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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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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要求 编制依据 

1 

通用

（包

含产

业准

入）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1）禁止类： 

（1.1.1）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应保留一定比例的水域面积，新建项目不得违规占用水域。 

（1.1.2）禁止建设区必须保持土地的原有用途和生态化利用方式，除国家、自治区和兵团的重点建设项目

需要外，严禁在区内进行任何类型的开发建设活动，并对禁止建设区内的裸地、荒草地、闲置土地进行综合

整治及生态林建设。 

（1.1.3）在划定的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堆放、填埋、倾倒剧毒、高残留农药及工业废物、生活垃圾等其他

可能影响水源安全的废弃物；划定的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实施旅游、洗涤、游泳和其他可

能污染水源的项目。 

（1.2）限制类： 

（1.2.1）限制建设区应在 2035 年保持现状土地使用性质，作为城市未来发展备用地预留，不得在限制发展

区内进行非农建设项目开发。之后根据法定规划和审批程序，可作为城市建设用地。 

（1.3）鼓励类： 

（1.3.1）大力发展精制面粉加工、畜禽肉制品加工、特色林果加工、饲料加工、生物发酵、乳制品、葡萄

酒、饮料等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发展玫瑰花、薰衣草，万寿菊、色素辣椒、沙棘等特色植物提取加工业，

加快推广新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高效分离、节能干燥等新工艺新技术；加快推进秸秆、油料饼粕、果蔬

皮渣、畜禽皮毛骨血等副产物综合利用，开发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依托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手

工艺品加工。 

（1.3.2）支持生产 42.5级以上水泥和专用特种水泥，鼓励生产高性能混凝土、机制精细骨料、建筑垃圾再

（1.1.1）（2.1.1）

（3.1）（3.2）

（4.3.1）（4.3.2）

关于印发《第五师

双河市关于进一

步加强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实施意

见》的通知 

（1.1.2）（1.6）

（3.3）（3.4）

（4.1.1）（4.1.2）

（4.1.3）（4.1.5）

《五师水污染防

治工作实施方案》 

（1.1.3）（1.2.1）

（2.2.1）（2.3.1）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双河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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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骨料、植物相容型生态混凝土和市场预制构件；鼓励发展自保温烧结砌块等保温、隔热、防火的新型墙材，

支持发展生物质建材；鼓励开发中高档建筑装饰超薄板材、复合板材、异形产品等高附加值石材；鼓励开发

膨润土、蛭石、沸石、红柱石、云母等非金属矿深加工制品；支持发展装配式建筑部件。 

（1.3.3）支持第五师双河市发展新材料产业项目（以新型建筑材料产业为主）、电子科技、装备制造项目、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目。 

（1.3.4）沿边进出口加工先行区重点依托第五师双河市主体，利用沿边区域优势和特色资源，重点发展特

色农副食品精深加工、进口资源加工、生物技术、商贸物流等产业，打造兵团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带和沿

边开放先行区。 

（1.4）限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加强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促进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以自然修复为主的生态建设。 

（1.5）在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特殊生态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一类

管控单元和二类管控单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管控制度。 

（1.6）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已侵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实施流域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继

续加大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水力度。 

（1.7）围绕全师农业结构调整和农副特色资源，加快粮油、肉制品、饲料、果蔬、酿酒等产业为主导的食

品产业体系和食品工业基地。 

（1.8）83、87、88、90、91团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范围内加强城市污水管网在收集过程中的保护，防止管网

破损或渗漏对地下水质造成影响。 

（1.9）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配套管

网长度与处理能力要相互适应。 

（1.10）结合新连队建设，对连队生活垃圾和污水，采取集中堆放、收集和处理，建设小型污水净化处理设

施和连队生活垃圾记住处理场。 

总 体 规 划

（2018-2035）》 

（1.1.4）（2.2.2）

（1.8）《第五师

双河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划分方案及环

境保护规划》 

（1.3）《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可承

接产业目录》 

（1.3.3）《双河

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环

境影响报告书》 

（1.5）（2.1.2）

《第五师双河市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十四五”  规

划》 

（1.4）（3.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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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化解过剩产能等，有序搬迁或依法关闭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的现有企业。 

五师三线一单研

究报告》 

（2.3.2）关于印

发《第五师双河市

土壤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 

（2.3.3）（4.1.4）

《关于印发五师

双 河 市 “ 十 三

五”农业现代化

发展规划的通知》 

（2.1.3）《自治

区严禁“三高”

项目进新疆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2.1）废气： 

（2.1.1）所有锅炉必须达到最新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要求。 

（2.1.2）实施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稳定达标及脱硫脱硝减排工程；实施燃煤污染控制及燃煤锅炉提标改

造工程；开展扬尘治理（以管理为主）；实施机动车尾气监测工程；实施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程（包括加油

站油气回收工程）。 

（2.2）废水： 

（2.2.1）集中建设污水处理厂，禁止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向水体。 

（2.2.2）新建、改建、扩建农副食品加工、造纸等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 

（2.2.3）深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配和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将工业、城镇生

活、农业、移动源等各类污染源纳入调查统计范围，控制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2.3）固体废弃物： 

（2.3.1）垃圾收集分类化，垃圾运输密闭化，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2.3.2）实施农药减量控害，扩大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农药。 

（2.3.3）全面禁止秸秆焚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术和机具。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3.1）建设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体系。 

（3.2）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环境气象监测信息共享，联合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 

（3.3）完善水污染事故处置应急预案，落实责任主体，明确预警预报与响应程序、应急处置及保障措施等

内容，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 

（3.4）定期评估沿河流湖库的工业企业、工业集聚区环境和健康风险，加强预案管理，落实防控措施，排

除水污染隐患。评估现有化学物质环境和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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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强团场连队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水质检测。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强化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应急管理。 

