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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总体要求

1.1 规划范围及年限
●规划范围与《兰西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规

划范围一致，即兰西县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基期年为2020年，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1.2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恢复为主。

2.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3.系统修复，建管结合。

4.科技引领，注重实效。

5.科技引领，注重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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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划目标
       通过全面实施兰西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保护修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县森林、草地、河湖、湿地、农田、

城镇等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明显提高，人居环

境质量明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至2025年：

       全县生态、农业、城镇三类国土空间突出的生态系统问题得到进一步

解决，生态屏障功能持续稳步提升。加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国家公园和

自然保护地生态、社会服务功能建设，生态系统质量和修复治理成效进一

步提高，生态功能明显提升，生态稳定性显著增强，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平

不断强化。全县黑土地保护成效不断提高，农田生态质量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日益提升。城市内部生态空间结构及体系进一步优化，城市人居

生态品质稳步提高。加大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力度，全县矿山生态环境

进一步改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机制更加健全，以“一

廊、三屏、三区”为本底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总体格局更加巩固，国

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更加坚实。

至2035年：

       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实现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支撑和生

态涵养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工作区环境承载力显著提高。结合区域经济转

型，大力发展红色文化、绿色旅游、循环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健全生态修复保护工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完善源头严防、过

程严管、长期监测、损害严惩、责任追究的环境保护制度。



n带动经济稳定增长
通过生态修复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的实施，区域水土资源得到有效利

用，不但能为当地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有

用的土地储备资源。

n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外溢
水土流失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森林生态系统质量提升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等工程，将提升整个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n推进兰西生态绿色发展
兰西县的青山绿水等生态资源得到良好保护，为兰西县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生活提供重要基础。为兰西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提供条件，打造兰西健康生活

目的地，创意生态文化旅游新场景。

n居住环境持续改善
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推进卫生厕所改造，推动禽畜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提高村庄绿化美化水
平，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n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生态修复的实施，有利于兰西县打造绿色人居环境，树立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善待自然的科学理念，营造全社会关心生态、支持生态的良好
氛围，引导、鼓励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保护生态、减少污染的良好
习惯。在感受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以及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
上，居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必将极大提高，环保意识极大增强，
自觉守护绿水青山，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共同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02-综合效益

生态效益

n牢筑兰西县生态安全屏障
构建“一廊、三屏、三区”的生态修复格局，建设土壤保持与农产品提供
生态功能区；农产品提供与城镇人居保障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维持
与农产品提供生态功能区，以四大重点工程为抓手，筑牢兰西生态安全
屏障。

n系统提升生态服务调节功能
通过系统开展林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国土综合整治、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

n构建兰西山水城市格局
以呼兰河、颜家河、兰肇新河等为代表的流域水生态水环境全面改善。
通过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森林抚育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优
化兰西生境条件，实现兰西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打造全域旅游、景城一
体的背景下，通过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全面塑造高品质的城乡人居
环境，美丽宜居、安全健康、绿色低碳的“美丽兰西”基本实现。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03-保障机制

加强组
织领导

p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导机制

p实行由省统筹协调、兰西县抓落实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机制

强化资
金保障

完善政
策体系

强化资
金保障

增强评
估监督

鼓励公
众参与

p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

p推进建立市场化多元投入长效机制

p落实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制度
p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全要素协同治理机制
p建立以流域为单元的协同修复与治理策略
p强化涉水生态空间管控政策

p建立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

p推进建立市场化多元投入长效机制

p建立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督体系

p制定差别化的治理和管护措施

p健全社会动员机制，拓展公众参与方式

p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