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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焕彩人文鼎盛 魅力大东迸发活力
——我市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事业、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繁荣发展，全面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

合取得累累硕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避暑名城”“冰雪旅游十

佳城市”等金字招牌愈加闪亮，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城市形象、影响力、知名

度显著提升。

2023 年，全市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98.4%、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95.7%，文旅经

济各项数据直线上扬。2024年，我市一季度接

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2.47%，跑赢全省；端午

节假期接待游客增速位列全省第一，旅游收入增

速位列全省第二；国庆节假期A级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人次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再创新高……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

设旅游强国”等重要指示，以及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精神，深入实施全省“一主

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464”新格局战略

部署，落实省旅游万亿级产业各项要求，锚定

“旅游产业千亿级城市”建设目标，在建设全

域、全季、全时、全要素、全链条的浪漫之城、

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的道路上蹄疾

步稳向前迈进。

《2024 年吉林市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到今年年底，全市文

旅产业规模达到“1200 亿级”、接待游客达到

6500 万人次、实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零的

突破”、国有文化场馆达到 80 家等发展目标，

实施文旅融合、项目提升、品牌打造、消费培

育、市场营销、服务提升、设施配套“七大行

动”21 项重点任务并将 98 项具体任务落到实

处。我市打造“凇星江山夜，雪鸟食文泉”十

大文旅 IP，扩展文脉复兴、山水寄情、工业

追忆、尚食美味、转角有景、乡村文化、红色

吉林七大板块，构建起涵盖自然禀赋、历史文

化等方方面面的“大旅游”格局。今年，我市

陆续向公众开放 1881 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博

物馆、吉林建制博物馆、吉林省城自来水厂旧

址、吉海铁路吉林总站旧址、吉林陶瓷博物馆

等新的文博场馆，让历史文物和遗址遗迹“活

起来”，掀起一波波“文博游”热潮。

回首过去，我市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事业

繁荣发展，坚持以“文”铸魂、以“旅”赋能，

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道路上留下鲜明深刻

的印记。再启新程，我市将进一步深化文化和

旅游领域改革，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昂扬

姿态全力打造“世界级冰雪产业基地”和“中

国北方休闲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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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方案（2024）》的通知

吉市政办规〔2024〕3 号

各城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方案（2024）》已经市政府 2024年第 11次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9月 23日

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于康复疗养

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内及附

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

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

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1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

一、适用范围

吉林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为《吉

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区

域，面积为 262.53平方千米。

二、区划边界的确定

首先对 0、1、3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

划分，余下区域划分为 2 类声环境功能

区，在此基础上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

（一）0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方案（2024）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加强我市城区噪声污染的防治

和管理，保障居民良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综合考虑《吉林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我市实际用地情况，制定本方案。

面的实施应用，强化对规划环评、项目环

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活动管理的指导，

发挥其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中的基

础性作用。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综合

决策的支撑，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招商引资

提供科学决策工具，推动项目精准落地，

推动落实国家“两高一低”项目管理有关

制度和政策要求，引导重点行业向环境容

量大、市场需求旺盛、市场保障条件好的

地区科学布局、有序转移。强化重点管控

单元管理，推进石化化工、钢铁、建材等

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和清洁生产

改造。加强优先保护单元管理，鼓励在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模式和路径，提升生态碳汇能力。

（二）建立动态更新完善机制。按照

吉林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协调

小组的工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原则上每

5年牵头组织开展一次全市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实施成效评估，充分听取各地、

各有关部门意见，依据评估情况更新调整

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要求，按规定报批调

整。因国家、省与地方发展战略、生态环

境质量目标、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及时

组织对全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内容进行

相应调整。各级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对辖

区内具体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的细化和调整，原则上不能突破全市及

重点流域的总体准入要求，经本级政府批

准后，报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五、强化组织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纳入推进本地区本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任务，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结果应用。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的实施、监督、评估和宣传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相关政策，发布吉林市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制定地区、行业

发展和开发利用政策、规划时，应充分考

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减少对生态系

统功能和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领域相关学科建设、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加快建立专业化队伍。研

究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实施情况

评估和监督考核机制，推进实施应用。同

时，加强宣传解读，及时总结推广正面典

型，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共同参与的良

好氛围。

附件：1.吉林市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情况一览表

2.吉林市环境管控单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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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用地区域。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

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

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划定的 0、1、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

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

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

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3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五）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

内的区域划分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距

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50m±5m；

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35m±5m；

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20m±5m；

（2）若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

（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交通干线

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 4a类

声环境功能区。

2.4b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

域划分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

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50m±5m；

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35m±5m；

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20m±5m；

3.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时，不同的

道路、不同的路段、同路段的两侧及道路

的同侧其距离可以不统一。

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一）1至 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

况

按照吉林市建设现状及《吉林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根据

历年声环境管理情况，对现行区划中 24

个声环境功能区进行了重新调整划分。调

整后的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共划分 65

个片区，总面积 226.87平方千米。

1类区 24个，面积 89.24平方千米，

其中 4个片区为城镇开发边界内未规划

规划的编制应当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求作为重要依据。

（二）强化政策协同。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政策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的协同，在相关立法、标准、产业政策制

定、城镇建设、资源开发、重大项目选址、

执法监管等方面，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求作为重要参照和依据，加强协调性分

析，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强化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硬约束和政策引领作用。

（三）推动生态环境改善。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

门应当合理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质

量达标方案，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

用，形成问题识别、精准溯源、分区施策

的工作闭环，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防范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逐步

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要强化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水、大气、土壤等

要素环境管理中的应用，为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四）规范开发建设活动。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

门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在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及落地实施等方

面的作用，作为推动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在

具体区域、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以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为重点，

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并提出优化调整

建议，园区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还应结合

实际进一步细化所在环境管控单元的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

（五）严格生态环境监管。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情况将被纳入中央和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考核工作。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

或者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

要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作为监督开

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将优

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生态环

境监管的重点区域，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要求执行情况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

内容。尤其要对生态功能明显降低的生态

环境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

生态环境重点管控单元以及环境质量明

显下降的其他区域，加强监管执法，依法

依规推动限期整改，杜绝成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制度落实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四、健全管理机制

（一）推进成果信息共用共享。依托

全省统一建立的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数据应用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成果落地应用和动态管理，加强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政策制定、环境准