（3.6）建设饮用水水源地应急系统，保障系统有效运行；建立饮用水水源地应急设备；制定饮用水水源地

应急预案。 

（3.7）园区管委会加强对园区内涉及危险化学品“两重点一重大”单位的安全监管，强化涉及“两重点一

重大”生产储存装置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改造。 

（3.8）完善农业重大灾害应急反应机制，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积极探索高效的农业保险动作模式，切实增

加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 

（3.9）对威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地，相关团场要制定环境风险管控方案，并落实有关措施。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4.1）水资源： 

（4.1.1）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促进地下水采补平衡，严格执行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

度。 

（4.1.2）建设滞、渗、蓄、用、排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程。禁止生产、

销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4.1.3）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农作物

节水抗旱技术。 

（4.1.4）强化田间用水和计量管理，完善农业用水价格形成机制；严格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计加价的水价制

度。 

（4.1.5）推广应用工业节水先进技术，加快落后技术、设备的退出。 

（4.2）固体废弃物： 

（4.2.1）规范处置农业废弃物，实现资源化综合利用。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提升秸秆还田效果，全面

禁止秸秆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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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对师市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料等再生利用活动进行清理整顿，

引导企业采用先进适用加工工艺、集聚发展，集中建设和运营污染治理设施，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4.3）能源： 

（4.3.1）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展水电。 

（4.3.2）公交、环卫等行业和政府机关要率先使用新能源汽车，并鼓励个人购买。 

（4.3.3）大力培育节能环保产业。扩大消费市场，积极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一批大型节能环保企业，

大幅增加大气污染治理装备、产品、服务产业产值，有效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4.4）大气： 

（4.4.1）在供热供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地区，改用电、新能源或洁净煤，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环保型锅炉。 

（4.5）清洁生产： 

（4.5.1）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对钢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针对节能减排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提高清洁

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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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单元分类 涉及乡镇（街道） 经济产业布局 主要环境问题 

师 团 

ZH65751020004 

双河经

济技术

开发区-

新赛工

业园 

五

师 
 

重点管控

单元 

新赛工业园北至 S305 省道，东至

外环路（青达拉路），西至 G219

国道，南至博尔塔拉河。 

现状产业为基础，完善现有产业体系，

规划持续发展新型建材、生物产业、食

品加工、仓储物流等。园区以主导产业

及其下游产业链为主要方向发展产业。 

区域现状生态

环境质量较为

脆弱；能源结构

不合理，对生态

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生态建设

和污染治理较

为欠缺。 

主要属性 兵团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编制依据《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2035）》及规划环评） 

空间布局约束 

（1.1）引入企业需要符合以下园区产业布局要求：以现状产业为基础，完善现有产业体系，规划持续发展新型建材、生物产业、

食品加工、仓储物流等。园区以主导产业及其下游产业链为主要方向发展产业。 

（1.2）禁止类： 

（1.2.1）禁止建设新增产能的水泥生产项目（含粉磨站）；禁止新建普通浮法玻璃生产项目；禁止新建 0.3万立方米/年以下饰

面石材（荒料）开采项目（稀有品种矿山除外）。 

（1.3）鼓励类： 

（1.3.1）大力发展精制面粉加工、畜禽肉制品加工、特色林果加工、饲料加工、生物发酵、乳制品、葡萄酒、饮料等农副产品

加工业，积极发展玫瑰花、薰衣草，万寿菊、色素辣椒、沙棘等特色植物提取加工业，加快推广新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高效

分离、节能干燥等新工艺新技术；加快推进秸秆、油料饼粕、果蔬皮渣、畜禽皮毛骨血等副产物综合利用，开发新能源、新材料、

新产品：依托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加工。 

（1.3.2）支持生产 42.5级以上水泥和专用特种水泥，鼓励生产高性能混凝土、机制精细骨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植物相容型

生态混凝土和市场预制构件；鼓励发展自保温烧结砌块等保温、隔热、防火的新型墙材，支持发展生物质建材；鼓励开发中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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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超薄板材、复合板材、异形产品等高附加值石材；鼓励开发膨润土、蛭石、沸石、红柱石、云母等非金属矿深加工制品；

支持发展装配式建筑部件。 

（1.4）入驻开发区建设项目应符合产业布局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 

（1.5）入园项目不得为“两高一低”项目或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版）的限制和淘汰类项目、不符合相应行

业准入条件的项目、自治区兵团相关产业政策禁止建设的项目以及不符合重点区域产业准入条件的项目。 

（1.6）重点推进种业加工（棉花制种、玉米制种、小麦制种、苜蓿制种）、粮油加工（玉米油、葵花油、红花油、葡萄籽油、

棉籽油）、特色林果及果蔬饮料加工（香梨、苹果、葡萄、杏子、哈密瓜、樱桃、石榴、红枣鲜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特色

化发展）、乳制品（发展高端猪、牛、羊肉冷链加工及相关深加工产品）、酿酒产业（白酒、红酒、啤酒、果酒）、纺织、玻璃、

枸杞深加工、化工工程机械（配件加工、产品组装、设备出口、智能化）等，重点推进食品医药、农副产品加工、新材料新能源、

俣税仓储、保税物流产业布局。 

（1.7）新赛工业园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为新型建材区、仓储物流区、工艺品制造区、农产品加工区、生物产业区、中小微产业区、

配套服务区七大区块。结合生态环境管控、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对开发区企业实现清单式管理，制定产业发展负面清单和东西部

产业转移优先准入清单。 

污染物排放管

控 

（2.1）废水处理： 

（2.1.1）城市生活污水和无行业标准的工业企业工业废水排放达到《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082-1999）及《污水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三级标准后排至市污水处理厂。有行业标准的则执行行业标准。工业园区中水综合利用采用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19）中水

