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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密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两年半来，在

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

协监督支持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

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及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国家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及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

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力推动经济

爬坡过坎、产业转型升级，规划《纲要》各项目标和重点任务总

体进展顺利，基本达到中期进展要求。

一、规划《纲要》总体完成情况

（一）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进展情况

规划《纲要》包括五大类 27 项主要指标，23 项指标达到中

期进度要求。从指标属性来看，15 项约束性指标中 14 项达到中

期进度要求，12 项预期性指标中 9 项达到中期进度要求。

（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为系统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落地实施，2021 年区委办、

区政府办联合印发《“十四五”时期密云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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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暨“十四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方案》，专门成立“17+2+2”

工作组，分解确定 100 项重点任务、241 个重点项目、70 条重点

政策机制。截至目前，按照“时间与进展基本一致”的标准来看，

100 项重点任务、70 条重点政策全部达到进展要求；194 个重点

项目达到进展要求。

二、规划《纲要》实施进展情况

（一）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

坚持生态优先、保水富民、绿色发展、特色一流，始终把生

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

服务价值、森林蓄积量、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湿地面积

等位居全市之首。

保水首要政治责任严格履行。坚持把保水护水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持续完善“5+2”保水机制，深入开展京冀“两市三区”

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加快实施密云水库周边国土绿化试

点示范项目，建成水库一级保护区 5 处保水防火瞭望平台，成立

密云水库保护公益基金会，水库水量水质实现双提升。2021 年

密云水库蓄水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35.79 亿立方米，持续保持高

水位运行；向潮白河生态补水 15.1 亿立方米，实现了潮白河流

域内的水系连通。密云水库被生态环境部评为“美丽河湖”优秀

案例，被水利部评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

生态环境容量持续扩大。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

化河长、林长、田长“三长”联动。筑牢优质绿色基础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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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完成两轮百万亩造林任务，森林蓄积量由 2020 年的 389 万

立方米增至 2022 年的 394 万立方米。持续推动森林城镇、城区

森林绿地、森林村庄“三级同创”，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2020 年

的 14.98 平方米增至 2022 年的 15.19 平方米，荣获“国家森林

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国字号生态金名片。强化生物多样性

保护，国家级、市级珍稀野生动植物 287 种，建成全市首个古柏

公园。

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2019-2021 年连续三年在全市污

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评为优秀。大气污染防治成绩突出，“一

微克”精细化治理示范项目获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工程金奖。水污

染联动防治稳步推进，实施全市最严的水环境跨界断面考核。土

壤污染防治落到实处，污染耕地、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双

百”标准。成为全市首个入选“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的区。“双

碳”工作积极推进，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在全市率先制定《关于密云区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启动 22

项先行先试任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生态产品认

证体系建设经验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实施意见（辅导读本）》。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

快落实《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经济林地流转和经营管护实施细则

（试行）》。2022 年全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全市最高。

（二）绿色高质量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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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走出减量约束背景下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力克服新冠疫

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影响，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全域发展格局，

全区经济回暖向好、稳中有进，获评“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环境建

设标杆区”。

创新发展主引擎加快打造。出台《密云区科技创新和生命健

康战略发展带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项目化、清单化

推进重点任务落实，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1+5”科学设施项目

加速推进，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项目正式运行并开放共享，为

建党百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提供气象和环境保

障；5 个交叉平台项目全部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科学+城”

功能逐步增强，北大怀密医学中心项目获教育部立项批复，北京

第二实验学校项目获市委编办法人及机构编制批复，华远达公寓

投入使用，科学城东区集租房加快推进，云西二路等道路加快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空间加快布局，生命健康科学小镇街区控规初

步方案编制完成。

高精尖产业主阵地巩固发展。中关村密云园腾退盘活闲置低

效产业用地 731 亩，为高精尖产业预留了空间资源。京东智能产

业园建成投入使用，复星药业、友康生物等一批新建项目加速建

设，康辰药业、北陆药业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提升改造，朝密双

创中心揭牌运营，高精尖产业集聚态势更加显现。2022 年园区

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突破 500 亿元，增速位居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首位。全区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36 家，其中国