入、园区管理、执法监管、环保督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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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类型区域，按照用地现状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55平方千米。

2类区 26个，面积 28.84平方千米。

3类区 15个，面积 108.79平方千米。

4类区道路总长 926.88千米，铁路总

长 111.82千米。

1-4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见附件

1-附件 5。

（二）其他区域声环境标准执行要求

随着吉林市城市发展建设，松花江吉

林江段部分区域已通航，通航区内河航道

两侧区域执行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未通航区域不进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三）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具体范围及

边界以“吉林市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

区域划分图”（附件 6）中标示为准。

四、其他说明

本方案自公开发布 30 日后起施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

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方案的

通知》（吉市政办函〔2019〕21号）同时

废止。

附件：1.吉林市城区 1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2.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未规划用地类型功能区表

3.吉林市城区 2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4.吉林市城区 3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5.吉林市城区 4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方案

6.吉林市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图

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

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仅允许部分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外各

类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敏感脆弱区域、水

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和

黑土地保护区，按照保护对象不同属性和

功能要求，限制大规模开发性、生产性建

设活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重点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 63个，

面积占比 26.42%，主要包括各类产业园

区、工业集聚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等开发

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以及生

态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重点管控单

元要优化产业布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定，以及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准入要

求，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

控，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大气环

境重点管控区和土壤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应当按照管控对象不同属性和功能分

类实施重点管控。

一般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 8个，

面积占比 21.10%，为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一般管控单元以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执行生态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二）优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

精细化管理。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主

要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

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利用四个维度，建

立“1+1+9+170”四个层级的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即“1”为“松花江流域”环境

准入及管控要求，“1”为吉林市总体准入

及管控要求，“9”为各县（市）区发展定

位及管控目标，“170”为各环境管控单元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根据生态环境功能

定位，聚焦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系统

集成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精准编制差异化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提出优化布局方案、

管控污染物排放、防控环境风险、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等要求。优先保护单元要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功能维护，重点管控

单元要针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污染

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防控，一般管控单

元要保持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三、实施具体要求

（一）加强规划衔接。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门

要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源头预防体

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全地域覆盖、跨

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精细化管理。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动态衔接，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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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市城区1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编号 类别 区域名称
区域面积

（km2）
地理边界范围

Ⅰ-1 1
农科院及九

新住宅区
4.06

规划边界－九兴路－长图铁路－经开大街

－九龙大路－农科院围墙－翰林路－望江

路－昆仑街－思源路－松江北路－规划边

界－长图铁路

Ⅰ-2 1 江北居住区 9.57

珠江路－遵义西路－汉阳街－吉舒线－合

肥路－郑州路－绿化带－规划边界－沈阳

路－绿化带－中兴街－徐州路－龙潭大街

－龙山路－长图铁路－松花江－珠江路

Ⅰ-3 1
七家子居住

区
2.75

七家子街－松江北路－汉阳西路－和平路

－桃山街－规划边界

Ⅰ-4 1 铁东居住区 3.35
规划边界－吉珲高铁－规划边界－龙山路

－长图线－郑州路－承德街

Ⅰ-5 1 松江、东市

居住区
6.35

汉阳街隧道－松花江－辽北路－解放北路

－延安路－吉林大街－西山街－和平路－

哈达湾街

Ⅰ-6 1 西南居住区 24.11

林荫路－哈达湾街－吉林大街－雾凇中路

－西山街－运河路－吉林大街－光华路－

南京街－解放中路－越山路－北京路－吉

林大街－松江中路－农林街－温德路－沈

吉线－规划边界－欢喜岭街－长春路－规

划边界－欢喜路－秀水街－西安路－规划

边界－欢喜岭街－规划路－雾凇西路－越

山西路－中东南路－北极街－雾凇中路－

莲山路－桃山街

Ⅰ-7 1 朝中居住区 3.65

延安路－四川街－辽北路－解放北路－长

图铁路－松江东路－江湾路－四川街－上

海路－天津街一天发岭胡同－九台街－中

康路－新兴街－铁安一条－中兴街

式和生活方式。

——因地制宜。落实国家重大战略，

根据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

资源利用上线的最新要求，根据生态环境

特征、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科学更新调整环境管控单元，实施差

异化生态环境管控措施，促进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统筹协调。强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等协调衔接，突出发

展规划的统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

础作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

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分区分类动态更

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相关成果，提升

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

到 2025年，初步形成全域覆盖、精

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责任明

确、技术完善、应用广泛、监管到位、保

障有力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建

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30微克/立方米以下，重污染天数控制在

5天以内；水环境质量基本改善，劣Ⅴ类

水体全面消除，国控考核断面地表水质量

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94.7%以

上，用水效率明显提高，生态流量得到基

本保障，水污染治理水平及水环境管理水

平进一步提高，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削减；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流域水环境保

护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土壤和地下水环

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全市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到 2035年，全面建立体系健全、机

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

度，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生态系统多样性、

持续性、稳定性显著提升，牢不可破的生

态安全屏障基本筑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二、推进分区管控

（一）确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落实

管控要求。全市共划定 170个环境管控单

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

一般管控单元三类，环境管控单元内开发

建设活动实施差异化管理。

优先保护单元。优先保护单元 99个，

面积占比 52.48%，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

土地及其他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

敏感区。优先保护单元按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禁止或严格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

工业和城镇开发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内，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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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4〕32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2024年第 13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5日

丽江城建设为主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建设自

然环境优美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坚守底线。严守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以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

下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

确保生态环境安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一、坚持目标导向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区域差异，全

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做好与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衔接，围绕“一

个中心、四个基地”城市发展战略，以美

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中办发〔2024〕22号），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吉办发〔2024〕12号）、吉林省区域

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

新工作实施方案〉的函》（吉环区评办〔2023〕1号）要求，结合《吉林市国土空间规

划纲要（2021—2035）》、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最新要求，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升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强化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精细化管理，制定本

