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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联办”。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政务事

项全程网上办理，疫情期间受理接待

窗口的快递、预约、容缺受理等服务

35 件。畅通疫情期间信访热线渠道，

对 29 个涉及复工复产的来信来电事项

立即办、马上办。充分发挥“云平台”

功能，开展互联网培训 8次，线上“答

疑问诊”2000 余次，帮助未复工企业

解决困难 10 个。启用电子印章，实现

批复线上盖章，企业互联网打印，减

少现场取件环节。全年出具电子批复

58 份，完成环评登记 590 件，办理环

评审批 58 件，受理辐射申请 55 件。

【加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2022 年，区生态环境局系统性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完成 215 项海绵工程，

较 2021 年底新增完工 35 项，达标面

积共计 27.18 平方千米，达标比例

37.87%。强化低碳领域资金支持。全

年拨付“煤改电”电价补贴 9309.03

万元，“煤改气”气价补贴2500万元；

累计安排 10320 万元支持多领域新能

源车辆购置；推进多层次增绿固碳工

作，累计拨付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经

费 13454.56 万元，战略留白工作经费

4483.8 万元，平原造林养护工作经费

39905.48 万元，城区绿地养护工作经

费 20275.05 万元，五河十路周边道路

绿地养护工作经费 6051.53 万元。

（兰婕）

【概　况】　2022 年，通州区水环境

质量大幅提升，8个国市控考核断面全

部实现Ⅳ类及以上水质，其中凉水河水

【概　况】　2022 年，区生态环境局

深入实施以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

对气候变化为核心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行动计划，推动副中心生态文明建设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绿色低碳发展

赋能提速，通州区取得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投融资试点城市资格，制定实施

气候投融资试点三年行动方案，与北

京绿色交易所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提速，2018—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完成。

【大气环境】　2022 年，通州区大气

环境质量历史最优，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为 33 微克 / 立方米，首次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同比改善 8.3%，创

历史新低。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

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年均

浓度分别同比改善6.1%、12.1%、持平，

均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累计优良

天数 272 天，优良率 74.7%，同比增加

2 天。重污染天数（扣除沙尘）3 天，

同比减少7天。全区降尘量为4.0吨/平

方千米·月，同比改善 4.8%。

【土壤环境】　2022 年，土壤环境质

量安全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始终保持 100%。

【优化营商环境】　2022 年，区生态

环境局整合前期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

施，最大限度助企纾困。为多个疫情

防控研究试验、物资生产和临时性保

供项目豁免环评手续。对 2 个重点建

设项目实施技术评估提前介入和行政

许可受理材料“容缺后补”机制。为 3

个建设项目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

质达 3类，氨氮、总磷改善率为 29%、

13%。水污染执法检查企业 8270 家次，

立案处罚 24起，罚款金额 129万元。

【乡镇跨界断面补偿与改善】　2022

年，区生态环境局完成全区 9 个乡镇

（除梨园镇、永乐店镇）27 个考核断

面、5 个考核排口的监测及补偿金核算

工作。全年各乡镇应缴纳补偿金总额

750 万元，应获得补偿金总额 337.3 万

元，缴补平衡后结余 412.7 万元。应

缴纳总额同比下降 26.6%，应获得总额

同比下降 42.4%。在水质类别上，18

个乡镇出境断面中，14 个断面达到 IV

类，占比 77.8%；1 个断面为 V 类，

占比 5.6%；3 个断面为劣 V2 类，占比

16.6%。与 2021 年相比，IV 类以上断

面数量增加 25.6%。在主要污染物浓度

上，乡镇出境断面及排口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年均浓度分别为 25 毫克 /

升、1.38 毫克 / 升、0.30 毫克 / 升，

同比分别改善 3.8%、26%、25%。

【水源地保护管理】　2022 年，区

生态环境局加强水源水、龙头水质监

测监管，按期推动水源水质监测工作

落实，完成四个季度区级、乡镇级及

千吨万人饮用水出厂水、龙头水、水

源水质量检测工作，按季度公开水质

信息。强化水源管理和保护，完成

2021 年度通州区区级、乡镇级和千吨

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

况评估及报告编制工作，评估得分为

99.82，评估结果为优秀。加大水源地

日常监管，开展水源地专项执法和日

常监管，全年出动执法人员259人次，

检查水源保护区 122 家次，发现问题 3

个，已移送属地政府。

【水环境治理】　2022 年，全区累计

处理生活污水约 15569.58 万吨，累计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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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建再生水管线 5 千米，完成市

