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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强化大
气污染
物防治
与碳减
排协同
增效

大力发
展非化
石能源

1
实施一批“光伏+”工
程，“十四五”新增装
机 30万千瓦。

2025
新增光伏装机 11.326 万千瓦，
教育条线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3000千瓦。

区 发 展 改
革委

区经委、区商
务委、区建管
委、区机管
局、区教育
局、区卫健
委、区农业农
村委、区规划
资源局、区房
管局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各
相关企业

推进工
业绿色
升级

2 实施节能降碳“百一”
行动。

持续推进

实施节能降碳“百一”行动。持续
推进 5000 吨企业能源审计，以
及 2000-5000吨标煤用能企业节
能诊断。

区经委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全面促
进清洁
生产

3
推进化工、医药、集
成电路等行业清洁生
产全覆盖。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重点企业开展清洁生
产。

区生态环境
局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协同工
艺过程
减排

4

推动 VOCs末端治理
措施选型时充分考虑
碳排放影响，采用节
能低碳技术方案。

持续推进
配合市局修订工业固定源 VOCs
治理技术指引。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区经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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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优化综
合交通
运输体
系结构

5 持续提升城市绿色出
行比例。

2025 持续提升。

区 建 设 管
理委

区发展改革
委

各街镇

6 持续做好交通行业新
能源汽车应用。

2024 2024 年计划更新新增新能源公
交车 156台。

区经委、区发
展改革委、区
国资委、区绿
化市容局、青
浦邮政管理
局等

各街镇及相
关企业

7

结合自然条件和公交
枢纽场站、轨道交通
车辆基地能源需求，
推进应用光伏发电、
风光互补供电系统，
加大氢能技术的示范
应用。

2025 持续推进公交电子站牌的光伏
发电项目。

区经委、区发
展改革委等

各街镇

8

鼓励企业申报上海市
氢燃料电池示范应用
项目；推动加氢站建
设。

持续推进

鼓励企业申报上海市燃料电池
汽车示范应用“揭榜挂帅”项目，
同时服务企业做好项目考评、奖
励申报等相关工作；支持中石
化、九双建设加氢站。

区经委
区建管委、区
规划资源局
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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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大力推
广绿色
建造

9

总投资额 1亿元及以
上或者单体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及以上
（以下简称规模以
上）的新建、改建、
扩建的建设工程要求
应用 BIM 技术；新城
区域的建设工程BIM
技术应当在设计、施
工、运维各阶段开展
应用，其中公共建筑、
城市基础设施，以及
建设运维主体一致的
建设工程应延伸到运
维阶段应用，鼓励其
他类型建设工程延伸
实施运维阶段应用。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区 建 设 管
理委

区规划资源
局等

各街镇

推动可
再生能
源建筑
规模化
发展

10

土地出让征询和方案
审查的时候提出要
求：新建政府机关、
学校、工业厂房等建
筑屋顶安装光伏的面
积比例不低于 50%，
其他类型公共建筑不
低于 30%。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区规划资源
局、区发展改
革委、区教育
局、区机管
局、区经委等

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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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11
根据市级要求，推进
“光储直柔 ”建筑试
点。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区发展改革
委、区经委等

各街镇

12
推动既有工业厂房屋
顶可利用面积安装光
伏。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区 发 展 改
革委

区建管委、区
经委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推动水
环境和
土壤污
染治理
与碳减
排协同
增效

水环境
治理领
域协同
控制

13
推进污水处理厂节能
降耗，优化工艺流程，
提高处理效率。

持续推进

1.探索多途径再生水利用：
一是提高各厂自来水替代率，扩
大各厂中水再生水利用范围；二
是研究外部再生水综合利用，持
续推进再生水用于河道生态补
水等工作。
2.探索碳中和行动路径，持续推
进和推广污水厂光伏项目，提高
绿能替代率。

区水务局
区生态环境
局、区经委等

相关企业

推动农
业和生
态领域
减污降
碳协同
增效

农业领
域减污
降碳协
同增效

14 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行动。

持续推进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重点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
防控等减肥减药技术，提高肥
料、农药利用效率。

区 农 业 农
村委

各街镇

15

加快老旧农机报废更
新力度，推广先进适
用的低碳节能农机装
备。

持续推进

持续加强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
贴政策宣传，鼓励农机经营主体
淘汰老旧农机，更新使用先进适
用、低碳高效的农机。

区生态环境
局、区经委等

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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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生态建
设领域
减污降
碳协同
增效

16
到 2025年，陆域森林
覆盖率达到 19.5%以
上。

2025 新增森林面积 0.55万亩。

区 绿 化 市
容局

区规划资源
局、区生态环
境局等

各街镇

17
全区新建绿地 350公
顷，其中公园绿地
175公顷。

2025 新建绿地 80 公顷，其中公园绿
地 40公顷。

开 展
“ 无 废
城 市 ”
建设推
动减污
降碳协
同增效

固废源
头减量

18 开展塑料污染治理。 持续推进 持续推进。
区 发 展 改
革委

青浦邮政管
理局、区商委
等

各街镇

固废资
源循环
利用

19

推进垃圾分类与可回
收物收运体系建设，
加强我区生活垃圾分
类实效管理，提高我
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