方案。

Ⅰ-8 1 江南居住区 9.34

滨江中路－南山街－龙丰线铁路－兰旗大

桥引线－滨江南路－吉林大街－深中路－

三亚路－滨江中路－恒山西路－林苑路－

海口路－厦门街－烽火街－林苑路－泰山

北路

Ⅰ-9 1 东山居住区 6.58

松花江－规划边界－龙丰线铁路－规划

边界－环山街－深东路－丽水街－高新

路－景山路－龙丰线铁路－安庆路－景

山路－深东路－苗岭街－黄山路－东山

街－恒山东路－南山街

Ⅰ-10 1 石井沟居住区 3.74

兰旗大桥引线－龙丰线铁路－石井沟街

－深东路－规划边界－北苑路－规划边

界－规划路－深东路－规划边界－龙丰

线铁路－规划边界

Ⅰ-11 1 四合居住区 1.12 德源路－白山街－规划边界－温德河街

Ⅰ-12 1 巴虎村居住区 0.12 规划边界

Ⅰ-13 1 小白山居住区 5.97

松花江－白山街－松江南路－吉林大街

－红旗路－松高街－松江南路－红旗大

桥引线－规划路－环山街－松江南路－

红旗大桥引线－松花江－兰旗街－新城

大路－规划边界－新城大路－苏合街－

温虎路－温德河街

Ⅰ-14 1 市委党校、吉

林女校教育区
0.37 规划边界

Ⅰ-15 1 丰满居住区 1.59 坝西规划边界－松花江；松花江－坝东规

划边界

Ⅰ-16 1 万科松花湖

居住区 1 1.38 规划边界

Ⅰ-17 1 职教园区 2.58 创业大路－通济街－龙腾路－致远街－

规划路－中科大街

Ⅰ-18 1 高新北居住区 0.65 规划边界－创业大路－安康路－规划路

Ⅰ-19 1 金珠豫园 0.39 吉舒铁路－规划边界－202国道－规划边

界

Ⅰ-20 1 零散居住区 0.02 规划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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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未规划用地
类型功能区表

编号 区域名称 区域面积（km2）

现状

用地 声功能区

A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A
0.31 耕地、小片居民区 1类

B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B 0.34
零散居民点、耕

地、草地
1类

C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C
0.63 零散居民点、耕

地、双鸭山
1类

D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D
0.27 居民区和耕地 1类

附件 6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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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吉林市城区2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编号 类别 区域名称
区域面

积（km²）
地理边界范围

Ⅱ-1 2 岗家店 0.79 规划边界

Ⅱ-2 2 中东、沙河子 6.89

汉阳街－哈达湾街－和平路－长吉城际铁路－

西山街－吉林大街－哈达湾街－林荫路－桃山

街－莲山路－珲春街－雾凇中路－北极街－中

东南路－越山西路－雾凇西路－规划路－规划

边界－晓光路－沙田街－迎宾大路－越山路－

规划边界－金惠路－桃山街－和平路－和平街

Ⅱ-3 2 东市、河南街 2.82

雾凇中路－吉林大街－延安路－中兴街－铁安

一条－新兴街－中康路－九台街一天发岭胡同

－天津街－上海路－四川街－江湾路－吉林大

街－北京路－越山路－解放中路－南京街－光

华路－吉林大街－运河路－西山街

Ⅱ-4 2 义德源商混区 0.58
延安路－解放北路－辽北路－松江东路－长图

铁路－解放北路－辽北路－嫩江街－中康路－

四川街

Ⅱ-5 2
吉林大街

商贸区
0.6 滨江中路－长江街－青山路－吉林大街

Ⅱ-6 2
火炬大厦

商贸区
0.52

泰山北路－林苑路－烽火街－厦门街－海口路

－深圳街－恒山西路－滨江中路

Ⅱ-7 2
华微电子

混合区
1.16 深圳街－吉林大街－滨江西路－三亚路

Ⅱ-8 2 高新商贸区 0.51
黄山路－景山路－安庆路－龙丰线铁路－恒山

东路－东山街

Ⅱ-9 2 欢喜岭商贸区 1.16 西安路－秀水街－欢喜路－规划路

4a

纸业路、哈达湾街、龙江街、龙江路、锦江路、汉江路、

渭水街、洛水街、合肥路、黎明路、劳动街、新山北街、

沈阳街、LT规划街二、LT规划路一、龙兴街、LT规划

街三、新山街、前进街、长青路、徐州路、株洲街、南

宁西路、龙潭规划街四、清北街、锦州街、承德街、龙

山路、顺山街、南兰街、渡口路、南岗街、榆树街、前

富尔哈路、安达路、四合街、苏合街、玫瑰街、松高街、

蓝旗街、星光街、凇滨路、红旗路、温虎路、温知路、

新城东路、深圳东路、石苑路、石井沟街、联江街、F
米规划街三、F米规划街四、丰满路、林苑路、泰山路、

泰山北路、华山路、宜山路、兴隆街、东山街、剧院路、

宜山东路、会展街、吉丰西线、青山街、聚星路、汇德

路、龙腾路、学航街、通济街、安达路、烟达木西一街

（北段）、烟达木西一街（南段）、红土街、张久街、双

吉北路、机场西连接线、机场东连接线、翰林路、望江

路、前丰街、顺畅路、顺通路、吉航街、顺捷路、运旺

街、运祥街、顺达路、运泰街、九强路、建新南路、桑

榆街、桃李路、桑梓街、梨园路、顺昱路、清泉路、孤

店子街、创基街、科创西街、创征路、南三道、科远街、

科创路、科志街、创誉路、致远街

1、若临街建筑高于

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时，第一排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

侧至交通干线边界

线的区域。

2、若临街建筑低于

三层楼房建筑（含

开阔地）时，以道

路红线为起点，分

别向道路两侧纵深

一定距离内的区

域，其中（1）相邻

区域为 1类声环境

功能区，距离为 55
米；（2）相邻区域

为 2类声环境功能

区，距离 40米；（3）
相邻区域为 3类声

环境功能区，距离

25米。

3、并排的两个建筑

物临路一侧的相邻

两点间距离小于或

等于 20米时，视同

直线连接。

4b

铁路：规划龙丰铁路、哈吉高铁、化工货运铁路吉珲高

铁、吉舒线、九江线、九站货运铁路、龙丰线、沈吉线、

长吉城际、长图线

车站：金珠站、棋盘站、双吉站、吉林北站、吉林西站、

龙潭山站、吉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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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0 2 四合商贸区 1.1
温虎路－苏合街－新城大路－规划边界－白山街