景类标准。 

（2.1.2）各生产装置应采用清洁的生产工艺，减少废水排放量；各装置排水应清污分流、分类收集、分别处理。各地块装置区

内污染区地面冲洗水、初期污染雨水及生产废水，污染物浓度较高时应经处理后，水质指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后，就地回收利用。工业园区污水禁止排入南侧的博尔塔拉河。 

（2.2）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各厂应按规范要求设置临时堆放设施。危险废物送可接收的危废中心处理，填埋或无害化处理

（如物化处理、焚烧等），运送危险废物应遵守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危废中心处理无法接收的危险废物应在工厂内建设焚烧装

置或其它无害化处理装置。锅炉灰渣、气化炉粗渣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积极寻求园区内产业链上的综合利用途径，不能转化的

送渣场堆放。生活垃圾送市政生活垃圾处理场处理。 

（2.3）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履行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定义务，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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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备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保证

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监测数据传输准确，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入驻企业动力装置涉发电环节的，应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

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中要求实施超低排放。 

（2.4）以重点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等重点行业为指导，开展工业污染深度治理，实现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进

一步下降。深化建材等产业的循环产业链条发展，全面推动循环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原料利用率等，

减少污染物源头产生量，力争污染物排放量最小化。 

（2.5）加快配套管网及中水回用。 

（2.6）积极推进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强化对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验收，依法对开发区内重点行业进行分

层次、时段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定清洁生产年度审核计划，引导工业企业由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转变。 

（2.7）开发区企业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管理应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822-2019）中的“VOCs 物料储

存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工艺过程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设备与管线组件 VOCs

泄漏控制要求、敞开液面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VOCs 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要求”等的要求。开发区企业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822-2019）中的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环境风险防控 

（3.1）严格管理： 

（3.1.1）进一步健全工业园区环境与安全管理委员会，对工业园区各入区企业进行安全管理监督与教育工作。建立工业园区的

安全管理制度，并建立工业园区安全管理的奖惩制度。 

（3.1.2）加强工业园区内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与管理水平检查。加强全工业园区内各企业干部、职工的风险意识和环境意识教

育。 

（3.1.3）建立与强化工业园区各管理部门、各企业、直至企业内各工作岗位的岗位责任制，严格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奖惩制度。 

（3.1.4）除设置专门环保与安全机构外，各生产企业都要设专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的安全和环保问题，对事故易发部位、易泄漏

地点，除本岗操作人员及时检查外，应设安全员巡检。 

（3.1.5）严格遵守项目“三同时”原则，并对项目环保设施、安全设施组织专家进行现场监查和考核，不合格的不批准生产和

入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入区企业进行环境安全抽查，不合格者限期整改或勒令停产。 

（3.2）建立安全管理与监测网络： 

（3.2.1）进行工业园区内重大危险源的普查，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将工业园区内易发生安全事故的企业、及各企业内事故易发部

位进行统计汇总，并绘制成详图，并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 10 - 
 

（3.2.2）建立包括“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各企业——企业内各车间——车间内各岗位”的完整的工业园区安全管理网络。 

（3.2.3）建立完善的工业园区事故安全联动应急与消防网络，确保企业发生事故后及时得到处理，不危及周围其它企业。 

（3.2.4）开展冶炼废渣、煤矸石、炉渣等工业固体废物非法堆存点专项排查，建立工业固体废物非正规堆放点整治清单，逐步

开展整治工作。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支持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和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建设，构建固体废物回收

循环和综合利用体系。 

资源开发效率

要求 

（4.1）到 202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6吨标煤/万元；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95%；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水耗，从源头上

控制污染物的产生；采取清浊分流、循环利用、串级排污技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100%。；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90%。 

（4.2）要求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即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满足既定的生产或消费需求，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

做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要求产品体积小型化和产品重量轻型化，产品包装追求简单朴实。 

（4.3）按照产业结构、能源利用、运营管理、基础设施等绿色化要求，开展绿色园区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

造，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理念，推动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搭建资源共享、废物处理、服

务高效的公共平台，促进废物交换利用、能量梯级利用、水的分类利用和循环使用，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4.4）新建集中供热锅炉项目（≥65t/h），其锅炉污染物排放应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标准限

值要求。开发区规划热电厂执行《关于印发<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2014]2093 

号）中提出鼓励西部地区新建机组接近或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其中汞及其化合物执行《燃煤电厂烟气汞污染物排放标准》

（DB65/T3909-2016）中 0.02mg/m³的要求。积极推广洁净煤，并加强煤质监督，严厉打击销售使用劣质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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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单元名

称 

行政区划 
单元分类 涉及乡镇（街道） 经济产业布局 主要环境问题 

师 团 

ZH65900720012 

双河经

济技术

开发区

-荆楚

工业园 

五师 
89

团 

重点管控单

元 

荆楚工业园园区主次干道有：

长安路、迎宾路、军垦路、锦

绣路、潜江路、仙桃路、十堰

路、鄂州路、（黄冈路）、（随

州路），横向有：荆楚路、赛

湖路、长江路。 

荆楚工业园提升改造产业建设水平，规

划发展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电子

科技、仓储物流、纺织服装、装备制造

等。 

园区污水处理厂回用水

利用率较低。 

主要属性 兵团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编制依据《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2021-2035）》及规划环评） 

空间布局约束 

（1.1）引入企业需要符合以下园区产业布局要求：提升改造产业建设水平，规划发展新材料、农产品精深加工、电子科技、仓储物流、

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园区以主导产业及其下游产业链为主要方向发展产业。 

（1.2）禁止类：在工业区内建设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不引进污染重的落后产业；应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

应采用无毒或低毒原料和辅助原料，确保工艺装置安全生产满足环保要求：物耗、能耗低，污染物产生量少。 

（1.3）限制类：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和兵团产业准入要求；严格执行规划、规划环评资源利用管控要求。 