级下达的 1100 万立方米再生水输配量

任务指标。按时完成第三个三年行动

方案任务，累计新建污水管线90千米，

雨污合流改造 15 千米。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污水治理相关工程，2022 年完成

污水治理村庄 40 个，污水处理设施覆

盖率 60%。推进农村污水管网建设。累

计完成 120 个村庄美丽乡村污水管线

建设工程。推动完成 PPP 项目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完成未受拆迁影响

的 PPP 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第

二、三批工程建设，确保稳定运行。

编发《通州区“十四五”时期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工作方案》和《通

州区水环境系统治理提升实施意见》，

按照分类实施治理的思路，针对全区

各乡镇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情况，指导 9

个乡镇政府依据全区方案编制各镇具

体设计方案，因地制宜制定“一村一

策”。完成全区 40 个村的农村环境整

治工作，完成全区生活污水治理率、

黑臭水体整治率、水源地整治率、村

庄干净整洁四项指标，向市生态环境

局提交相关任务台账。

【推进入河排口整治】　2022 年，区

生态环境局积极推进入河排口整治工

作，完成市级 30 个入河排口整治任务

并完成市级“一口一档”平台填报工作。

推动全区性入河排口整治工作，截至

12 月底，657 个入河排口中，已完成

整治排口数量 630 个，占比 95.89%；

需在 2022 年底前完成整治的排口中已

完成 443个，占比 96.30%。5月底前，

完成 695.9 千米雨水管涵干支线、537

千米雨污合流管涵、43957处雨水口（雨

箅子）、18834 处检查井、218 处入河

口等排水设施的清掏治理工作。

【河流生态系统综合健康情况】　

2022 年，区生态环境局以 8 个国市控

断面水质为基础，选取潮白河三个断

面、北运河六个断面，从河流生境、

理化与生物三个评价体系出发，系统

评价通州区主要河流的生态系统综合

健康情况，厘清河流生态污染的主要

限制因子。通过总结生态健康综合等

级评价结果，潮白河三个断面、北运

河四个断面生态健康综合等级评价结

果为健康，分断面评价水环境质量为

优，玉带河入凉水河口和应寺桥断面

等级为亚健康，影响北运河健康的限

制因素主要为总磷和氨氮水质超标。

（兰婕）

【“ 三 线 一 单” 成 果 落 地 应 用】　

2022年，区生态环境局将“三线一单”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成

果应用于重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率先开展建设项目及园区规划的“三

线一单”成果对照分析。全年为 10 个

多规合一项目和 2 个重大建设项目进

行“三线一单”区域重点问题识别和

特征分析，为项目前期论证决策提供

重要依据。优化“三线一单”成果，

助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应用。制

定区级精细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

制通州区“三线一单”各街道乡镇分

册及图集，提高生态环境管理的精细

化、系统化，助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更规范、内容更精准。

【排污许可核发与执法联动】　2022

年，区生态环境局核发排污许可证 229

家，其中首次申请 16 家，重新申请 43

家，变更申请 44 家，延续 126 家；完

成排污登记企业 192 家。针对底单完

整性、分类分级准确性、发证登记合

规性等进行核查，完成排污许可证证

后复核141家，登记合规性检查237家。

对存在整改问题的 33 家企业进行帮扶

指导，完成排污许可证问题整改及变

更。提前完成排污许可证质量复核完

成率和2021年度执行报告提交率检查，

为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打下坚实

基础。

【固定源执法监管】　2022 年，区生

态环境局制定年度执法检查方案，制

定覆盖蓝天、碧水、净土、噪声、固

废及其他常规执法等 72 项执法工作任

务表，依托移动执法系统规范执法监

管流程。加强帮扶指导辖区企业，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 36144 人次，检查单