－德源路－温德河街

Ⅱ-11 2 白山商贸区 1.53

松花江－红旗大桥引线－松江南路－环山街－红

旗路－红旗大桥引线－松江南路－松高街－红旗

路－吉林大街－松江南路－白山大桥引线

Ⅱ-12 2 兰旗商贸区 1.74
松花江－兰旗大桥规划边界－新城大路－规划边

界－新城大路－蓝旗街

Ⅱ-13 2 森林消防支队 0.3 规划边界

Ⅱ-14 2
神华二手车

交易市场
0.27 规划边界

Ⅱ-15 2 石井沟商贸区 0.81
松花江－石井沟明渠－规划路－规划边界－规划

路

Ⅱ-16 2 五家哨商混区 0.86 规划边界

Ⅱ-17 2 青山村商混区 0.64 规划边界

Ⅱ-18 2 高新北商贸区 2.62

安康路－张久街－规划路－承东街－高新大路－

规划边界－创业大路；创业大路－规划边界－高

新大路－致远街－龙腾路－通济街

Ⅱ-19 2 双吉商混区 1.29 规划边界－双吉南路－规划边界

Ⅱ-20 2 龙潭山混合区 0.51 长图铁路－规划边界

Ⅱ-21 2 九站混合区 1.72 长图线－规划边界－九江大路－规划边界

Ⅱ-22 2 零散商贸区 0.2 规划边界

Ⅱ-23 2 零散商贸区 0.08 规划边界

Ⅱ-24 2 零散商混区 0.02 规划边界

Ⅱ-25 2 零散商混区 0.09 规划边界

Ⅱ-26 2 零散商混区 0.03 规划边界

附件 5

吉林市城区4类声环境质量标准
适用区划分方案

声环境

类别
街路名称

街路两侧

适用区域

4a

快速路：雾凇大路、雾凇西路、雾凇东路、秀水街、环

山街、新城大路、长吉北线（秀水街一 202绕越线）、

永吉快速路

主干路：吉林大街北段、吉林大街中段、吉林大街南段、

解放北路、解放东路、解放中路、解放西路、松江北路、

松江东路、松江中路、松江西路、松江南路、滨江北路、

滨江东路、滨江中路、滨江西路、滨江南路、越山路、

桃园路、越秀路、欢喜岭街、西安路、长春路、黄旗路、

沿河路、农林街、迎宾大路、CY规划路一、鞍山街、

中兴街、通潭大路、珲春街、四川街、中康路、东昌街、

哈达湾街、和平路、七家子街、汉阳西路、珠江路、吉

钢大路、漓江街、兴华路、龙潭大街、沅江路、秀水街、

沈阳路、华丹大街、郑州路、汉阳街、湘潭街、龙北路、

遵义路、清源街、武汉路、温德河街、白山大街、德源

路、南山街、深圳街、深圳路、建华街、恒山路、安康

路、富新路、创业大路、高新大路、承东街、中科大街、

致远街、火炬大街、九江大路、九兴路、九龙大路、经

开大街、昆仑街、双吉南路、九东路、九溪路、寇家街、

杏林东路

次干路：杏林路、望云街、北极街、莲山路、中东南路、

伟光路、光华路、北京路、青岛街、北大街、南京街、

拥军路、晓光路、欢喜岭街、沙田街、越秀路、金沙街、

CY规划街二、西安路、军民街、欢喜路、新开街、口

岸街、西宁路、德胜路、福绥街、顺城街、长吉北线（秀

水街一和平路）、黄旗屯街、吉兴路、CY规划街四、

CY规划路二、莲山路、铁合西街、连云街、林荫路、

幸福街、西山街、铁西路、绣山街、四川街、东兰路、

龙江街、通江路、嫩江街、延安路、辽北路、天津街、

中兴街、维昌街、八家子街、欣昌街、上海路、青年路、

江湾路、汶水街、闽江路、赣江路、汉水街、七家子街、

广水街、分厂路、铁合西街、汉阳西路、哈达湾街、连

云街、复兴街、

1、若临街建筑高于

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时，第一排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

侧至交通干线边界

线的区域。

2、若临街建筑低于

三层楼房建筑（含

开阔地）时，以道

路红线为起点，分

别向道路两侧纵深

一定距离内的区

域，其中（1）相邻

区域为 1类声环境

功能区，距离为 55
米；（2）相邻区域

为 2类声环境功能

区，距离 40米；（3）
相邻区域为 3类声

环境功能区，距离

25米。

3、并排的两个建筑

物临路一侧的相邻

两点间距离小于或

等于 20米时，视同

直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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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吉林市城区3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编号 类别 区域名称
区域面

积（km²）
地理边界范围

Ⅲ-1 3 金珠工业区 16.94

工业区规划边界－吉舒线铁路－规划边界－

202 国道－规划边界－吉钢大路－规划边界

－松花江－吉钢大路－规划边界－渡口路－

规划边界－榆树街－规划边界

Ⅲ-2 3 九站工业区 26.96

双吉南路－规划边界－腰通溪－松江北路－思

源路－昆仑街－望江路－翰林路－农科院围

墙－九龙大路－长图铁路－双吉南路－规划边

界

Ⅲ-3 3 江北工业区 13.25
龙江路－规划边界－绿化带－黎明路－合肥

路－吉舒铁路－汉阳街－遵义路－珠江路－

规划边界

Ⅲ-4 3
江北铁东

工业区
12.85

规划边界－承德街－郑州路－长图铁路－龙

山路－龙潭大街－徐州路－中兴街－遵义路

－龙安路－规划边界－郑州路－绿化带－沈

阳路

Ⅲ-5 3
七家子、哈

达湾、沙河

子工业区

11.41

松江北路－七家子街－长吉城际铁路－规划

边界－桃山街－金惠路－规划边界－越山路

－迎宾大路－沙田街－晓光路－规划路－规

划边界－珲春街－规划边界－秀水街－长吉

城际铁路－规划边界

Ⅲ-6 3
晓光村、春

光村工业区
2.34 吉长北线－规划边界 迎宾大路－规划边界

Ⅲ-7 3 高新北工业区 8.26
吉长北线－规划边界－安康路－中科大街－

中科大街－火炬大街－安康路－规划路

Ⅲ-8 3
高新北规划

工业区
4.9

吉长北线－承东街－规划路－张久街－安康

路－创业大路；承东街－规划边界－中科大

街－规划路－高新大路

Ⅲ-9 3 榆树沟工业区 5.35 吉珲高速－规划边界

Ⅲ-10 3 规划工业区 0.23 规划边界

Ⅲ-11 3 高新工业区 0.42 黄山路－苗岭街－深东路－景山路

Ⅲ-12 3 高新南工业区 4.63
规划边界－城南街－龙丰铁路－景山路－高

新路－丽水街－深东路－环山街

Ⅲ-13 3 冯家屯工业区 0.88 欢喜岭街－规划边界－长春路

Ⅲ-14 3 孤铺子工业区 0.34 规划边界

Ⅲ-15 3 零散工业区 0.03 规划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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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吉林市城区3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编号 类别 区域名称
区域面