2024

推进精品小区、惠民回收服务
点、示范型可回收物中转站建
设，到 2024年底，全区 44个居
住小区（村民聚居区）达到精品
小区Ⅰ类要求，建成 34 个惠民
回收服务点和 1 座示范型可回
收物中转站。

区 绿 化 市
容局

区发展改革
委等

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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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利用生
态环境
源头防
控推动
减污降
碳协同
增效

环境影
响评价

20

配合市级建立完善与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
适应的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污染物与温室
气体协同管理的排污
许可制度。

持续推进
配合市级完成重点行业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评价体系和推进机
制。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区经委、区发
展改革委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21

将碳达峰碳中和相关
工作要求纳入建设项
目环评管理，建设项
目环评和产业园区规
划环评试点实施碳排
放环境影响评价。

持续推进 继续推行环评领域碳评价工作。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开展试
点示范

协同控
制试点

22

实施示范区水乡客厅
等重点片区近零碳专
项规划，到 2030年，
水乡客厅基本建成近
零碳示范片区。

2030

1.持续推进“一点一心”低碳建筑
体系构建。2024 年完成方厅水
院上海馆的建设和创智引擎一
期&二期低碳建筑的方案设计。
低碳建筑系统包括采用被动式
节能技术、高效节能设备、太阳
能光伏系统、光储直柔集成示
范、雨水回用、复合绿化和节水
灌溉等多项节能技术措施。符合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区 区 域 发
展办

区发展改革
委、区生态环
境局、区农业
农村委、区规
划资源局、区
水务局、区建
管委等

长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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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2.完成创智引擎高效能源站设
计。能源站因地制宜拟采用地源
热泵与高效冷机相结合模式，利
用蓄冷蓄热系统削峰填谷，高效
供能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3.通过构建生态净化塘体系、建
设生态灌溉沟渠、面源污染生态
阻控与治理、圩田再造、增湿扩
绿等一系列措施，结合农田退水
零排放、鱼塘尾水零排放等重点
项目，协同推进江南圩田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创建优美生
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4.持续推进蓝环及江南圩田二
期路网建设，蓝绿结合的近零碳
活力交通网络初具规模。
5.通过“修边理水”，因地制宜地
采取清淤疏浚、岸坡整治、堤防
加固、水系连通、景观塑造等措
施，恢复蓝环青浦段水体自然连
通的同时有效提升河湖水环境
质量，营造循环韧性的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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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强化支
撑保障

建立减
污降碳
技术体
系

23
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
减污降碳技术解决方
案。

持续推进 征集本区减污降碳优秀案例。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区发展改革
委、区建管
委、区水务局
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建立评
估技术
体系

24
开展重点区域、重点
园区、重点企业协同
增效评估试点。

持续推进
根据市级安排开展区域协同增
效试点应用。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完善减
污降碳
法规标
准

25 加快推进青浦区碳普
惠体系建设。

持续推进
探索开发碳普惠应用场景和减
排项目。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区发展改革
委、区经委、
区建管委、区
农业农村委、
区绿化市容
局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健全减
污降碳
协同管
理

26

积极做好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相关工作，建
立完善数据质量监管
工作机制。

持续推进

强化数据质量监管，进一步完善
优化本区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
管理机制，提升发电行业重点排
放单位月度信息化存证的审核
质量。做好本区 2023 年度已纳
入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数
据报送、核查、复核等工作。督
促本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完成清缴履约相关工作。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区发展改革
委、区市场监
管局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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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机制

工作
类别

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27

贯彻落实《企业环境
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
法》相关要求，开展
污染物和碳排放量大
的企业开展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

持续推进

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工
作，加强宣传和培训，提升企业
守法积极性。继续做好环境信息
数据共享互联，提升环境信息在
非现场执法监管中的综合应用，
有效减轻企业现场检查。制定本
区 2023 年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
业名单，完成 2022 年披露企业
年报填报工作。配合开展绿色信
息披露制度建设工作，支持绿色
金融服务平台信息披露共享。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提升减
污降碳
基础能
力

28
推动大气污染物源排
放清单与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协同编制。

持续推进
按要求开展大气与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融合编制工作。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加强宣
传教育

29
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
教育教学活动及课
程。

持续推进

继续推进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学校创建工作；逐步开展国
际生态学校建设，实现零的突
破。

区教育局 各街镇

30

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
设，组织开展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业务培
训。

持续推进 开展能力建设培训工作。
区 生 态 环
境局

区发展改革
委、区经委、
区机管局、区
建管委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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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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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区级主要
工作任务

区级工作
完成年限

区级 2024 年度
工作目标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实施单位

31

加强宣传引导，选树
减污降碳先进典型，
利用全国低碳日等广
泛开展宣传教育活
动。

持续推进
进一步挖掘典型案例并加强宣
传。

区发展改革
委、区经委、
区商委、区机
管局、区建管
委等

各街镇及工
业园区

加强组
织领导

32

建立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工作协调推进机
制，建立工作方案“编
制-实施-评估-完善”
动态跟踪机制。

持续推进
制定本区 2023 年度重点工作计
划，持续跟踪评估。

区 生 态 环
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