位 6467 家 16780 次，立案处罚 966 起

1899 万元，处罚起数和处罚金额全市

排名分列第一、第二。移送移交公安

机关环境违法案件 1 起，查封扣押案

件109起，五类重大案件办理全市第一。

【京津冀生态协同监管】　2022 年，

区生态环境局完善“一季度一会商一

联动”工作机制，加强环境监管和执

法联动，累计开展固定源联动执法 4

次，检查单位 539 家次，发现并整改

问题 35 个；组织开展执法经验交流并

现场对企业进行检查，联合执法1次、

检查污染源 3 家；开展移动源联合执

法 4 次，累计检查车辆 99 辆，筛查超

标 3 辆。累计移送超标车辆信息 12 批

次 2042 辆次，确保区域协同共治发挥

作用。

【移动源执法监管】　2022 年，区生

态环境局从在用车、老旧车、非道路

移动机械、油气油品等方面入手，坚

持“换、限、查、管”并举，提升监

管效能，打击排放超标行为，重型柴

油车路检处罚量、非道路移动机械处

罚量、氮氧化物处罚量均全市排名第

一。落实“生态环境部门检测、交管

部门处罚”，在区内 9 个检查站和主

要道路采取 24 小时执法或机动 24 小

时执法检查方式，对进京、过境柴油

车进行排放执法检查，全年人工检查

柴油车 33 万辆，筛查超标车辆 11692

辆。落实超标柴油车闭环管理，实现

区内所有办证检查站 24 小时环保核查

工作。对于列入北京市排放超标重型

柴油车数据库的外埠车辆，进京环保

审核窗口在其复检合格前不予出具进

京证环保合格结果，全年进行环保核

查并发放环保凭证 19.94 万份，其中

柴油车 6.99 万份，劝返不符合标准车

辆 172 辆。

【核与辐射监管】　2022 年，区生态

环境局完成《通州区辐射安全隐患排

查三年行动》，加强执法检查和技能

业务培训，更新通州区 183 家核技术

利用企业信息，开展辐射专项执法检

查 172 家次。健全、完善突发辐射环

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编制备案完成

《北京市通州区辐射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规范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流程。

生态环境治理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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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联防联控】　2022 年，区生

态环境局与廊坊市北三县开展干部实

岗锻炼交流工作，遵循“小切口破题”

原则，推动两地联动执法及流域执法

等工作方面先行先试。加强联防联控，

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1 月 20 日，参

加北三县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围

绕污染过程应急应对工作，健全空气

质量会商研判、重污染应急联动机制；

重污染预警期间，制定工作方案联合

北三县共同应对污染过程。开展联动

执法、联合检查等工作，严厉打击移

动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完成机动

车超标排放信息共享等工作。

【信访办理】　2022 年，区生态环境

局接到投诉举报 621 件，通过有效沟

通合理退单 35 件，实际受理投诉举报

586 件。其中“12345”市民热线 217

件，“12369”举报热线 243 件，局内

来电 110 件，区转办网信 11 件，来信

1 件，来访 4 件，均在规定时限办结。

接诉即办工单量同比降低 44.6%；2022

年工单满意率 59.4%，同比提升 2.1%；

解决率 36.8%，同比下降 10.9%；见面

率 30.8%，同比提升 21.3%。

【环境质量监测】	 2022 年，大气降

尘监测。通州区降尘量扣除沙尘影响

年均值为 4吨 /平方千米 •月，降尘量

达到市级考核标准要求（5吨 /平方千

米·月）。全区各乡镇、街道各个降尘

监测点的降尘量在 4.8～ 8.1 吨 /平方

千米 • 月，20 个街道、乡镇降尘量均

高于通州区降尘考核标准。

大气降水监测。全年共采集降水

37 次，无酸雨发生，通州区大气降水

pH值年均值为7.20，属于弱碱性降水。

饮用水源地环境质量监测。通州区区

级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较好。与上年相

比，各项水质指标无明显变化，均符合《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Ⅲ类水质标准要求，水质达标率为

100%。2022 年，通州区乡镇级地下水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与上

年相比，水质达标率提高4.7个百分点。

声环境质量监测。全年，通州区

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建成区 123 监

测网格等效声级为 53.0 分贝，区域环

境噪声水平等级为二级，与上年相比

降低 1.0 分贝，有效监测网格达标率

为 94.3%，社会生活和交通噪声仍是影

响区域声环境质量的主要声源。通州

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千米计权等效声

级为 67.9 分贝，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

度等级为二级，与上年相比下降 0.6

分贝。通州区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

测显示，1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为 56.0

分贝，夜间等效声级为 44.9 分贝，属

于不稳定达标。2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为

50.3 分贝，夜间等效声级 45.0 分贝，

属于稳定达标。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2022 年，通

州区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通州区

59 个土壤监测点，包括农用地点位 46

个、建设用地点位 7 个、未利用地点

位 6 个。所有监测点位，无机污染物

未超过评价标准风险筛选限值，有机

污染物个别点位监测有检出，但都在

土壤评价标准限值内，没有新的污染

源出现，表明有机污染物只是历史使

用有机农药残留。

农村环境质量监测。2022 年，对

通州区前营村、吴营村每月进行空气

质量连续自动监测。前营村、吴营村

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总体情况良好，

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和一氧化碳第 95 百

分位数浓度均达标，细颗粒物、可吸

入颗粒物、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和臭氧

日最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

位数浓度超标，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1.1、4.8、0.02 和 0.7 倍。2022 年，