http://www.baidu.com/link?url=e_PWSUCfxHQIrc4CTM2kx7LMY8knYrCfItmR8nPXe9ujJe9eNK5OdUS7SrIBMAkQ2fnW3oHHEmquGLlUSmuIKu6mssJAkBeoEoELTUKV0Xm
http://www.baidu.com/link?url=rC1dG5eIYkcXgGpxaI062J0n_HR-ncn-Ak1XXVoe6-z4OZhVVN5ztOmLBDu22A6jqkeK4dJxWFMDNjAqgx4q7_mg0RXVXPKPgABHESQFSiG
http://www.baidu.com/link?url=rC1dG5eIYkcXgGpxaI062J0n_HR-ncn-Ak1XXVoe6-z4OZhVVN5ztOmLBDu22A6jqkeK4dJxWFMDNjAqgx4q7_mg0RXVXPKPgABHESQFSiG
http://www.baidu.com/link?url=k2YwZ6tjnyllbg-l0GIwPswzz9tidfSArb7VL1OKLwpcdK30NyB_VdFCpRCxLet50joKMPY959HTJm7FpGv8fxk_tD3EBVWjTdVWfUjSwsq
http://www.baidu.com/link?url=k2YwZ6tjnyllbg-l0GIwPswzz9tidfSArb7VL1OKLwpcdK30NyB_VdFCpRCxLet50joKMPY959HTJm7FpGv8fxk_tD3EBVWjTdVWfUjSw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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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4 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数量居生态涵养区首位。

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制定《密云区关于加快推动生命健康产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1+4+N”生命健康产业体

系
1
，启动中医药产业园、生命健康产业孵化器等项目。文旅产

业加快复苏，成功举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着力打造四条

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发展带，养生山吧、乡村咖啡、露营经济等新

业态竞相涌现，荣获“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中国康养旅游城

市”等称号。农业全链条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实施“密云特色农

业”品牌战略，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密云水库鱼”

“蜂盛蜜匀”“密云八珍”等品牌建设稳步推进，西红柿等特色

产业扩规提质，获评第四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全国休闲

农业重点区。

“两区”建设高标准推进。出台《北京市密云区建设国家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立足生态优势，重点围绕

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和高端商务会议中心、电子商务、科技服务、

生物医药、健康医疗、航空服务六大产业创新发展，累计入库项

目 491 个，落地 327 个，一批标志性项目落地投产。科学城东区

列入北京市“两区”建设重点园区，园区显示度不断提升。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制定优化营商环境 1.0 至 5.0 版改革任

1 “1+4+N”生命健康产业发展体系：“1”是指健康服务；“4”是指 4 个支柱产业，包括特色医疗、康

复康养、运动健身、健康文旅；“N”是指 N 个关联产业，包括生物医药、康复器械、运动装备、健康

产品物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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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405 项具体措施落地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减环节、

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均达到 60%以上。创新推行“马上就

办”服务机制，成立重点项目、联审代理、征拆服务三个专班，

创新打造“全流程、全景化”为企服务环境。创新推出“四级管

家”服务，“服务包”企业由 2021 年的 150 家增至 2022 年的 383

家，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出台《密云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

息实施方案》，出资 1000 万元，以贷款贴息方式引导银行加大对

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制定《密云区支持企业发展办法》，累计兑

现企业支持资金 7.83 亿元。市场主体准入环境不断优化，新设

市场主体数量两年累计新增 70%；引入京外企业 227 家，连续两

年排名全市第一。整合成立“密云生态”“密云科技”等七家区

属国企，形成“密云+”国有经济发展新格局。

（三）城乡区域发展更趋协调

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全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

手，全力推动城市更新，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促进城乡要素资源流动，统筹构建山区、浅山区和平原区

协调互补的全域发展格局。

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启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全面开展

十大专项整治和百日攻坚行动。全市最大的新刘棚改项目实现选

房回迁，长安新村南菜园回迁房交付使用，首开·国樾天晟作为

全市首个全被动式住宅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城市群众居住环境逐

步改善。“疏整促”专项行动纵深推进，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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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腾退土地 33.11 公顷，精准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 10

