为切实抓好2020年国土绿化工作,打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

境,依据 《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 (2018—2027年)》和 《郑州

市森林生态系统建设规划 (2019—2025年)》,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 “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廊道林荫

化、城市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庭院花园化”为目标,以 “一

屏、两带、三网、五美、多园”为建设重点,大力推进国土绿化

工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生态支撑。

二、工作目标

(一)国土增绿提质:完成各类造林绿化面积15万亩,中幼

林抚育11.1万亩,发展苗木花卉0.64万亩。

(二)廊道绿化提升:完成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省道生

态廊道提升432.44公里,县乡道路、河渠绿化402.7公里。

(三)公园绿地建设:续建森林 (湿地)公园14个,新开工

6个,开展前期可研5个;新建综合性公园37个,新建微公园、

小游园184个,开工建设第二动物园、郊野公园等万亩以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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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15个,开工建设申河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等77个生态保遗工

程,郊野 (森林、生态保遗)公园—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微公

园 (小游园)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实现 “300米见绿、500米见

园”的目标。

(四)城乡绿化美化:建设2个省级森林城市、17个森林特

色小镇和166个森林生态乡村。

三、建设任务

(一)“一屏”建设工程

在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上街区等西

南山地丘陵区,开展山区困难地造林、退耕还林还草、废旧矿区

植被恢复工作,营造山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护林、国储林等,

提高西南山区森林覆盖率,加快构建西南城市生态屏障体系。

1.山区生态林建设

进一步加大西部山区困难宜林地造林、灌木林地改造和无立

木林地的补植补造力度,加强黄河、淮河支流源头生态建设。重

点推进25曘以上陡坡耕地、15曘—20曘以上重要水源地周边的退耕

还林还草工作,抓好废弃矿山、煤矿沉降区植被生态修复,营造

山区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风景林,栽植山区生态林3.1万

亩。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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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储林建设

积极利用已争取到的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在巩义市北部邙

岭,集中连片建设国家储备林,打造国家优质储备林基地,栽植

国储林3.3万亩。登封市、新密市、新郑市等要加大工作力度,

完成省林业局下达的国储林项目争取和建设任务。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新郑市

完成时间:巩义市国储林年度建设任务4月底前完成。

(二)“两带、三网”建设工程

“两带”指沿黄河生态带和沿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的城市生

态隔离带,“三网”指国省干线公路及县乡道路防护林网、河流

及水渠防护林网、平原农田防护林网。

1.黄河生态带

认真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编

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总体规划,积极做

好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清理整治工作,重点抓好采

砂、工矿、畜禽养殖违规违建项目整治和生态修复,特别是核心

区、缓冲区存在的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别墅、度假村、木材加

工等,应拆尽拆,应退尽退,并进行生态恢复;研究制定湿地生

态效益补偿政策,开展退耕还湿工作,切实保护好黄河湿地资

源。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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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局、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巩义市、荥阳市、中牟县、金水区、惠济区,郑

东新区

完成时间:按照市政府相应任务要求时间完成。

2.城市生态隔离带

继续推进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绕城高速、郑民高速、商

登高速、郑栾高速等沿线生态廊道绿化提升工作,已完成任务的

路段,标准再提升,继续开展好补植补栽,未完成绿化提升任务

的路段,加大推进力度,提高标准,增加常绿、彩化树种比例,

提高苗木规格,优化树种配置,把高速沿线生态廊道建成为城市

生态隔离带。2020年完成高速、铁路生态廊道提升255.34公

里。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新郑市、中牟县、金

水区,郑州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郑州经开区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

3. “三网”建设

(1)国省干线公路及县乡道路防护林网。沿国道、省道及县

乡道路两侧,按照 “一路一特色”和 “应绿尽绿”的原则,因地

制宜、适地适树,建设道路防护林,形成相互联通的道路生态廊

道网络。2020年完成国省干线公路绿化提升177.1公里,县乡

道路绿化提升402.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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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

(2)河渠防护林网。完成金水河、东风渠、熊儿河、郑东新

区魏河、七里河和潮河下游河道两岸绿化、高新区须水河南支

(法青街—科学大道)河道两侧、中牟县贾鲁河两岸绿化工程等

水系绿化工程,在适宜河段规划建设河道湿地公园,栽植水生植

物,利用植物生物特性净化水质,涵养水源。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中牟县,郑东新区、郑州高新区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完成绿化栽植任务。