积（km²）
地理边界范围

Ⅲ-1 3 金珠工业区 16.94

工业区规划边界－吉舒线铁路－规划边界－

202 国道－规划边界－吉钢大路－规划边界

－松花江－吉钢大路－规划边界－渡口路－

规划边界－榆树街－规划边界

Ⅲ-2 3 九站工业区 26.96

双吉南路－规划边界－腰通溪－松江北路－思

源路－昆仑街－望江路－翰林路－农科院围

墙－九龙大路－长图铁路－双吉南路－规划边

界

Ⅲ-3 3 江北工业区 13.25
龙江路－规划边界－绿化带－黎明路－合肥

路－吉舒铁路－汉阳街－遵义路－珠江路－

规划边界

Ⅲ-4 3
江北铁东

工业区
12.85

规划边界－承德街－郑州路－长图铁路－龙

山路－龙潭大街－徐州路－中兴街－遵义路

－龙安路－规划边界－郑州路－绿化带－沈

阳路

Ⅲ-5 3
七家子、哈

达湾、沙河

子工业区

11.41

松江北路－七家子街－长吉城际铁路－规划

边界－桃山街－金惠路－规划边界－越山路

－迎宾大路－沙田街－晓光路－规划路－规

划边界－珲春街－规划边界－秀水街－长吉

城际铁路－规划边界

Ⅲ-6 3
晓光村、春

光村工业区
2.34 吉长北线－规划边界 迎宾大路－规划边界

Ⅲ-7 3 高新北工业区 8.26
吉长北线－规划边界－安康路－中科大街－

中科大街－火炬大街－安康路－规划路

Ⅲ-8 3
高新北规划

工业区
4.9

吉长北线－承东街－规划路－张久街－安康

路－创业大路；承东街－规划边界－中科大

街－规划路－高新大路

Ⅲ-9 3 榆树沟工业区 5.35 吉珲高速－规划边界

Ⅲ-10 3 规划工业区 0.23 规划边界

Ⅲ-11 3 高新工业区 0.42 黄山路－苗岭街－深东路－景山路

Ⅲ-12 3 高新南工业区 4.63
规划边界－城南街－龙丰铁路－景山路－高

新路－丽水街－深东路－环山街

Ⅲ-13 3 冯家屯工业区 0.88 欢喜岭街－规划边界－长春路

Ⅲ-14 3 孤铺子工业区 0.34 规划边界

Ⅲ-15 3 零散工业区 0.03 规划边界



- 11 -- 14 -

吉林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10 吉林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4·10