（1.4）鼓励类：大力发展精制食用植物油、面粉加工、畜禽肉制品加工、特色林果加工、饲料加工、生物发酵、乳制品、葡萄酒、饮

料等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发展玫瑰花、薰衣草，万寿菊、色素辣椒、沙棘等特色植物提取加工业，加快推广新型非热加工、新型杀菌、

高效分离、节能干燥等新工艺新技术；加快推进秸秆、油料饼粕、果蔬皮渣、畜禽皮毛骨血等副产物综合利用，开发新能源、新材料、

新产品；依托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加工。 

（1.5）声环境：优化交通格局，形成高效、快捷的城市交通网络，强化道路两侧的绿化隔离带建设，控制高噪车辆的运行。 

（1.6）入驻开发区建设项目应符合产业布局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 

（1.7）入园项目不得为“两高一低”项目或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和淘汰类项目、不符合相应行业准入条件的项目、

自治区兵团相关产业政策禁止建设的项目。 

污染物排放管

控 

（2.1）固废：推行清洁生产技术与管理，综合利用工业固废，建设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系统。危险废物经预处理后，分类收集，

集中处理。医疗垃圾统一收集、统一由专业机构进行集中焚烧处理。 

（2.2）污水：集中建设污水处理厂，禁止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向水体。严格执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控制工业废水及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在水库周边设置绿化带，利用绿化带作为建设用地与水系间的缓冲和过滤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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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废气：控制重污染企业的废气排放及机动车尾气排放。 

（2.4）以重点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等重点行业为指导，开展工业污染深度治理，实现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下

降。深化循环产业链条发展，全面推动循环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原料利用率等，减少污染物源头产生量，力

争污染物排放量最小化。 

（2.5）加快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管网及中水回用。 

环境风险防控 

（3.1）建立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救援体系和规划区周边建立风险防范区。 

（3.2）突发性污染事故，特别是有液氨泄漏、天然气泄漏。 

（3.3）危险车间可设置消防装置等必备设施，并辅以适当的通讯工具，定期进行安全环保宣传教育以及紧急事故模拟演习。 

（3.4）建立统一的应急救援中心。中心的任务以组织协调为主，其组织机构包括：应急救援指挥部、抢险救灾组、医疗救护组、后勤

保障组。 

（3.5）存放、运输和使用酸、碱、有机溶剂、油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地下水、土壤环境污染的物质，必须采取防溢、防渗、防漏措施，

并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建立事故应急措施。一旦发生泄漏，要迅速发出警报，封锁污染现场，疏散职工和附近居民，并向当地政府报

警。有关人员尽快控制泄漏量和范围。 

（3.6）开展冶炼废渣、煤矸石、炉渣等工业固体废物非法堆存点专项排查，建立工业固体废物非正规堆放点整治清单，逐步开展整治

工作。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础设施，支持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和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建设，构建固体废物回收循环和综合利用

体系。 

资源开发效率

要求 

（4.1）电力资源：优先采用低能耗生产工艺，合理确定生产加工规模和生产工艺参数，设备选择立足于国内先进、节能型设备。供电

变压器装设在用电负荷较大的厂房附近，尽量靠近负荷中心，缩短配电线路的长度，以减少低压配电线路的电能损耗；采用无功功率多

级补偿装置，提高功率因数，使 10kV 功率因数达 0.92 以上；主要照明采用高效节能灯具；选用低损耗电力变压器，以降低变压器损耗，

并减少维护工作量；部分设备可选用变频器，减少用电设备的能耗；在各主要用电场所布设用电分计量表，加强用电的考核与管理。 

（4.2）水资源： 

（4.2.1）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上均设水表计量。设备冷却水、凝结水循环使用。污水处理站处理的达标废水回用，作为绿化、灌溉

用水。推行排污收费制度及节约用水的奖励制度。工业园区绿化灌溉采用喷、微灌的节水灌溉方式。 

（4.2.2）选用节水型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淘汰落后的卫生器具、设备和管道材料，采用高效节水型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同时

供水系统采取防渗漏、防破裂措施。 

（4.3）能源： 

（4.3.1）增加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靠新技术、新工艺不断降低工业万元产值能耗，节约能源。 

（4.3.2）大力发展以电力、燃气等为燃料的清洁能源汽车，促进先进、高效的发动机及尾气净化装置的推广和使用。 

（4.4）固废： 

（4.4.1）综合利用工业固废，提高工业固废资源化水平。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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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洁生产： 

（4.5.1）推行清洁生产，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手段，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4.5.2）按照产业结构、能源利用、运营管理、基础设施等绿色化要求，开展绿色园区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优先选择对荆楚工业园

区等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资源消耗大、废旧资源产生量大、产业集聚度和关联度高的园区进行提升，推进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推进产业耦合，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积极参加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和运行。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再

利用、资源化”的理念，推动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搭建资源共享、废物处理、服务高效的公共平台，促进废物交换利用、

能量梯级利用、水的分类利用和循环使用，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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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境管控单元

编码 

单元

名称 

行政区划 管

控

单

元

分

类 

管控要求 

师 
团

场 
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利用效率 

1.  ZH65900720001 

双河

市 81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2）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5）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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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6）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2.  ZH65900730001 

双河

市 81

团一

般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将保护现有荒漠植被

作为防沙治沙的首要

任务，持续开展防沙

治沙工作，保护绿洲

边缘荒漠林，避免营

造高耗水的人工速生

林。 

（2）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3.  ZH65900720002 
双河

市 81

第

五

双

河

重

点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1）执行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区资源利用效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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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师 市 管

控

单

元 

相关要求。 

（2）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设，应程序、应急处

置及保障措施等内

容，依法及时公布预

警信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要求。 

（2）推广应用工业节水先进技

术，加快落后技术、设备的退

出。 

（3）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4）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4.  ZH65900720003 
双河

市 81

第

五

双

河

重

点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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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师 市 管

控

单

元 

要求。 

（2）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要求。 

（2）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3）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  ZH65750210001 