家，一般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完成 16 家。实现“留白增绿”45.43

公顷，战略留白 28.67 公顷，“揭网见绿”257.82 公顷。新建及

规范便民商业网点55家，便民服务功能500米范围内覆盖率100%，

“疏整促”群众满意度连续五年全市排名第一。

乡村振兴“密云样板”加快打造。探索建立“组团式帮扶协

作”机制，197 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全面“消薄”。严格落实粮食

安全和“菜篮子”责任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9.1 万亩，人

均粮食储备量排名全市第一。扎实推进“五兴乡村”建设，261

个美丽乡村达到市级验收标准，1000 余户“美丽庭院”和 100

余条“美丽街巷”相继挂牌亮相。2022 年密云区在全市乡村振

兴战略实绩考评中排名第一。

城乡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健全。内联外畅的综合交通体系加快

构建，京沈客专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2
，西统路、新西路、城东地

区道路等道路全线贯通，城市微循环进一步畅通，积水点治理工

程一期建成投产，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城乡市政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塘峪 220 千伏变电站工程、顺潮街管线工程全部竣工，西田

各庄 220 千伏输变电加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加快补齐，累计建

成 150 个村 226 座镇村污水处理厂（站），农村污水设施（管网

厂站模式和小型一体化模式）覆盖率为56.1%。完成290个村10.5

万户“煤改电”任务，农村地区清洁能源普及率达 89%，位居生

2 北京密云官方发布，创城进行时|区城管委:建管齐发力 打造精品城市

http://www.bjmy.gov.cn/art/2023/1/18/art_10759_423705.html
https://www.baidu.com/link?url=uVLwHmQESd-z7qah8jRe1pF8mPSMMVhwsgYrXbnB5gt494Xj-zAQkk6_2LYmlyOLNl4UjwuCLYXeP5NAtihI_XmSv53r5kmtsURiXktWroi&wd=&eqid=830ebbc4000001920000000364b89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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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涵养区前列。

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启动建设“数智密云”城市大

脑工程，推进数字政务建设，打造全市一流企业用户空间。落实

落细数据治理融合、城市数字地图基础要素等 5 项服务，智慧城

市治理取得新进展。健全“创城+网格”工作模式，网格化治理

水平不断提升。主动化解基层矛盾，搭建“心连心为民服务中心

大数据平台”，建立热线+公检法司联动工作模式，物业服务管理

“五率”
3
全面提高。

对口支援工作深入推进。紧扣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和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三个结对

地区帮扶需求，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支援合作，累计谋划实

施 42 个项目，圆满完成 2021-2022 年支援合作帮扶协议各项目

标任务。

（四）民生生活品质持续提高

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连续两年 80%以上区级

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注重结构性补短板、针对性提质量，不

断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生态富民惠民最充分的幸福密云，“七有”

“五性”监测评价位居全市前列。

“我为群众办实事”扎实推进。严格落实《北京市接诉即办

工作条例》，制定《关于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实施意见》等

系列政策措施，切实高效妥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

3 在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物业服务覆盖率、党的组织覆盖率市级物业管理“三率”基础上，新增物业收费

率和业主满意率，形成“五率”，2022年五率分别达到 100%，100%，100%，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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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即办工作水平。

就业增收取得阶段成效。完善就业服务指导员、就业服务专

员、企业联络员“三员”队伍，促进基层就业。支持创业带动就

业，蓝山文化园等基地获批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推动重点群体

就业，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5%，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1.7 万余人。落实以工代训及以训兴业等补贴政策，两年累计

发放约 1.2 亿元，惠及 4.7 万人次。

教育质量大幅提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入选国家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先行创建区、全市“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工作首批

试点。檀营小学改扩建、朝阳滨河学校新建工程已通过市发改委

批复立项，“朝密”“海密”强化教育合作，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

100%，教育工作满意度保持全市前列。

“健康密云”建设加速推进。成功入选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

合试验区，区医院与北大第一医院、区中医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深度融合发展，乡镇卫生院与三甲医院实现“一对

一”合作帮带对接，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全覆盖。创新提出“邻

里互助点”养老服务模式。体育事业大力发展，全区人均场地面

积达到 4.5 平方米，排名全市第三。生态马拉松成为暨北京马拉

松后北京市第二个世界田联标牌赛事。

文化服务品质显著提高。获评第一批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成功创建3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9个体育特色乡镇，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2.1 平方米，居全市第三。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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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文化节、鱼王美食文化节等特色品牌活动，累计开展 2000