Ⅱ-10 2 四合商贸区 1.1
温虎路－苏合街－新城大路－规划边界－白山街

－德源路－温德河街

Ⅱ-11 2 白山商贸区 1.53

松花江－红旗大桥引线－松江南路－环山街－红

旗路－红旗大桥引线－松江南路－松高街－红旗

路－吉林大街－松江南路－白山大桥引线

Ⅱ-12 2 兰旗商贸区 1.74
松花江－兰旗大桥规划边界－新城大路－规划边

界－新城大路－蓝旗街

Ⅱ-13 2 森林消防支队 0.3 规划边界

Ⅱ-14 2
神华二手车

交易市场
0.27 规划边界

Ⅱ-15 2 石井沟商贸区 0.81
松花江－石井沟明渠－规划路－规划边界－规划

路

Ⅱ-16 2 五家哨商混区 0.86 规划边界

Ⅱ-17 2 青山村商混区 0.64 规划边界

Ⅱ-18 2 高新北商贸区 2.62

安康路－张久街－规划路－承东街－高新大路－

规划边界－创业大路；创业大路－规划边界－高

新大路－致远街－龙腾路－通济街

Ⅱ-19 2 双吉商混区 1.29 规划边界－双吉南路－规划边界

Ⅱ-20 2 龙潭山混合区 0.51 长图铁路－规划边界

Ⅱ-21 2 九站混合区 1.72 长图线－规划边界－九江大路－规划边界

Ⅱ-22 2 零散商贸区 0.2 规划边界

Ⅱ-23 2 零散商贸区 0.08 规划边界

Ⅱ-24 2 零散商混区 0.02 规划边界

Ⅱ-25 2 零散商混区 0.09 规划边界

Ⅱ-26 2 零散商混区 0.03 规划边界

附件 5

吉林市城区4类声环境质量标准
适用区划分方案

声环境

类别
街路名称

街路两侧

适用区域

4a

快速路：雾凇大路、雾凇西路、雾凇东路、秀水街、环

山街、新城大路、长吉北线（秀水街一 202绕越线）、

永吉快速路

主干路：吉林大街北段、吉林大街中段、吉林大街南段、

解放北路、解放东路、解放中路、解放西路、松江北路、

松江东路、松江中路、松江西路、松江南路、滨江北路、

滨江东路、滨江中路、滨江西路、滨江南路、越山路、

桃园路、越秀路、欢喜岭街、西安路、长春路、黄旗路、

沿河路、农林街、迎宾大路、CY规划路一、鞍山街、

中兴街、通潭大路、珲春街、四川街、中康路、东昌街、

哈达湾街、和平路、七家子街、汉阳西路、珠江路、吉

钢大路、漓江街、兴华路、龙潭大街、沅江路、秀水街、

沈阳路、华丹大街、郑州路、汉阳街、湘潭街、龙北路、

遵义路、清源街、武汉路、温德河街、白山大街、德源

路、南山街、深圳街、深圳路、建华街、恒山路、安康

路、富新路、创业大路、高新大路、承东街、中科大街、

致远街、火炬大街、九江大路、九兴路、九龙大路、经

开大街、昆仑街、双吉南路、九东路、九溪路、寇家街、

杏林东路

次干路：杏林路、望云街、北极街、莲山路、中东南路、

伟光路、光华路、北京路、青岛街、北大街、南京街、

拥军路、晓光路、欢喜岭街、沙田街、越秀路、金沙街、

CY规划街二、西安路、军民街、欢喜路、新开街、口

岸街、西宁路、德胜路、福绥街、顺城街、长吉北线（秀

水街一和平路）、黄旗屯街、吉兴路、CY规划街四、

CY规划路二、莲山路、铁合西街、连云街、林荫路、

幸福街、西山街、铁西路、绣山街、四川街、东兰路、

龙江街、通江路、嫩江街、延安路、辽北路、天津街、

中兴街、维昌街、八家子街、欣昌街、上海路、青年路、

江湾路、汶水街、闽江路、赣江路、汉水街、七家子街、

广水街、分厂路、铁合西街、汉阳西路、哈达湾街、连

云街、复兴街、

1、若临街建筑高于

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时，第一排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

侧至交通干线边界

线的区域。

2、若临街建筑低于

三层楼房建筑（含

开阔地）时，以道

路红线为起点，分

别向道路两侧纵深

一定距离内的区

域，其中（1）相邻

区域为 1类声环境

功能区，距离为 55
米；（2）相邻区域

为 2类声环境功能

区，距离 40米；（3）
相邻区域为 3类声

环境功能区，距离

25米。

3、并排的两个建筑

物临路一侧的相邻

两点间距离小于或

等于 20米时，视同

直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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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吉林市城区2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编号 类别 区域名称
区域面

积（km²）
地理边界范围

Ⅱ-1 2 岗家店 0.79 规划边界

Ⅱ-2 2 中东、沙河子 6.89

汉阳街－哈达湾街－和平路－长吉城际铁路－

西山街－吉林大街－哈达湾街－林荫路－桃山

街－莲山路－珲春街－雾凇中路－北极街－中

东南路－越山西路－雾凇西路－规划路－规划

边界－晓光路－沙田街－迎宾大路－越山路－

规划边界－金惠路－桃山街－和平路－和平街

Ⅱ-3 2 东市、河南街 2.82

雾凇中路－吉林大街－延安路－中兴街－铁安

一条－新兴街－中康路－九台街一天发岭胡同

－天津街－上海路－四川街－江湾路－吉林大

街－北京路－越山路－解放中路－南京街－光

华路－吉林大街－运河路－西山街

Ⅱ-4 2 义德源商混区 0.58
延安路－解放北路－辽北路－松江东路－长图

铁路－解放北路－辽北路－嫩江街－中康路－

四川街

Ⅱ-5 2
吉林大街

商贸区
0.6 滨江中路－长江街－青山路－吉林大街

Ⅱ-6 2
火炬大厦

商贸区
0.52

泰山北路－林苑路－烽火街－厦门街－海口路

－深圳街－恒山西路－滨江中路

Ⅱ-7 2
华微电子

混合区
1.16 深圳街－吉林大街－滨江西路－三亚路

Ⅱ-8 2 高新商贸区 0.51
黄山路－景山路－安庆路－龙丰线铁路－恒山

东路－东山街

Ⅱ-9 2 欢喜岭商贸区 1.16 西安路－秀水街－欢喜路－规划路

4a

纸业路、哈达湾街、龙江街、龙江路、锦江路、汉江路、

渭水街、洛水街、合肥路、黎明路、劳动街、新山北街、

沈阳街、LT规划街二、LT规划路一、龙兴街、LT规划

街三、新山街、前进街、长青路、徐州路、株洲街、南

宁西路、龙潭规划街四、清北街、锦州街、承德街、龙

山路、顺山街、南兰街、渡口路、南岗街、榆树街、前

富尔哈路、安达路、四合街、苏合街、玫瑰街、松高街、

蓝旗街、星光街、凇滨路、红旗路、温虎路、温知路、

新城东路、深圳东路、石苑路、石井沟街、联江街、F
米规划街三、F米规划街四、丰满路、林苑路、泰山路、

泰山北路、华山路、宜山路、兴隆街、东山街、剧院路、

宜山东路、会展街、吉丰西线、青山街、聚星路、汇德

路、龙腾路、学航街、通济街、安达路、烟达木西一街

（北段）、烟达木西一街（南段）、红土街、张久街、双

吉北路、机场西连接线、机场东连接线、翰林路、望江

路、前丰街、顺畅路、顺通路、吉航街、顺捷路、运旺

街、运祥街、顺达路、运泰街、九强路、建新南路、桑

榆街、桃李路、桑梓街、梨园路、顺昱路、清泉路、孤

店子街、创基街、科创西街、创征路、南三道、科远街、

科创路、科志街、创誉路、致远街

1、若临街建筑高于

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时，第一排

建筑物面向道路一

侧至交通干线边界

线的区域。

2、若临街建筑低于

三层楼房建筑（含

开阔地）时，以道

路红线为起点，分

别向道路两侧纵深

一定距离内的区

域，其中（1）相邻

区域为 1类声环境

功能区，距离为 55
米；（2）相邻区域

为 2类声环境功能

区，距离 40米；（3）
相邻区域为 3类声

环境功能区，距离

25米。

3、并排的两个建筑

物临路一侧的相邻

两点间距离小于或

等于 20米时，视同

直线连接。

4b

铁路：规划龙丰铁路、哈吉高铁、化工货运铁路吉珲高

铁、吉舒线、九江线、九站货运铁路、龙丰线、沈吉线、

长吉城际、长图线

车站：金珠站、棋盘站、双吉站、吉林北站、吉林西站、

龙潭山站、吉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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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未规划用地
类型功能区表

编号 区域名称 区域面积（km2）

现状

用地 声功能区

A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A
0.31 耕地、小片居民区 1类

B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B 0.34
零散居民点、耕

地、草地
1类

C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C
0.63 零散居民点、耕

地、双鸭山
1类

D 边界内未规划

用地类型地块 D
0.27 居民区和耕地 1类

附件 6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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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4〕32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2024年第 13次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5日