83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防风固

沙/生物多样性相关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有序引导生态空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严格落实环境保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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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4）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5）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6）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重点开展养殖、环控、防

疫、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环节标

准化建设和改造，完善防疫和

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推进生

产标准化。 

（5）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养殖场

采用种养结合还田利用、水肥

一体化、有机肥加工等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和措施，在

师市范围内推广多种生态循环

养殖模式，形成场区小循环、

团场中循环和师市种养大循环

的农牧循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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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H65750230001 

83团

一般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相关要求和大气

环境布局敏感区相关

要求。 

（2）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3）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6）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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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7.  ZH65750210002 

83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实

施正面清单管控。遵

循生态优先、严格管

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 

（4）根据主导生态功

能定位，实施差别化

管理，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1）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管

控要求。 

8.  ZH65750210003 

83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1）执行师市污染物

排放管控相关要求。 

（2）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1）推动草原牧区

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

转变，加快转变牧民

草原使用观念，加强

草畜平衡管理。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管

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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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3）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4）保护天然草场，

实施可持续牧业，实

施牧民定居工程，确

定禁牧期、禁牧区和

轮牧期，推进牧草和

粮食轮作、低产棉田

改种牧草等结构调

整，推行节水灌溉措

施，加强草畜平衡管

理。 

（5）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实

施正面清单管控。遵

循生态优先、严格管

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2）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 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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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主导生态功

能定位，实施差别化

管理，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9.  ZH65750210004 

83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生物多样性/防风

固沙相关要求。 

（2）执行涉水保护地

相关要求。 

（3）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4）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1）执行涉水保护地

污染物排放管控相关

要求。 

（2）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10.  ZH65750220001 

83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1）建设滞、渗、蓄、用、排

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

程。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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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1.  ZH65750210005 

83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3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生物多样性/防风

固沙/土地沙化/水源

涵养相关要求。 

（2）执行水环境其他

重点管控区相关要

求。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加强管控区水环

境污染风险防范，保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 24 - 
 

（3）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4）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5）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护临近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重点加强涉水

工业企业监管。 

（3）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4）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5）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12.  ZH65900720004 

双河

市 84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2）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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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3）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13.  ZH65750310001 

84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4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改善边境沿线团

场生态环境，实施边

境团场生态治理与修

复重建工程。 

（3）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4）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推动草原牧区传

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

变，加快转变牧民草

原使用观念，加强草

畜平衡管理。 

（3）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 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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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5）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实

施正面清单管控。遵

循生态优先、严格管

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 

（6）根据主导生态功

能定位，实施差别化

管理，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4）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循环农业。 

14.  ZH65900720005 

双河

市 84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2）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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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4）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6）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15.  ZH6590072007 

双河

市 86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

布局敏感区相关要

求。 

（2）加强退化湿地

恢复及湿地保护管理

机构建设，开展湿地

生态保护修复，禁止

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

涵养空间。 

（3）应避免大规模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项

目布局建设。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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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控制非农

建设占用耕地，加大

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重点区域及重点工

程、粮食主产区和基

本农田保护区的投

入。 

（5）禁止任何单位

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

护区内建窑、建房、

建坟、挖砂采石、采

矿、取土、堆放固体

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

破坏基本农田的活

动。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6）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16.  

ZH65900720006 

双 河

市 86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加大人工造林、

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 

（4）完善团场外围防

风固沙林与农田林网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1）建设滞、渗、蓄、用、排

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

程。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2）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3）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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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综合防护林体系。 

（5）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结合。 

17.  

ZH65900720008 

双 河

市 86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6）（1）执行大气

环境布局敏感区相关

要求。（2）禁止采伐

天然林，对已遭受破

坏的林草生态系统，

积极组织重建与恢

复。（3）加大人工造

林、退耕还草、生态

经济兼用林等工程建

设；加强天然林保护

区各项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团场外围防

风固沙林与农田林网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

善综合防护林体系。

（4）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5）严格

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

地，加大对土地整理

复垦开发重点区域及

（7）（1）实施农药减

量控害，扩大生物农

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

药推广应用，逐步取消

高毒农药。（2）全面

禁止秸秆焚烧。开展聚

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

推广，大力推广机械式

残膜回收技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4）

已达到大气环境质量

标准的地区，应当严格

控制新增排放大气污

染物项目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 

（8）（1）对耕地面

积减少或土壤环境质

量下降的团场要进行

预警提醒，并依法采

取环评限批等限制性

措施。（2）执行自治

区重污染天气预警分

级标准，同一区域内

执行统一应急预警标

准。当预测到区域将

出现大范围重污染天

气时，按照自治区统

一发布预警信息，师

市要按级别同步启动

应急响应，落实应急

措施，实施区域应急

联动。（3）对威胁地

下水、饮用水水源安

全的耕地，制定环境

风险管控方案，并落

实有关措施。 

（9）（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

替代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

合利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

循环发展行动。（2）通过政策

补偿等措施，逐步推行以天然

气或电替代煤炭。（3）推进规

模化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农作

物节水抗旱技术。发展以喷滴

灌和渠道防渗为中心的节水农

业，不断创新节水措施，实施

节水工程，应对农业用水比重

下降趋势。（4）集成推广水肥

一体化、机械深施等施肥技术，

积极推进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形成场区小

循环、种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

大循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发展绿色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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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粮食主产

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

的投入。（6）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

农田保护区内建窑、

建房、建坟、挖砂采

石、采矿、取土、堆

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

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

的活动。 

18.  