(3)农田防护林网。沿农田地头、边沟、生产路两侧等,按

照200—300亩的网格大小,沿垂直主害风向,通过新栽或原有

林网改造提升,栽植1—2行乔木树种,建成相互连通的农田防

护林网,以改善农田小气候,消减干热风等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

影响,促进粮食增产稳产。2020年,在荥阳市、新郑市、中牟

县建设3—5个示范方,林网控制总面积达到1000亩以上。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新郑市、荥阳市、中牟县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

(三)“五美”建设工程

1.美丽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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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森林城市

根据 《河南省绿化委员会河南省林业局关于河南省森林城市

建设的指导意见》(豫绿 〔2019〕1号),按照 《河南省省级森林

城市申报与考核办法》和 《河南省森林城市评价指标》要求,建

设符合市情、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省级森林城市。2020年底

前巩义市、新密市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荥阳市继续推进省级

森林城市建设任务,新郑市启动省级森林城市建设工作。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底前。

(2)森林特色小镇建设

立足当地森林资源和生态优势,以26个新市镇为主体,以

国土绿化为底色,以林业特色产业为基础,以森林文化为主线,

以森林休闲旅游为重点,坚持文化传承与产业提升并重、创新发

展与产业整合并举,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大力推进森林康养

型、生态旅游型、生态绿化型、特色产业型等森林特色小镇建

设。2020年建成17个森林特色小镇。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底前。

(3)市中心城区绿化提升

建设京广快速路南延 (二七区)、长江西路 (中原区)等17

—7—



条生态廊道建设和金水路 (京沙—中州大道)、紫荆山路等19条

道路及周边区域的景观提升、补植补栽、铺设水管、安装栏杆、

侧石安装等工作;对6车道以上的道路 (在绿化隔离净宽不能小

于2米的情况下),将道路中间硬隔离更换为绿化隔离,增加道

路绿量,提升城区品味;对于具备条件的道路,应将行道树树穴

连通,实施绿化以利于行道树生长,在街侧及道路交叉口实施见

缝插绿及微景观打造,各单位完成不低于2条道路的道路树穴连

通及街侧道路见缝插绿工程;实施 “两环三十一放射”生态廊道

的绿化提质升级,建成全市统一的绿道标识系统,完成绿道连通

100公里;加快推进铁路沿线绿化工作,完成陇海铁路、郑西高

铁、京广铁路、西干道等市域铁路沿线规划绿线内 (高铁两侧各

100米,普通铁路两侧各50米,支线铁路两侧各20米)的绿化

及提升工作;继续实施高速互通立交及出入口区域绿化提升,完

成中州大道宇通路新郑路互通立交、圃田高速出入口、双湖大道

互通式立交绿化及提升工作。完成紫荆山公园、人民公园、南环

公园、经纬广场、文博广场、航海广场等公园的拆墙透绿工程,

完成月季公园提升改造和文化公园、航海广场水体改造。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

(4)县 (市、区)建成区绿化提升

每个县 (市、区)、开发区完成5个公园游园拆墙透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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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紫荆山道路红线内绿化 (管城区)、天河路北段 (惠济区)、

龙源四街 (郑东新区)、水仙路 (郑州高新区)、空港片区支线

(郑州航空港区)、文博路 (荥阳市)、开阳南路 (新密市)、郑韩

路东延 (新郑市)、唐三彩路 (巩义市)等69条道路绿化;完成

陇海路 (郑东新区)、中华路 (新郑市)等12条道路绿化提升;

每个县 (市、区)、开发区新创建省级园林式单位 (小区)不少

于3个,市级园林式单位 (小区)不少于5个。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绿化提升。

2.美丽乡村建设

以行政村为主体,积极开展乡村 “四边三化”建设,打造一

批自然生态风貌保存完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

森林功能效益显著的生态宜居乡村。2020年建成166个森林生

态乡村。

牵头单位:市农委、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底前。

3.美丽公路建设

结合 “四好公路”和县乡道路防护林网建设,着力打造一批

“路面平整通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景观优美、乡土气息浓郁”

的县、乡、村美丽公路。2020年每个县 (市、区)、开发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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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10公里以上的美丽公路示范段。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市交通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完成绿化、美化。

4.美丽河道建设

结合生态水系治理和河渠防护林网建设,沿河堤两岸开展美

丽河道建设,形成 “林水相依、林草相益、水清岸美”生态河

道。2020年,6个县 (市)要各打造1条3公里以上美丽河道。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