余场群众文化活动，农民丰收节入选全国百个丰收节庆特色活动。

（五）安全底线坚决守牢

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到各领域、各环节，

全力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防汛防火、防灾减灾各项工作，

获评安全生产先进区，群众安全感排名全市第一。

政治安全维护进一步筑牢。坚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

要位置，建立区级安保维稳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强化群防群治力

量，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全国“两会”

等重大安保任务，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人民生命安全保障进一步加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在全市率先建设集传染病监测、聚集性疫情预警、溯源分析于一

体的集成式平台，牢牢守住疫情防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0-2022 年）》，安全生产防线进一步筑牢。

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更加完善。

灾害防御能力明显提高，建成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网及灾害监测预

报预警平台，完成尾矿库安全体检和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及评估。

社会安全网进一步织密。建立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长效机制，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稳步推进，退

役军人安置全部完成，全民国防意识有效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持

续加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打造“花园警务模式”，全

面创建“花园劝导队”等群防群治品牌。

http://www.baidu.com/link?url=DSJCCJqaZD6X2orLOsDf4TeQh3FmAtpMNID5vfBbTz3rWZxr67yDstH8aj1gt2-AFA2MMFsi6wZCpDF8u_wCphMKsrgB35iyb-cYJgZqb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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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纲要》实施需关注的问题

规划实施两年来，密云区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平

稳增长，成绩来之不易。与此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发展

环境仍然错综复杂，新时代首都发展提出更高标准，确保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任务依然艰巨。主要包括：一是经济发展量质需要协

同提升；二是投资结构需要优化提质；三是消费提振需要多措并

举；四是社会民生短板仍需加快补齐；五是保水保生态工作仍需

久久为功。

密云区要统筹实现保水、富民、强区的发展目标，需要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突出经济在全区发展中的基础

性、支撑性作用，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综合施策，切实破解发展难

题。

四、“十四五”中后期的战略机遇

（一）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要看到密云区经济社会发展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积极构建了从战略指引到政策创新、从

规划引领到空间落位、从产业布局到项目实施的发展合力,为密

云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主要包括：一是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提供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二是全域

发展格局的加速构建优化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三是生

命健康主导产业地位确立强化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四

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实践探索拓展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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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路径;五是重要区域街区控规获批提供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空

间保障；六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夯实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

撑。

“十四五”中后期，全区上下将保持战略定力，辩证看待形

势，增强发展信心，咬定目标不松劲、狠抓落实不懈怠，扬优势、

补短板、强弱项、增动能，跑出密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五、进一步推进规划《纲要》实施的对策措施

根据“十四五”以来的新形势、新要求，为了顺利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和任务，密云区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嘱托，坚持生态优先、保水富民、绿色发展、特色一流，在争当

“三好生”、努力打造“两山”理论样板区上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推动经济社会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为奋力谱写新征程上中国

式现代化密云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一）坚决履行首要政治责任，高标准守护好密云水库

按照市委“保安全、多蓄水”的要求，从水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系统性出发，持续完善“5+2”保水体系，全方位守护好密

云水库，确保首都饮用水源绝对安全。

深化上游保水。加快编制实施白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

划，落实新一轮密云水库上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从“局域

保水”走向“全流域保水”。

加强护林保水。持续做好密云水库水源涵养林管护工作，深

化水库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全力推进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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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清水下山、净水入库。

严格库区保水。推动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有序疏解，加快污

水设施建设，降低水库总氮浓度，将密云水库一级区打造成保生

态、无污染的“生态特区”。

坚持依法保水。深化密云水库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强化相关

司法部门行刑衔接，精准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开展涉水公益

诉讼检察，构筑严密法治“绿盾”。

落实政策保水。持续完善水库相关政策，统筹库区农民转移

就业、生态环境损失赔偿等政策落地。落实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

生态差异化补偿机制，探索密云水库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推进水库生态富民。

强化科技保水。打造密云水库空天地水一体化的水库监管体

系。加强各类生态修复技术应用，完善水生态科技治理和渔业净

水，持续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工作体系。

推动全民保水。加强保水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保水志愿服务，

汇聚全民保水最大合力。强化对外宣传引导，力争打造以水文化

为核心的国家级生态文化交流活动品牌。

（二）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提升生态治理能力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落