ZH65900720009 

双 河

市 86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3）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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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4）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19.  ZH65750430001 

86团

一般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6

团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2）避免大规模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

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20.  ZH65900730002 
双河

市 86

第

五

双

河

一

般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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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一

般管

控单

元 

师 市 管

控

单

元 

（2）避免大规模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

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21.  ZH65750410001 

86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6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执行生态保护红

线和大气环境布局敏

感区相关要求。 

（3）保护天然草场，

实施可持续牧业，实

施牧民定居工程，确

定禁牧期、禁牧区和

轮牧期，推进牧草和

（1）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2）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推动草原牧区传

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

变，加快转变牧民草

原使用观念，加强草

畜平衡管理。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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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轮作、低产棉田

改种牧草等结构调

整，推行节水灌溉措

施，加强草畜平衡管

理。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3）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4）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4）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 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22.  ZH65750420001 

86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6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2）避免大规模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

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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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23.  ZH65750420002 

86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6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3）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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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动。 

（4）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24.  ZH65750420003 

86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6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2）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4）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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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6）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25.  ZH65750520001 

87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7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3）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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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4）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26.  ZH65750530001 

87团

一般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7

团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将保护现有

荒漠植被作为防沙治

沙的首要任务，持续

开展防沙治沙工作，

保护绿洲边缘荒漠

林，避免营造高耗水

的人工速生林。 

（3）有序引导生态空

间用途之间的相互转

变，鼓励向有利于生

态功能提升的方向转

变，严格禁止不符合

生态保护要求或有损

生态功能的相互转

换。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5）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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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27.  ZH65750510001 

87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7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生态保护红

线和大气环境布局敏

感区相关要求。 

（2）加强滨河（湖）

带生态建设，在河道

两侧建设植被缓冲带

和隔离带。 

（3）加大湿地类自然

保护区保护力度，开

展重点保护水禽繁殖

栖息地、越冬地或迁

徙停歇地保护工作，

提高生物多样性。加

强退化湿地恢复及湿

地保护管理机构建

设，开展湿地生态保

护修复，禁止侵占自

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

间。 

（3）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实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1）严格总量指标

管理，把用水总量指

标落实到流域和水

源，严格强度指标管

理，建立师、团场二

级行政区域用水强度

控制指标体系。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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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面清单管控。遵

循生态优先、严格管

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 

（4）根据主导生态功

能定位，实施差别化

管理，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28.  ZH65750510002 

87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7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执行高功能水体

及水源涵养区相关要

求。 

（3）加强滨河（湖）

带生态建设，在河道

两侧建设植被缓冲带

和隔离带。 

（4）加大湿地类自然

保护区保护力度，开

展重点保护水禽繁殖

栖息地、越冬地或迁

徙停歇地保护工作，

提高生物多样性。加

强退化湿地恢复及湿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1）执行高功能水体

及水源涵养区环境风

险防控相关要求。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

区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三条红线”制度的各项举

措，逐步建立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体系、用水效率考核指标体

系以及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

体系。加强师域水资源统一管

理，对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

水环境治理和防洪排涝等实行

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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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管理机构建

设，开展湿地生态保

护修复，禁止侵占自

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

间。 

（5）高功能水体严格

执行相关法律要求。

原则上禁止一切严重

污染水环境的建设项

目。饮用水源上游直

接汇水或补给区按饮

用水源准保护区相关

要求进行管理。源头

水应大力实施天然林

保护、林木植被建设、

退耕还林等措施，对

源头区森林植被进行

抚育更新，提高源头

区森林覆盖率，提升

源头区生态系统涵养

水源、调节河川径流

的主要生态功能。加

大源头区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统筹农

村面源污染防治与新

农村建设，严控畜牧

养殖业污染，全面消

除江河源头上的污

染。 

（6）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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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29.  ZH65750520002 

87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7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2）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1）建设滞、渗、蓄、用、排

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

程。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4）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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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30.  ZH65750510003 

87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7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执行水环境其他

重点管控区相关要

求。 

（3）加强滨河（湖）

带生态建设，在河道

两侧建设植被缓冲带

和隔离带。 

（4）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如无

序采矿、毁林开荒、

湿地和草地开垦、过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1）加强管控区水环

境污染风险防范，保

护临近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重点加强涉水

工业企业监管。 

（2）防止土地荒漠

化、沙化和盐渍化。

结合农业工程中节水

灌溉工程，疏通排碱

渠排盐碱，同时也为

农业种植排放的 COD、

氨氮等污染物找到出

路。在全师各团开展

生态公益林建设。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严格总量指标管理，把用

水总量指标落实到流域和水

源，严格强度指标管理，建立

师、团场二级行政区域用水强

度控制指标体系。强化水资源

承载能力刚性约束。建立健全

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

度，完善规划水资源论证相关

政策措施。从严核定许可水量，

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

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

水，对取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

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做

好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统筹调

配，严格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控制。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

加强重要河流主要控制断面最

小流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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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放牧、道路建设等。 

31.  ZH65750630001 

88团

一般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8

团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32.  ZH65750610001 

88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8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实

施正面清单管控。遵

循生态优先、严格管

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1）执行师市污染物

排放管控相关要求。 

（1）执行师市环境风

险防控相关要求。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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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 

（4）根据主导生态功

能定位，实施差别化

管理，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33.  ZH65750610002 

88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8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2）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改善边境沿线团

场生态环境，实施边

境团场生态治理与修

复重建工程。 

（3）生态保护红线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

的要求进行管理，实

施正面清单管控。遵

循生态优先、严格管

控、奖惩并重的原则，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禁止城镇化和工业化

活动。 

（4）根据主导生态功

能定位，实施差别化

管理，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1）执行师市污染物

排放管控相关要求。 

（1）执行师市环境风

险防控相关要求。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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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改变。 

34.  ZH65750610003 

88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8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严格保护具有水