丽江城建设为主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建设自

然环境优美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坚守底线。严守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以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

下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

确保生态环境安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一、坚持目标导向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和区域差异，全

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做好与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衔接，围绕“一

个中心、四个基地”城市发展战略，以美

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中办发〔2024〕22号），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吉办发〔2024〕12号）、吉林省区域

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

新工作实施方案〉的函》（吉环区评办〔2023〕1号）要求，结合《吉林市国土空间规

划纲要（2021—2035）》、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中关于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最新要求，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升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强化吉林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精细化管理，制定本

方案。

Ⅰ-8 1 江南居住区 9.34

滨江中路－南山街－龙丰线铁路－兰旗大

桥引线－滨江南路－吉林大街－深中路－

三亚路－滨江中路－恒山西路－林苑路－

海口路－厦门街－烽火街－林苑路－泰山

北路

Ⅰ-9 1 东山居住区 6.58

松花江－规划边界－龙丰线铁路－规划

边界－环山街－深东路－丽水街－高新

路－景山路－龙丰线铁路－安庆路－景

山路－深东路－苗岭街－黄山路－东山

街－恒山东路－南山街

Ⅰ-10 1 石井沟居住区 3.74

兰旗大桥引线－龙丰线铁路－石井沟街

－深东路－规划边界－北苑路－规划边

界－规划路－深东路－规划边界－龙丰

线铁路－规划边界

Ⅰ-11 1 四合居住区 1.12 德源路－白山街－规划边界－温德河街

Ⅰ-12 1 巴虎村居住区 0.12 规划边界

Ⅰ-13 1 小白山居住区 5.97

松花江－白山街－松江南路－吉林大街

－红旗路－松高街－松江南路－红旗大

桥引线－规划路－环山街－松江南路－

红旗大桥引线－松花江－兰旗街－新城

大路－规划边界－新城大路－苏合街－

温虎路－温德河街

Ⅰ-14 1 市委党校、吉

林女校教育区
0.37 规划边界

Ⅰ-15 1 丰满居住区 1.59 坝西规划边界－松花江；松花江－坝东规

划边界

Ⅰ-16 1 万科松花湖

居住区 1 1.38 规划边界

Ⅰ-17 1 职教园区 2.58 创业大路－通济街－龙腾路－致远街－

规划路－中科大街

Ⅰ-18 1 高新北居住区 0.65 规划边界－创业大路－安康路－规划路

Ⅰ-19 1 金珠豫园 0.39 吉舒铁路－规划边界－202国道－规划边

界

Ⅰ-20 1 零散居住区 0.02 规划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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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市城区1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编号 类别 区域名称
区域面积

（km2）
地理边界范围

Ⅰ-1 1
农科院及九

新住宅区
4.06

规划边界－九兴路－长图铁路－经开大街

－九龙大路－农科院围墙－翰林路－望江

路－昆仑街－思源路－松江北路－规划边

界－长图铁路

Ⅰ-2 1 江北居住区 9.57

珠江路－遵义西路－汉阳街－吉舒线－合

肥路－郑州路－绿化带－规划边界－沈阳

路－绿化带－中兴街－徐州路－龙潭大街

－龙山路－长图铁路－松花江－珠江路

Ⅰ-3 1
七家子居住

区
2.75

七家子街－松江北路－汉阳西路－和平路

－桃山街－规划边界

Ⅰ-4 1 铁东居住区 3.35
规划边界－吉珲高铁－规划边界－龙山路

－长图线－郑州路－承德街

Ⅰ-5 1 松江、东市

居住区
6.35

汉阳街隧道－松花江－辽北路－解放北路

－延安路－吉林大街－西山街－和平路－

哈达湾街

Ⅰ-6 1 西南居住区 24.11

林荫路－哈达湾街－吉林大街－雾凇中路

－西山街－运河路－吉林大街－光华路－

南京街－解放中路－越山路－北京路－吉

林大街－松江中路－农林街－温德路－沈

吉线－规划边界－欢喜岭街－长春路－规

划边界－欢喜路－秀水街－西安路－规划

边界－欢喜岭街－规划路－雾凇西路－越

山西路－中东南路－北极街－雾凇中路－

莲山路－桃山街

Ⅰ-7 1 朝中居住区 3.65

延安路－四川街－辽北路－解放北路－长

图铁路－松江东路－江湾路－四川街－上

海路－天津街一天发岭胡同－九台街－中

康路－新兴街－铁安一条－中兴街

式和生活方式。

——因地制宜。落实国家重大战略，

根据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

资源利用上线的最新要求，根据生态环境

特征、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科学更新调整环境管控单元，实施差

异化生态环境管控措施，促进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统筹协调。强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等协调衔接，突出发

展规划的统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

础作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

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分区分类动态更

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相关成果，提升

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

到 2025年，初步形成全域覆盖、精

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责任明

确、技术完善、应用广泛、监管到位、保

障有力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建

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30微克/立方米以下，重污染天数控制在

5天以内；水环境质量基本改善，劣Ⅴ类

水体全面消除，国控考核断面地表水质量

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94.7%以

上，用水效率明显提高，生态流量得到基

本保障，水污染治理水平及水环境管理水

平进一步提高，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削减；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流域水环境保

护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土壤和地下水环

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重点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全市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到 2035年，全面建立体系健全、机

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

度，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生态系统多样性、

持续性、稳定性显著提升，牢不可破的生

态安全屏障基本筑成，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二、推进分区管控

（一）确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落实

管控要求。全市共划定 170个环境管控单

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

一般管控单元三类，环境管控单元内开发

建设活动实施差异化管理。

优先保护单元。优先保护单元 99个，

面积占比 52.48%，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黑

土地及其他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态环境

敏感区。优先保护单元按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禁止或严格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

工业和城镇开发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内，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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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类型区域，按照用地现状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55平方千米。

2类区 26个，面积 28.84平方千米。

3类区 15个，面积 108.79平方千米。

4类区道路总长 926.88千米，铁路总

长 111.82千米。

1-4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见附件

1-附件 5。

（二）其他区域声环境标准执行要求

随着吉林市城市发展建设，松花江吉

林江段部分区域已通航，通航区内河航道

两侧区域执行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未通航区域不进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三）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具体范围及