实“双碳”目标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燕山山地生态系统保护

http://www.baidu.com/link?url=AotHg-NmWtU3xXPopWks-Rb6BWu3hsBvlYiNsMg67S66h6tHGsF2rgE5RoV7GzVS3sZM2NKRx2wZuZi72dShwq
http://www.baidu.com/link?url=AotHg-NmWtU3xXPopWks-Rb6BWu3hsBvlYiNsMg67S66h6tHGsF2rgE5RoV7GzVS3sZM2NKRx2wZuZi72dSh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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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复系统工程，抓好北方防沙带工程建设，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推动潮河（密云水库下游段）两侧左右绿堤路绿道建设、

天鹅湖保护与生态建设等项目实施，打造北京生物多样性之都

主阵地。加快推进白马关河湿地恢复、西田各庄生态公园等项

目建设，营造更多亲民绿色空间。持续推进矿山安全治理和生

态恢复，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打造

“无煤区”，创建基本无裸露区，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

保持空气质量走在全市前列。统筹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

水生态治理，常态化开展“清四乱”“清河行动”。加强土壤污

染源头管控和建设用地环境风险防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出台“双碳”1+N政策，明确

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发展路径。将节约能源资源放

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持续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完善能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制度。深入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气

候科技示范应用和研发成果转化，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新优势。

以国家文明城市、无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塑料污染治

理规范化示范区等创建为契机，吸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高

精尖产业项目落地。

（三）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https://www.baidu.com/link?url=W21Ynjw7dZJtCCtLsRzMZnGu5uflue97j-7gvS8zqZnL-KNg7q1jx6Yj-8COf0pSERDz9tj9ktp1PKxn1n9GX8FfRbRfS9SjDVlwZSdZiZK&wd=&eqid=d5a783f70000a5f80000000364b97a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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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发展为特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以生命健康为主导

方向，着力构建密云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更高标准推动科技创新和生命健康战略发展带建设。将战略

发展带建成国际科技创新策源地、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聚集区和

北京产城融合示范区。深化怀柔科学城东区“科学+城”融合发

展，推进北大怀密医学中心启动区开工建设，落地一批标志性、

引领性产业项目。加快生命健康科学小镇（一期）建设，培育智

慧健康产业创新中心，加快建设集产业引领、乐享生活于一体的

产城融合新区。做强中关村密云园，加强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

高精尖产业集聚，打造全区承载高精尖产业、吸纳就业的主平台。

推进生态商务区南区土地一级开发、北区地块土地入市，加快建

设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产业和居住多元复合的城市新区。

更高水平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制定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和

专项支持政策，招引一批重点企业落地，构建以健康服务业为引

领，发展特色医疗、康复康养、运动健身、健康文旅等四个支柱

产业和多个关联产业的生命健康产业体系，打造密云生命健康之

城。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强化四条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发展

带建设，推进玉泉溪谷二期、古北口旅游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项

目建设，打造“云水之家”品牌，着力培育新兴业态和消费模式，

打造文商体旅产业深度融合新样本。实施密云水库环湖路生态环

境提升工程，建设多彩南山森林步道、环湖自行车赛道等休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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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办好鱼王美食文化节、葡萄酒文化节等品牌活动，激发文旅

消费新活力。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扩大“密云农业”品牌影

响力，健全农产品营销体系，构筑“水库鱼、特色蜜、环湖粮、

山区果、平原菜”特色农业体系。

更实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 5G 网络和千兆光纤网络

建设，推进方恒科技超算与金融云计算基地建设，筑牢数字经济

发展底座。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加快京东产业园二期建设，发

展生态特色电子商务。大力推动产业数字化，培育一批细分产业

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加快建设智慧城

市，在水库保护、新型消费、文化旅游等领域实现智能城市场景

开放的新突破。

更深层次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任务，

强化生态建设、道路连通、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协同。加强

怀密协作，共同建设好怀柔科学城。强化朝密合作，做优做强朝

密双创中心，深化产业、人才、教育等方面合作交流。持续做好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四）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深度融合

把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构建城镇体系完善、资源利用集约、基础设

施均衡、公共服务均等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强化新型城镇体系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构建“新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现代城镇体系。深入落

http://www.baidu.com/link?url=rRjzKvRc7WrtaKhbooRg0w6n9bUEwwnsQF9zZGLZvAAQ0Wbz8zAVXM0-yUUjfKo8MdV1DxBJgc7F6ykm8jMwvhUNgfVKPvoHwALxHCKTwou
http://www.baidu.com/link?url=rRjzKvRc7WrtaKhbooRg0w6n9bUEwwnsQF9zZGLZvAAQ0Wbz8zAVXM0-yUUjfKo8MdV1DxBJgc7F6ykm8jMwvhUNgfVKPvoHwALxHCKTw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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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全市《关于加强点状配套设施用地管理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