对辖区内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南

丁庄桥、纪各庄桥）开展监测。结果

显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中南丁

庄桥断面水质为重度污染，主要污染

指标为总磷；纪各庄桥断面水质监测

达标，符合Ⅳ类水体；对通州区于家

务回族乡仇庄村的土壤开展监测，结

果显示农村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良好；2022 年，对全区 43 家地下饮用

水开展水质监测。千吨万人农村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7.6%。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农田灌溉水水质达标率 100%。

【生态补偿监测】	 2022 年，对 32 个

乡镇跨界断面每周开展监测，并根据

月均值核算水环境生态补偿金。全年

核算补偿金 1087.3 万元，较 2021 年

（1607.7 万元）下降 32.4%，其中，

总缴纳金额 750 万元，较 2021 年下

降 26.6%；应获得金额 337.3 万元，

较 2021 年下降 42.4%。与 2021 年相

比，IV 类以上断面增加 25.6%；化学

需氧量改善率为 3.8%、氨氮改善率为

26%、总磷改善率为 25%。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022 年，区

生态环境局共接收生态环境部下发第

三批线索 12 件，接收市生态环境局移

送线索119件。做好线索排查与分析，

做到应赔尽赔。全年磋商办结案件6件，

其中区农业农村局办结 5 件，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金共计 16603.9 元；区园

林绿化局办结 1 件，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金 42461.25 元。

【科技治污】　2022 年，区生态环境

局在全区 22 个街道乡镇建设挥发性有

机物自动监测站项目，22 个新增监测

站全部正常运行，全自动、全天候监

测各街道乡镇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源情

况，监测数据均接入区生态环境局指

挥平台，每隔 8 分钟上传一次监测数

据，指挥平台对数据进行审核、存储、

分析，做到对全区环境质量情况有效

监控。升级监管系统，对“生态通州”App

进行更新迭代，增加“联防联控”新

模块，将污染事件异常问题转至线上

办理。同时将全区各属地标准站、微

观站、扬尘系统、餐饮油烟系统、挥

发性有机物系统数据进行汇总融合，

并为各属地开通专属账号，便于各属

地进行大气污染问题的统一监督管理。

同时将各属地数据查看权限由属地本

级扩大至通州区全域范围，形成全区

一张数据网，便于属地通过数据研判

环境形势，正向促进属地开展对环境

的自主改善。分阶段开展全流域综合

防治管控系统建设，水环境问题精准

识别。截至 2022 年底，共建设国市控

考核断面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 6 座、

乡镇出境断面自动监测站 13 座、重要

河道入河排口自动监测站 30 座、市级

以上工业园区重点企业在线监测自动

站 31 座、重要污水管网节点自动监测

站 17 座，千吨以上污水处理厂自动监

控设施 49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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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治污】　2022 年，区生态环境

局围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六五环境

日、全国低碳日，持续打造“一主线、

两圆心”的“副中心生态文明月”志

愿服务品牌，线下先后开展生态环境

教育基地参观、生物多样性主题演讲、

共筑昆虫之家等活动 300 余场，受众

10 余万人；线上先后开展环保行动打

卡、低碳知识问答、生物地图绘制等

活动，浏览量 50 万人次。在大运河森

林公园开展“绿色之音爱生万物”生

态文明主题音乐会宣传活动，通过“文

明通州”“通州融媒”等平台进行网

络直播，吸引数百万人参与关注，助

力激发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

性。通过市、区级媒体开展相关报道

100 余条，新媒体报道 840 余篇，阅读

量达到 40 万余人次。

（兰婕）

【概　况】　2022 年，通州区统筹推

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获批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投融资试点，按照国家部委

要求先后报送两批气候投融资重点项

目 29 个，印发《北京城市副中心（通

州区）气候投融资试点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推进重点领域

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完成一般制造业

疏解 5 家，提质改造项目 6 个。完成

光伏备案 29 个，总投资 9412 万元，

新能源项目核准 3 个，总投资 4.79 亿

元。完成全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

完成通州区 2018—2020 年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编制，摸清全区温室气体排放