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加强对水源涵养

区的保护与管理，严

格保护具有重要水源

涵养功能的自然植

被，限制或禁止各种

损害生态系统水源涵

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

动和生产方式。 

（3）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改善边境沿线团

场生态环境，实施边

境团场生态治理与修

复重建工程。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土壤保持/水源涵

养/水土流失/生物多

样性/土地沙化相关要

求。 

（2）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1）执行高功能水体

及水源涵养区环境风

险防控相关要求。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

区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三条红线”制度的各项举

措，逐步建立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体系、用水效率考核指标体

系以及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

体系。加强师域水资源统一管

理，对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

水环境治理和防洪排涝等实行

统筹规划。 

35.  ZH65750620001 

88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8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1）建设滞、渗、蓄、用、排

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

程。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2）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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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3）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36.  ZH65750620002 

88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88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其他

重点管控区相关要

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加强管控区水环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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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境污染风险防范，保

护临近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重点加强涉水

工业企业监管。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37.  ZH65900720010 

双河

市 89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布

局敏感区相关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加大人工造林、

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团场外围防风固沙

林与农田林网配套建

设，进一步完善综合

防护林体系。 

（4）应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5）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3）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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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6）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措施。 

38.  ZH65900710001 

双河

市 89

团优

先保

护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生态保护

红线和大气环境布局

敏感区相关要求。 

（2）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3）生态保护红线

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

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实施正面清单管控。

遵循生态优先、严格

管控、奖惩并重的原

则，严禁不符合主体

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

活动，生态保护红线

内禁止城镇化和工业

化活动。 

（4）根据主导生态

功能定位，实施差别

化管理，确保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

质不改变。 

（1）执行师市污染排

放管控相关要求。 

（1）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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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ZH65750710001 

89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89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保护天然草场，

实施可持续牧业，实

施牧民定居工程，确

定禁牧期、禁牧区和

轮牧期，推进牧草和

粮食轮作、低产棉田

改种牧草等结构调

整，推行节水灌溉措

施，加强草畜平衡管

理。 

（4）矿产资源开发过

程中，做好区域生态

环境保护，降低对周

边生态环境影响。 

（1）执行师市污染物

排放管控相关要求。 

（2）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1）推动草原牧区传

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

变，加快转变牧民草

原使用观念，加强草

畜平衡管理。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40.  ZH65900720013 

双河

市 89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加大人工造林、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1）建设滞、渗、蓄、用、排

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

程。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2）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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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 

（4）完善团场外围防

风固沙林与农田林网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

善综合防护林体系。 

（5）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3）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41.  ZH65900720011 

双河

市 89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和大

气环境布局敏感区相

关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加大人工造林、

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团场外围防风固沙

林与农田林网配套建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要求。 

（2）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3）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4）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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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进一步完善综合

防护林体系。 

（4）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5）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5）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4）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2.  ZH65900720012 

双河

市 89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其他

重点管控区和大气环

境布局敏感区相关要

求。 

（2）避免大规模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项目布

局建设。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已有改扩建项目

要提高节能环保准入

门槛，实行大气污染物

排放减量置换，实施区

域内最严格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加强管控区水环

境污染风险防范，保

护临近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重点加强涉水

工业企业监管。 

（3）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3）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4）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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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4）已达到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的地区，应当

严格控制新增排放大

气污染物项目大气污

染物排放量。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4）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5）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3.  ZH65900730003 

双河

市 90

团一

般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防风固沙相关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3）重点开展养殖、环控、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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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疫、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环节标

准化建设和改造，完善防疫和

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推进生

产标准化。 

（4）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养殖场

采用种养结合还田利用、水肥

一体化、有机肥加工等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和措施，在

师市范围内推广多种生态循环

养殖模式，形成场区小循环、

团场中循环和师市种养大循环

的农牧循环格局。 

44.  ZH65750830001 

90团

一般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90

团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防风固沙相关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3）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3）重点开展养殖、环控、防

疫、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环节标

准化建设和改造，完善防疫和

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推进生

产标准化。 

（4）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养殖场

采用种养结合还田利用、水肥

一体化、有机肥加工等畜禽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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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和措施，在

师市范围内推广多种生态循环

养殖模式，形成场区小循环、

团场中循环和师市种养大循环

的农牧循环格局。 

45.  ZH65750810001 

90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90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改善边境沿线团

场生态环境，实施边

境团场生态治理与修

复重建工程。 

（4）加大人工造林、

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 

（5）完善团场外围防

风固沙林与农田林网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

善综合防护林体系。 

（6）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1）执行师市污染物

排放管控相关要求。 

（2）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1）执行师市环境风

险防控相关要求。 

（2）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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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ZH65750810002 

90团

优先

保护

单元 

第

五

师 

90

团 

优

先

保

护

单

元 

（1）执行涉水保护地

相关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维护国土生态安

全，改善边境沿线团

场生态环境，实施边

境团场生态治理与修

复重建工程。 

（4）加大人工造林、

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 

（5）完善团场外围防

风固沙林与农田林网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

善综合防护林体系。 

（6）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按照水土保持规

划，采取保护、自然

修复等措施，组织单

位和个人植树种草，

扩大林草覆盖面积，

涵养水源，预防和减

轻水土流失。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执行涉水保护地相关要

求。 

（2）全面推动使用节水器具，

禁止销售不符合节水标准的产

品、设备，新建民用建筑必须

采用节水器具。积极推广中水

回用。 

47.  ZH65750820001 

90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90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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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8.  ZH65900720015 

双河

市 90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要求。 

（2）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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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3）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重点开展养殖、环控、防

疫、粪污资源化利用等环节标

准化建设和改造，完善防疫和

废弃物综合利用设施，推进生

产标准化。 

（5）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养殖场

采用种养结合还田利用、水肥

一体化、有机肥加工等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和措施，在

师市范围内推广多种生态循环

养殖模式，形成场区小循环、

团场中循环和师市种养大循环

的农牧循环格局。 

49.  ZH65900720014 

双河

市 90

团重

点管

控单

元 

第

五

师 

双

河

市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生物多样性/防风

固沙相关要求。 

（2）执行水环境其他

重点管控区相关要

求。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2）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发展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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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2）加强管控区水环