见（试行）》，争取试点项目落地，探索解决乡村振兴项目落地难

的新模式。

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严格执行《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草

案)》，深入落实《密云区城市更新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提升城

市品质。推进溪翁庄、大小王、西大桥等棚改项目建设，持续加

强老旧小区系统性改造提升，改善居住环境。整合疏解腾退空间

资源，布局一批补短板、惠民生的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实施水库

一二级圈及周边重点区域综合整治提升和群众诉求集中项目。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五兴乡村”
4
，引导干

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向农村集聚。扎实推动

长城古镇、古树名镇、北京长寿之乡、百年梨乡及冰雪、通航等

特色乡镇建设。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全部完成 170 个村美丽乡村地上部分建设项目。增加“蓝岗”

“绿岗”公益岗位，拓展就业渠道。

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京沈客专、通密线、怀密

线等核心交通枢纽功能，做好轨道微中心一体化规划建设，完善

交通接驳功能。优化怀柔科学城东区路网，推进雁密路西延、云

西四路南延、云西八街等道路建设，打通对外连接的“动脉”。

织密区内公路网络，加快建设南部绕城线、密三路东延等道路工

程，畅通道路微循环，提高全区交通通达性。推进松曹路、北黄

4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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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道路建设，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全面提高电网和热网应急保

障能力，促进城市供热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保障清洁能源安全

稳定供应。加强新城及周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农村供

水污水设施、街坊路、公共照明、村庄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

（五）深入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紧紧围绕“七有”要求和“五性”需求，统筹发展各项民生

事业，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

和可及性，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精准推进就业增收。坚持就业优先导向，通过优化产业布局、

鼓励创业、深化朝密劳务对接、开发政策性岗位等多种方式，持

续拓展多渠道灵活就业。加大城乡低收入群体、高校毕业生、退

役军人等重点人群就业帮扶。筑牢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减轻家庭

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负担。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扎实推进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全力

做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验收。加快第八中学、檀营中学新

建和第七小学、新农村小学改扩建前期手续办理，扩大优质学位

供给，全力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稳妥推进职成教

育供需融合发展，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

全面打造健康密云。深化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

做好先行先试。创建北大医院密云院区三甲综合性医院，推进中

医院迁址、妇幼保健院、檀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密云区急救中

http://www.baidu.com/link?url=BnBUwXS2U2yCyXDFBA8AD1be3lGM9YIL3VEEhSRLi-EnycvRga5R2bMaR837IsPIM__vFktuCwykJOyHknF_MsGKeZrnlgEQiKbm3mQr5UO
http://www.baidu.com/link?url=BnBUwXS2U2yCyXDFBA8AD1be3lGM9YIL3VEEhSRLi-EnycvRga5R2bMaR837IsPIM__vFktuCwykJOyHknF_MsGKeZrnlgEQiKbm3mQr5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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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站新建项目，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在新城南部、怀柔科学城东区、东部北部乡镇预留医疗机构发展

空间。发展智慧医疗，建设“区-镇-村”紧密型医共体，提高基

层诊疗机构防治和健康管理能力。引进中医大数据平台，积极推

进北京市医疗机构中药院内制剂孵化产业园项目，探索开展中药

及大健康产品创新及成果转化新模式。

丰富文体服务供给。推进文化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健

全区级“三馆一中心”。加快建设密云生态马拉松公园，健全区

镇村三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实现城镇社区一刻钟健身圈全覆盖，

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休闲健身示范区。举办密云生态马拉松、环

密云水库自行车赛等品牌赛事，扩大影响力。

持续做好接诉即办工作。深入落实《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

例》，深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建立健全接诉即办工

作体系，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下功夫做好未诉先办、

马上就办各项工作，从源头上减少诉求量。调整优化评价考核机

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调动接诉即办工作积极性，提高诉求解

决率、满意率。

（六）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破除发展瓶颈制约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广度