底数，夯实数据基础。

【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及国家自愿减

排(CCER)交易中心建设】　9月27日，

北京绿色交易所正式搬迁至北京城市

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办公。秉承“部市

联建”原则，北京绿色交易所积极承

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CCER）交

易职能并建设 CCER 交易系统、注册登

记系统。区生态环境局配合市生态环

境局落实 2021 年度北京市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工作，强化区内重点和一般碳

排放单位管理，完成 2021 年度 67 家

重点和一般碳排放单位名单校核，指

导完成年度排放报告编制及履约工作。

（兰婕）

【大气污染防治】　2022 年，区生态

环境局深入开展“一微克”行动。在

北京冬奥会和党的二十大期间，部门

联动采取协商减排、强化执法、精准

管控等措施，顺利完成保障任务。实

施氮氧化物减排专项行动。全年淘汰

巡游出租汽车 328 辆，新增纯电动车

237 辆。城区范围内新能源环卫车占比

67.4%，累计建成电动汽车充换电场站

124 个。深化 VOCs 专项治理行动。全

年完成 6 家企业“一厂一策”精细化

治理工程，推进 7 家企业完成重污染

绩效提级。提升城乡环境精细化管理

水平。2022年全区查处渣土车1258起，

罚款 479.5 万元，查处违规工地 1231

起，罚款 1996.9 万元。全区开展后半

夜执法 1188 项次，检查工地 4406 家

次，查处渣土车 537辆，立案 281起，

罚款 361.2 万元。2022 年，通州区工

地出入口道路尘负荷2.15克 /平方米，

同比改善 35.8%。TSP 浓度为 83 微克 /

立方米，同比改善 15.3%，全部街镇均

未进入全市后 30。截至 12 月底，全

区裸地面积 5.5 平方千米，全市排第

11，同比减少 57.3%，全部街镇均退出

全市排名后十。

【水污染防治】　2022 年，区生态环

境局推进创建节水型社会。开展用水

指标编制及分配工作，向全区各乡镇、

村庄和用水单位下达指标；开展节水

型载体创建 160 个，124 家通过验收，

其中企业 119 家、村庄 5 个，27 个节

水型小区创建工作基本完成，节水型

社区（村庄）覆盖率预计达到 42.3%。

完成节水型器具普及率调查工作，出

具调查报告 1 套。完成节水型器具换

装工作，全年换装节水型器具7000套。

开展非居民用水户关系梳理工作，完

成注册 1885 户。

【工业污染防治】　2022 年，区生态

环境局组织开展流域、饮用水源地、

入河排口、地下水防治、未纳管网工

业企业、污水处理设施等专项执法检

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801 人次，检

查企业 841 家次。严格排污许可核发

管理，截至 12 月底，核发排污许可证

221 家，其中变更 37 家，重新申请 42

家，首次申请 14家，延续申请 127家，

整改后申请 1 家。6 月底完成质量复核

和排污登记合规性检查。

【土壤污染防治】　2022 年，全区土

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农用地及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全区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均保持 100%。强化

建设用地监管。完成 20 个重点建设用

地项目土壤调查联合评审工作，项目

▲　6月 5日，通州区启动“守护绿色生态副中心”主题线下实践活动

（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节能减排 生态环境保护

  生 态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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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评审通过率为 75%。分类构建潜

在污染风险的关停企业地块清单。建

立 6 个疑似污染地块、26 个污染地块

和 4 个北京市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

复名录地块清单。严格工业企业污染

预防，组织企业参加培训并部署土壤

隐患排查、自行监测年度工作。对 9

家企业 2021 年度隐患排查及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开展现场监督检查，隐患排

查问题点位全部完成整改。4 家土壤重

点监管单位和 5 家高、中风险在产企

业完成 2022 年度土壤隐患排查、自行

监测等工作，并提交报告。加强疫情

防控，确保医疗废物和涉疫垃圾及时

无害化收运处置，北京润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共处置全市医疗废物约 51058

吨，包括通州区各类医疗废物约 5033

吨，未发现问题隐患及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开展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试点