边界以“吉林市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

区域划分图”（附件 6）中标示为准。

四、其他说明

本方案自公开发布 30 日后起施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

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方案的

通知》（吉市政办函〔2019〕21号）同时

废止。

附件：1.吉林市城区 1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2.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未规划用地类型功能区表

3.吉林市城区 2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4.吉林市城区 3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表

5.吉林市城区 4类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分方案

6.吉林市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图

活动，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

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仅允许部分对生态功能不造成

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外各

类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敏感脆弱区域、水

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和

黑土地保护区，按照保护对象不同属性和

功能要求，限制大规模开发性、生产性建

设活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重点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 63个，

面积占比 26.42%，主要包括各类产业园

区、工业集聚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等开发

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以及生

态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重点管控单

元要优化产业布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有关规定，以及差异化的生态环境准入要

求，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

控，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水环境重点管控区、大气环

境重点管控区和土壤污染风险重点管控

区应当按照管控对象不同属性和功能分

类实施重点管控。

一般管控单元。一般管控单元 8个，

面积占比 21.10%，为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一般管控单元以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执行生态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

（二）优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

精细化管理。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主

要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

境风险防控、资源开发利用四个维度，建

立“1+1+9+170”四个层级的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即“1”为“松花江流域”环境

准入及管控要求，“1”为吉林市总体准入

及管控要求，“9”为各县（市）区发展定

位及管控目标，“170”为各环境管控单元

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根据生态环境功能

定位，聚焦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系统

集成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精准编制差异化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提出优化布局方案、

管控污染物排放、防控环境风险、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等要求。优先保护单元要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功能维护，重点管控

单元要针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污染

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防控，一般管控单

元要保持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稳定。

三、实施具体要求

（一）加强规划衔接。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门

要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源头预防体

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全地域覆盖、跨

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精细化管理。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动态衔接，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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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用地区域。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

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

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划定的 0、1、3类声环境功能区以

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四）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

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

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3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五）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4a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

内的区域划分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距

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50m±5m；

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35m±5m；

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20m±5m；

（2）若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

（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交通干线

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 4a类

声环境功能区。

2.4b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

域划分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确定

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50m±5m；

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35m±5m；

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

为 20m±5m；

3.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时，不同的

道路、不同的路段、同路段的两侧及道路

的同侧其距离可以不统一。

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一）1至 4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

况

按照吉林市建设现状及《吉林市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根据

历年声环境管理情况，对现行区划中 24

个声环境功能区进行了重新调整划分。调

整后的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共划分 65

个片区，总面积 226.87平方千米。

1类区 24个，面积 89.24平方千米，

其中 4个片区为城镇开发边界内未规划

规划的编制应当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求作为重要依据。

（二）强化政策协同。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政策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的协同，在相关立法、标准、产业政策制

定、城镇建设、资源开发、重大项目选址、

执法监管等方面，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

求作为重要参照和依据，加强协调性分

析，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强化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硬约束和政策引领作用。

（三）推动生态环境改善。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

门应当合理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质

量达标方案，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

用，形成问题识别、精准溯源、分区施策

的工作闭环，推动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防范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逐步

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要强化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在生态、水、大气、土壤等

要素环境管理中的应用，为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

（四）规范开发建设活动。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部

门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在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及落地实施等方

面的作用，作为推动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在

具体区域、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以落实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为重点，

论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并提出优化调整

建议，园区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还应结合

实际进一步细化所在环境管控单元的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

（五）严格生态环境监管。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实施情况将被纳入中央和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成

效考核工作。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

或者其他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

要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作为监督开

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将优

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生态环

境监管的重点区域，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要求执行情况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

内容。尤其要对生态功能明显降低的生态

环境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

生态环境重点管控单元以及环境质量明

显下降的其他区域，加强监管执法，依法

依规推动限期整改，杜绝成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制度落实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四、健全管理机制

（一）推进成果信息共用共享。依托

全省统一建立的吉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数据应用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成果落地应用和动态管理，加强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政策制定、环境准

入、园区管理、执法监管、环保督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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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方案（2024）》的通知

吉市政办规〔2024〕3 号

各城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直相关部门：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方案（2024）》已经市政府 2024年第 11次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9月 23日

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于康复疗养

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内及附

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1.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

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其用地

性质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1类声环境功能区规定的区域；

2.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70%（含70%）

一、适用范围

吉林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为《吉

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的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区

域，面积为 262.53平方千米。

二、区划边界的确定

首先对 0、1、3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

划分，余下区域划分为 2 类声环境功能

区，在此基础上划分 4类声环境功能区。

（一）0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吉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方案（2024）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加强我市城区噪声污染的防治

和管理，保障居民良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综合考虑《吉林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及我市实际用地情况，制定本方案。

面的实施应用，强化对规划环评、项目环

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活动管理的指导，

发挥其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中的基

础性作用。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综合

决策的支撑，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招商引资

提供科学决策工具，推动项目精准落地，

推动落实国家“两高一低”项目管理有关

制度和政策要求，引导重点行业向环境容

量大、市场需求旺盛、市场保障条件好的

地区科学布局、有序转移。强化重点管控

单元管理，推进石化化工、钢铁、建材等

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和清洁生产

改造。加强优先保护单元管理，鼓励在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模式和路径，提升生态碳汇能力。

（二）建立动态更新完善机制。按照

吉林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协调

小组的工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原则上每

5年牵头组织开展一次全市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方案实施成效评估，充分听取各地、

各有关部门意见，依据评估情况更新调整

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要求，按规定报批调

整。因国家、省与地方发展战略、生态环

境质量目标、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及时

组织对全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内容进行

相应调整。各级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对辖

区内具体环境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的细化和调整，原则上不能突破全市及

重点流域的总体准入要求，经本级政府批

准后，报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五、强化组织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纳入推进本地区本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任务，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结果应用。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的实施、监督、评估和宣传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相关政策，发布吉林市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各地、各有关部门在制定地区、行业

发展和开发利用政策、规划时，应充分考

虑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减少对生态系

统功能和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领域相关学科建设、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加快建立专业化队伍。研

究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实施情况

评估和监督考核机制，推进实施应用。同

时，加强宣传解读，及时总结推广正面典

型，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共同参与的良

好氛围。

附件：1.吉林市环境管控单元划定情况一览表

2.吉林市环境管控单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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