和深度，着力破除制约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隐性障碍问题，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紧扣中办、国办《关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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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要求，落实《关于密云区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全面建

设生态产品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保障推

进等机制，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落地落实一

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项目，加快建设冯家峪、穆家峪、不老

屯等镇域配套基础设施，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制定全

市生态产品分级分类认证地方标准，推动生态产品认证示范基地

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特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密

云方案”。

强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推进财源建设，建立潜力财源“发

现-遴选-培育”机制，加强台账式管理。发挥区财政资金杠杆撬

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城市更新、非基础共有服

务领域。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发展活力和效率。积极深

化与央企、市属国企、金融企业深度合作，加快重点项目落实落

地。推进密云区国资国企在线监测平台建设，实现“管企业”转

向“管资本”。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营商环境 6.0 及各升级版改革

任务，加快实施创新性营商环境优化举措，打造一批营商环境改

革创新典型案例。强化“服务包”“服务管家”工作机制，从产

业链创新链角度集中解决一批企业共性诉求，完善普惠性政策转

化机制。持续提升“一网通办”“一证通办”水平，进一步提升

企业准营便利化水平，推行“一业一证”“一件事”改革，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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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的集成化服务。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企业创新融资担保形式和金融产品

供给，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质效。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

新型监管机制，依法依规实施信用联合奖惩。

加快建设对外开放重要枢纽平台。紧抓京沈客专密云站及周

边地区，承接城市核心区服务配套功能，打造集商务、商业、休

闲、文化展示等于一体的“交通+城市门户”轨道微中心。持续

推进统军庄站轨道微中心建设，坚持站城产一体化，对接怀柔科

学城科技服务配套功能，打造“交通+科技商务”轨道微中心。

依托密云北站及周边地区，对接全域旅游休闲集散服务功能，打

造“交通+文旅休闲”轨道微中心。

深入推动“两区”建设工作落地。完善“两区”招商引资“一

库三清单”，加强通用航空、蜂产业、葡萄酒等特色产业项目精

准对接。围绕科技创新、生物医药、绿色金融等领域，探索制度

型开放，争取含金量高的“两区”政策先行先试。发挥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作用，做足“消费+”文章，打造密云现代品质

休闲消费“新场景、新品牌、新名片”。充分发挥科学城东区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重点园区作用，推动“产业+要素+区域”

协同开放。

（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密云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守安全红线，强化安全底线，

筑牢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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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

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制

度安全、意识安全。加强教育宣传，全面增强“国家安全人人有

责”意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大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

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实施看守所迁址、河南寨、檀营派出所新建工程，筑牢社会治安

防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尾矿库、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妥善应对科技、网络、生物等新型领域风险。探索韧性城市建设，

加强灾害防御，提高城市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健全重大突发公共

事件应对处置和应急能力。

逐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打造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

治理模式。学习运用“浦江经验”，抓实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工作，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落实街道办事

处条例，深化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

发挥社会组织、街巷长、小巷管家、生态责任规划师等作用，建

立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居民共治的大型社区治理体系。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

（八）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

斗力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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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夯实规划《纲要》落实的政治保证、组织保障。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好“学习强国”平台等渠道，在

思想上政治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健全各级党委（党组）领导价值和工作制度，引领广大党员

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

建设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树立新时代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信仰坚定、清正廉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

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优化年轻干部发现培养选拔常态化机制，

形成梯次配备、优势互补、经验与活力俱备的合理结构。完善从

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

守正创新加强基层党建。加强各领域党的建设，全面提升两

新组织“两个覆盖”工作质量，着力打造两新组织党建品牌。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社区双报到、接

诉即办、创建文明城区等重大活动任务中，走在前、作表率，打

造“密云先锋”党建品牌。建立基层带头人队伍，强化基层干部

队伍选育、培训、管理，畅通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使用渠

道，提高党员队伍建设质量。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

http://www.baidu.com/link?url=sCrzkOW5XsIFyfHgIcvVLlfu-1yoxz_RhyIW-gKIxfV5JA5loWiif4X4cqPVx2Aoa7N_7QmJleC9n_G2MZs3wZ45eJaMMpZd0221q0XUP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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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坚决守住不让“四风”反弹回潮底线。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

强化标本兼治、综合施治，对重点案件和典型案件做好“后半篇

文章”，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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