5.美丽田园建设

山区要结合精准扶贫,引导农民开展荒山有序流转,规模发

展核桃、石榴、樱桃、大枣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林果种植,建

设特色林果种植示范基地;平原地区要利用调整农业结构的土

地,落实 “四优四化”建设要求,推进生态廊道绿化,种植优质

林果,建设美丽田园。2020年发展特色经济林0.97万亩,每个

县 (市)实现乡村林果化的行政村达到5个以上。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4月底前完成栽植任务。

(四)“多园”建设工程

依托山地森林、平原片林、沿黄林带、城郊废弃地、城区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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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空地、文化遗址和湿地保护区等,加快森林 (湿地)公园、郊

野公园、遗址公园和城市综合性公园、微型公园游园建设。

1.森林 (湿地)公园建设。到2022年底前完成25个森林

(湿地)公园建设。提升主城区到森林 (湿地)公园连接道路的

景观效果,继续推进森林健康绿道建设,续建161公里,新建

28公里。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按照各公园进度时间执行。

2.大力开展郊野公园建设。按照 《郑州市郊野公园专项规

划》,2020年开工建设中牟县雁鸣湖郊野公园、巩义市礼泉-伊

洛河郊野公园、二七区侯寨郊野公园、金水科教园区郊野山体公

园、管城回族区潮湖郊野公园、新密溱水河郊野公园、郑州经开

区陆港郊野公园、郑州航空港区龙王郊野公园、上街区郊野公

园、登封市蜜蜡山郊野公园、新密市雪花山—青屏山—云蒙山郊

野公园、新郑市古枣园郊野公园12个郊野公园。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3月1日前,12个郊野公园开工建设。

3.持续推进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将古遗址、古城址保

护利用与国家生态建设战略结合起来,以文化遗址内涵为主题建

设城市公园,将生态绿化和文化展示相结合,发挥遗址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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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传承文化、服务社会、优化环境、带动发展的积极作用,促

进古遗址保护与生态环境综合提升。2020年计划开工77项生态

保遗工程,2020年内完工项目3处,力争到2021年全市遗址生

态文化公园达到100处以上。

牵头单位:市文物局

责任单位:相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按照相应年度计划执行。

4.综合性公园建设

(1)区级5000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公园建设

按照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三年建设规划》要求,今冬

明春新开工建设5000平方米以上公园32个,其中:中原区、二

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郑州高新区、

郑州经开区、郑州航空港区各新建5000平方米以上公园2个。

各县 (市)、上街区各建成2个5000平方米以上综合性公园。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各开发区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园建设工作。

(2)市级综合性公园建设

完成西流湖公园、雨水公园、名师园、青少年公园、郑州植

物园二期工程建设;启动第二动物园 (郑州嵩山野生动物园)建设。

责任单位:市园林局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西流湖公园、雨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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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园、青少年公园、郑州植物园二期全部建成开放;第二动物

园2020年12月31日前,力争进场施工。

(3)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

持续推进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完成剩余建设任务,

并向社会开放。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责任单位: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郑州航空港区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完成建设工作。

5.微公园、游园建设

新开工建设微公园、游园184个,其中:市园林局完成16

个,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郑州经开

区、郑州高新区、郑州航空港区、郑东新区各新建5000平方米

以下微公园、游园14个;上街区、登封市、中牟县、新密市、

荥阳市、新郑市、巩义市各新建5000平方米以下微公园、游园

6个。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责任单位:市园林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

管委会

完成时间: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微公园、游园建设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充分认识造林绿化对北方缺水城市改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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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对国土绿化工作的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党政一把手 “双组长”机制,及时研究解决生态建设用

地、资金、机制和规划设计问题,协调督促各部门各司其职,相

互配合,形成合力,统筹推进 “六化”建设,确保年度任务圆满

完成,实现国土增绿、添彩和森林生态环境提质增效的目标。

(二)高标准规划设计。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郑州区域特

点和各生态功能区的特色,按照 《森林郑州 “六化”建设标准

(试行)》,高标准编制规划设计,优化景观布局,明确在什么地

方种树、种什么树、种多少,以及微地形塑造、景观配置、配套

建设等。坚持适地适景适树和节俭绿化的原则,不搞奇花异草、

名贵树种进城,要以乡土树种、经济林果为主,乔、灌、草、花

合理搭配,适当增加常绿、彩叶、开花树种栽植比例,丰富生物

多样性,提升生态和景观效果,增强森林稳定性,提升森林质

量,增加林农收入,努力打造一批 “六化”建设样板、精品示范

工程。

(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按照 “在绿化投入上只能加强,

不能减少”要求,进一步优化完善生态建设财政扶持政策,整合

并利用好各项优惠政策,扩大政策覆盖面,加大财政资金奖补力

度,将国土绿化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足额保障,及时下达,

确保各项重点项目顺利完成;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领作用,加大

对涉及全局性林业生态建设重点工程的奖补力度。要进一步解放

思想、广开渠道,按照 “资源有价、交易有市、管理有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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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的原则,盘活森林资源,让 “活立木”形成的森林生态环