境污染风险防范，保

护临近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重点加强涉水

工业企业监管。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50.  ZH65750930001 

91团

一般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91

团 

一

般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生物多样性/防风

固沙/土地沙化相关

要求。 

（2）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3）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1）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农药。 

（2）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1.  ZH65750910001 
91团

优先

第

五

91

团 

优

先

（1）单元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执行生态保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1）推动草原牧区传

统畜牧业生产方式转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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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单元 

师 保

护

单

元 

护红线空间布局约束

要求。 

（2）禁止采伐天然

林，对已遭受破坏的

林草生态系统，积极

组织重建与恢复。 

（3）加大人工造林、

退耕还草、生态经济

兼用林等工程建设；

加强天然林保护区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 

（4）完善团场外围防

风固沙林与农田林网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

善综合防护林体系。 

（5）保护天然草场，

实施可持续牧业，实

施牧民定居工程，确

定禁牧期、禁牧区和

轮牧期，推进牧草和

粮食轮作、低产棉田

改种牧草等结构调

整，推行节水灌溉措

施，加强草畜平衡管

理。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变，加快转变牧民草

原使用观念，加强草

畜平衡管理。 

52.  ZH65750920001 

91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91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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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开展城镇湿地、

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3）严格控制非农建

设占用耕地，加大对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重

点区域及重点工程、

粮食主产区和基本农

田保护区的投入。 

（4）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建窑、建房、建

坟、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酸液、碱液以及

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

当按照规定单独收集

和安全处置，不得排入

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

者直接排入水体。医疗

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置。 

（4）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污泥应进行

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处置，禁止处理

处置不达标的污泥进

入耕地。 

（5）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4）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5）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53.  ZH65750920002 

91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91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要求。 

（2）将保护现有荒漠

植被作为防沙治沙的

首要任务，持续开展

防沙治沙工作，保护

（1）执行水环境农业

污染重点管控区相关

要求。 

（2）实施农药减量控

害，扩大生物农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

广应用，逐步取消高毒

（1）对耕地面积减少

或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的团场要进行预警提

醒，并依法采取环评

限批等限制性措施。 

（2）对威胁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耕

（1）全面推进化肥减量、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农膜回收、秸秆综合利

用、种养结合等农业绿色循环

发展行动。 

（2）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

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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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边缘荒漠林，避

免营造高耗水的人工

速生林。 

农药。 

（3）全面禁止秸秆焚

烧。开展聚酯降解地膜

试验示范推广，大力推

广机械式残膜回收技

术和机具。 

地，制定环境风险管

控方案，并落实有关

措施。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发展以喷滴灌和渠道防渗为中

心的节水农业，不断创新节水

措施，实施节水工程，应对农

业用水比重下降趋势。 

（3）集成推广水肥一体化、机

械深施等施肥技术，积极推进

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形成场区小循环、种

养结合中循环和县域大循环，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

循环农业。 

54.  ZH65751020001 

师直

86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师

直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大气环境

布局敏感区相关要

求。 

（2）避免大规模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项目

布局建设。 

（1）实施重点行业企

业污染治理稳定达标

及脱硫脱硝减排工程；

实施燃煤污染控制及

燃煤锅炉提标改造工

程；开展扬尘治理（以

管理为主）；实施机动

车尾气监测工程；实施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

程（包括加油站油气回

收工程）。 

（1）执行自治区重污

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同一区域内执行

统一应急预警标准。

当预测到区域将出现

大范围重污染天气

时，按照自治区统一

发布预警信息，师市

要按级别同步启动应

急响应，落实应急措

施，实施区域应急联

动。 

（1）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发展水电。 

（2）通过政策补偿等措施，逐

步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

炭。 

55.  ZH65751020003 

师直

86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师

直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加大水环境保护

力度，重点完善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城市水循环体系建

设，开展城镇湿地、

（1）执行水环境城镇

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

相关要求。 

（2）在村庄/连队建设

符合本地特点的小型

污水处理站，同时新建

污水管网、完善污水收

集系统，将污泥运送到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各类风险源

（1）建设滞、渗、蓄、用、排

相结合的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严控无序调水和人造水景工

程。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节

水标准的产品、设备。 

（2）鼓励废旧金属、废轮胎、

废电子电器产品等资源的回收

再生利用，严格执行环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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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带生态阻隔等综

合治理工程，维护良

好水环境质量。 

团场统一处理。加强生

活垃圾处理。加强改厕

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有

效衔接。 

（3）实施区域污染物

总量控制，强化工业污

染防治，加快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深入推进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

视城镇面源污染防治。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耗、标准、安全等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和强制性标准，加快

形成工业绿色发展体系。 

（3）加强对能源生产、输送、

分配和消耗的一体化动态监

管，促进能源高效利用。 

56.  ZH65751020002 

师直

86团

重点

管控

单元 

第

五

师 

90

团 

重

点

管

控

单

元 

（1）执行一般生态空

间-生物多样性/防风

固沙相关要求。 

（2）执行水环境其他

重点管控区相关要

求。加强退化湿地恢

复及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建设，开展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禁止侵

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

养空间。 

（1）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强化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考

核，健全重大环境事件

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环境执法监督，严

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环

境影响评价和污染物

排放许可制度，进一步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严

格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清洁生产标准，降低污

染物产生强度、排放强

度。 

（1）推动水污染事故

处置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明确预警预报与

响应程序、应急处置

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

息。 

（2）加强管控区水环

境污染风险防范，保

护临近水环境优先保

护区，重点加强涉水

工业企业监管。 

（3）加强各类风险源

排查防控，建立完善

水安全风险识别和监

测预警体系，加强动

态监控响应。强化水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常态与非常态相

结合。 

（1）执行师市资源利用效率相

关要求。 

（2）积极开发利用风能、太阳

能、生物质能，发展水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