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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规 划 》 编 制 依 据 及 背 景



编制背景

官渡区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主战场”，坚决当好“主攻手”，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规划》是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将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地方发展总体布局、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不移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对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步和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是贯彻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编制依据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环办生态函〔2021〕146号）

《关于开展第七批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遴选工作的

通知》（环办生态函〔2023〕209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的通知》（云环

发〔2022〕19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的通知》（云环

发〔2022〕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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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原 则



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统筹协调，分步实施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政府主导，全民参与

01 02

03 04



03
总 体 要 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

展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官渡为目标，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稳定性。全面深入推进水、气、土污染防治及固体废物

管控、环境风险防范，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深化污染治理和全过程监督，开展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建设，积极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行低碳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绿

色发展水平，为官渡区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规划时限：2022-2030年
近期2022-2025年，中远期2026-2030年。2021年为规划

基准年。规划目标、任务、工程以近期（2022-2025年）为

主，展望到2030年。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官渡区全域，全部为中心城区，总面积约为

632.96平方公里。共计12个街道、133个社区。

规划范围及年限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突出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生

态优势和文化优势，全面建设区域生态文明，着力打造以多元共治为目

标的生态制度体系、以防治结合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以国土空间规

划为基础的生态空间体系、以绿色发展为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以人与

自然和谐为基础的生态生活体系、以全民共建共享为标志的生态文化体

系，打造昆明城市新中心，建成综合枢纽重要承载区，建设开放发展引

领区，努力将官渡区建成“国土空间布局合理，发展模式绿色高效、生

态环境优美宜居、生活方式低碳节约、生态制度完善健全、生态文化鲜

明繁荣”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打造绿色低碳产城融合引领示范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争当全市高质量发展典范城市排头兵。

规划目标 —— 总体目标



规划目标 —— 阶段目标

近期目标（到2025年）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进一步优化。

——产业发展质效显著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提升。

——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积极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打造

“绿色低碳产城融合引领示范区”，争当全市高质量

发展典范城市排头兵奠定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规划目标 —— 阶段目标

中远期目标（到2030年）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碳排放

达峰后稳中有降，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显著增

强；经济质效中高端态势不断巩固，产业集群度大幅提升；

生态体系建设不断改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天蓝、

地绿、水清成为常态，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展示

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成为城市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先行区，力争将官渡区建设成资源能源高

效利用、生态环境质量优良健康、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的“人与

自然和谐宜居”之城。



规划指标

按照《云南省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

（云环发〔2022〕21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建设指标（修订版）》（环办生态函〔2021〕

353号）建设指标要求，形官渡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指标体系，结合官渡区实际，设置特色指标1项，

包含40项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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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任 务



一、生态制度体系建设

03

规划思路

主要内容

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
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在重点领域改革取得
突破性进展，基本建立起覆盖生态文明决策、评估、管理、考核、补偿等方
面制度体系，落实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

1.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2.完善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3.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4.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5.建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03

规划思路

主要内容

围绕水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巩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守牢生态安全底线，以入滇河道
综合治理、实施滇池湖滨湿地恢复与建设、大气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提升、交通
运输噪声污染防治等为重点，坚持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1.三水统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2.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3.加强噪声污染防治 4.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5. 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风险 6.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7.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二、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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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思路

主要内容

以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严守三条控制线、优化区域生态空间格

局、加强岸线管控为重点，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

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三、生态空间体系建设

1.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2.严守三条红线 

3.优化区域生态空间格局 4.加强河湖岸线保护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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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思路

主要内容

依托官渡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实际，坚持一二三产相互融合，落实昆

明市产业体系及空间布局要求，强化三个片区间的产业互补，重塑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产业成群组链。北部依托长水国际机场发展临空产业，中部发挥制造

优势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南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四、生态经济体系建设

1.推动县域经济绿色发展                          2.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3.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变                      4.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               

5.强化行业清洁化生产



03

规划思路

主要内容

以构建生态、优美、舒适的生态生活体系为目标，以强化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城市绿化空间、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等为重点。

五、生态生活体系建设

1.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2.构建城市绿化空间

3.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                    4.践行全民绿色生活方式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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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思路

主要内容

充分挖掘、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深入挖掘滇文化资源，丰富生

态文化内涵，将官渡区打造成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化名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培育生态文化体系；加大生态文明宣传力度，完善

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立生态文化培育机制，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推动

全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六、生态文化体系建设

1.加快培育生态文明意识

2.推进生态文化建设

3.促进生态文明共建共享



05
保 障 措 施



规划实施
保障体系

监督

考核
社会

参与

科技

创新
资金

筹措

政策

法规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健全多
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机制

明晰责任分工，加强各
部门沟通配合，形成协
同合力

组织

保障

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
设实用技术推广普及体
系和网络

强化宣传教育，建立健
全利于公众参与的环境
管理制度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技术推广体
系，建立规划监控和监测体系

颁布实施规划，加强与
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立
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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