境能进入市场 “活起来”,把 “绿色银行”变成能融资、能投入、

能收益的 “货币银行”,加大林业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企业

参与森林生态环境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四)多措并举保障土地供应。要坚持科学规划、开源节流,

将保护耕地与加强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国土开发

利用空间,科学合理划定 “生产、生活、生态”用地。加大山区

造林绿化力度,充分利用现有宜林地、无立木林地、疏林地、灌

木林地、石漠化困难地等开展造林绿化,进一步消除 “天窗山”

“稀疏林”“光头岭”。在平原,要进一步完善提升现有平原防护

林体系,并利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 “四优四化”发展

调整出来的土地,积极拓展平原绿化空间。在城乡,要利用城区

因功能改变而腾退的土地,以及乡村尚未造林绿化的宜林地,进

行见缝插绿、拆违建绿等,最大限度实现 “身边增绿”。在河流

沿岸以及铁路、公路两侧,要进一步加强生态廊道建设,尤其是

弥补绿化薄弱环节。要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土地政策,对25曘以上

的陡坡耕地、15曘—20曘以上的水源区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等,

要实施退耕还林,必要时可以探索先造后退;对过度耕作引起退

化的耕地,要引导农民进行休耕、轮作,栽植防护林;要加强废

弃矿山、尾矿库区、坑口和煤矿沉降区治理,复耕后开展造林绿

化,恢复森林植被。要把国土绿化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

起来,重点建设一批特色经济林,落实 “四优四化”要求,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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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铁路沿线发展污染防治林和苗木种植业,实现林业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要把国土绿化与脱贫攻坚结合起

来,加快林业产业发展,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五)强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督导

考核,严格落实责任制。市生态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要推动

建立多元投入,调动市县乡村四级积极性,及时将林业项目列入

投资计划,组织好第三方评估验收工作,进一步完善林业生态建

设奖补政策,加大奖补力度,及时足额落实奖补资金,加强资金

使用监管;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协调解决造林绿化用地

问题,抓好露天矿山的生态修复工作;市农委要指导好各县

(市、区)农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落实好耕

地休耕制度,抓好农田生态系统建设,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市交通局要重点协调解决高速公路两侧围网内、国省干线公

路红线内的绿化提升问题,已建成高速公路围网内造林绿化任务

今年务必全面完成,今后新修高速公路围网内与公路建设要同步

开展造林绿化;市水利局要做好河渠堤岸及水源地周围绿化工

作,持续抓好水域周围水土保护工程建设等;市林业局要发挥专

业优势,加强技术指导服务和督导,督促各县 (市、区)、开发

区抓好任务落实工作;市城管局、市园林局要抓好建成区绿化提

升和高速互通立交、上下站口、出入市口整治提升,以及高速、

铁路沿线绿线范围内的拆迁、清理和绿化提升工作,并及时向市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报送进展情况。各县 (市、区)、开发区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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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狠抓落实,加强组织协调,认真落实规划、土地、资金

和施工等工作,抢抓时间,加快推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

成。

(六)加强森林保护。要加大林木保护力度,像保护文物一

样保护大树,依法依规严厉打击各类森林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严

格执行采伐管理有关规定,商品林主伐要严格控制采伐面积;加

强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抓好预测预报预防体系建设,严

格落实责任制,加强防控队伍建设,完善防控设备和技术,严格

苗木检验检疫,建立防控体系,确保全市森林火灾受灾率0.9曤

以下和林业有害成灾率控制在3.7曤以下,维护全市森林生态资

源安全。要进一步完善全市生态公益林政策,切实巩固市级生态

防护林、绿化景观林区划成果;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

策,落实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要加强中幼林抚育管护,开展退化

防护林修复,有步骤地对易产生飞絮污染的树木和易发病虫危害

及生长不良的树木进行逐步更新改造。

附件:1.郑州市2020年国土绿化营造林任务分解表

2.郑州市2020年国土绿化生态廊道提升任务分解表

3.郑州市2020年县乡道路绿化任务分解表

4.郑州市2020年森林健康绿道建设任务分解表

5.郑州市2020年森林城市、森林特色小镇、森林生

态乡村建设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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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州市2020年森林 (湿地)公园建设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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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林业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五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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