工作，4 家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试点收

集废旧铅蓄电池 22197 吨，转运 21925

吨。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检查涉危险废物单位 2953 家次，立案

处理涉嫌危险废物违法行为 9 起，拟

处罚金额 25 万元，责令改正 8 起。强

化农用地污染管控。农用地推广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 19.8 万亩，测土配方施

肥田间示范 800 亩，水肥一体化示范

面积 200 亩，统防统治示范 2500 亩。

开展农业投入品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

共完成地膜回收 59.36 吨、其他农用

塑料制品回收 23 吨、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47.07吨，均已完成转运回收工作。

【生态保护】　2022 年，区生态环境

局开展外来物种入侵普查。完成农业

外来入侵动物病虫害及水生植物普查

任务，制定《通州区农业外来入侵水

生动植物普查工作方案（2022—2023

年）》，制定 3 条踏查路线，开展普

查工作 4 次，发现入侵水生动物物种 3

个、水生植物入侵物种 6 个；发现园

林绿化外来入侵物种 27 个，草原有害

生物 10 个。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巡查检

查。开展专项联合执法行动 21 次，检

查点位近 30 个，立案 1 起。检查涉陆

生野生动物运输 2201 车次，完成生态

损害赔偿磋商 5 起，生态损害赔偿价

值金额 16603.9 元，其中 4 起案件完

成生态修复，增殖放流鱼种753.2千克。

全年共开展涉及夜鹭、红隼、猫头鹰

等野生动物救护约 200 只。加强生态

环境建设。落实常规养护措施，平原

生态林分级分类养护管理，根据情况

实施年度养护计划作业模式，完成整

形修剪面积 5.4 万亩。开展生长季施

肥面积 2.2 万亩，完成重点区域地被

景观提升面积 0.54 万亩。高质量开展

生态林经营管理，林分结构调整完成

2.93万亩，疏伐25.32万株、移植1.37

万株。建设村头微型公园 25 处，占总

任务的 25%；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

22 处，占总任务的 22%；建设森林高

质量经营示范区 11 处。

【两级督察问题整改】　2022 年，区

生态环境局推进中央、北京市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整改，成立北京市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通州区整改落实工作领导

小组，细化整改措施，制发《通州区

贯彻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报告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应按

期完成的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任务和信访问题均已销号，第

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完成 16

项整改任务办理，信访问题全部完成

办理。明确已办结问题的销号标准及

具体程序，并将督察整改及销号情况

纳入专项考评指标；设置“第二轮北

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栏，公开《通

州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北京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问责情

况，发布相关信息 30 余篇，向公众宣

传报道整改进展。

【疫情防控】　2022 年疫情期间，区

生态环境局对全区定点医疗机构、医

疗垃圾处置单位、集中隔离场所、污

水处理厂、供水厂等 33 个单位进行监

督检查及检测，深入医疗垃圾焚烧厂

及定点隔离单位排查指导。对在用隔

离点加强核查、指导，开展在用隔离

点化粪池取水专项检查，将检测结果

抄送区疫情防控办、卫健委、区文旅局，

协助掌握隔离点防疫消毒工作；协同

区隔离点管理组对含英园等 26 个备选

隔离点完成现场评估。全年评估指导

和帮扶检查隔离点 160 余家次，开展

隔离点废水检测 96 家次，通报废水检

测结果 7批次。

【环境应急】　5 月 9 日，区生态环境

局开展“南阳实践”（突发环境事件

应对长期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方法创

新）项目，完善辖区内 6 条河流“一

河一策一图”（“一河”，就是逐河

调查掌握水文、闸坝、流域环境风险

等基本信息；“一策”，就是根据河

流实际情况，提前找好筑坝蓄污具体

位置，把污水导出来截流住，再采取

物理、化学、生物降解等方法，把污

染物处置掉，同时把上游清水导下去；

“一图”，就是形成突发环境事件情

景应对示意图，将河流基础信息、不

同事件情景应对方法叠加，实行“挂

图作战”）环境应急响应方案及河流

基础信息清单。加强环境风险的源头

管控，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编制（修

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全年完

成 204 家企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备案

工作。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源单位加

强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强化风险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落实环境安全

防控主体责任。完成区级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及备案工作，

包括《北京市通州区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2022 年修订）》《北京市通

州区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北

京市通州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通

州区辐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北

京市通州区突发土壤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进一步将应急处置工作制度化、

流程化。落实市区两级部署，全年共

开展突发环境应急演练 5 次，其中市

级演练 2 次、区级演练 1 次、专项演

练 1次。

（兰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