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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　构
 

第一节　管理机构
    

一、包头市规划局青山规划分局
1989年2月，成立包头市规划土地管理局。

1996年，成立规划土地管理局青山分局。

2001年10月，包头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分为包头市国土资源局和包头市规划局。规划

土地管理局青山分局更名为包头市国土资源局青山分局。

2010年，按照《关于包头市规划局五个规划分局及规划技术服务中心机构编制事项的

批复》的文件精神，成立包头市规划局青山规划分局，核定行政编制3名（1正，2副）。

二、青山区城乡建设局
1984年6月19日，青山区城建环保局（以下简称区城环局）成立。

2002年，按照《关于印发〈青山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包党办发〔2002〕

11号）文件精神，区城环局更名为青山区建设局。根据《关于印发青山区建设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青党办发〔2002〕55号）文件精神，青山区建设局同时

挂青山区环境保护局和青山区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内设办公室、环保办公室、环

境监理办公室、绿化办公室、城管办公室、人防办公室、抗震减灾办公室、防洪办公室、

建设工程管理及质量检查办公室，核定行政编制7名，其中领导职数4名（1正，3副）。

2010年，按照《关于转发<中共包头市委办公厅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

山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的通知》（青党办发〔2010〕15号）文件精神，

青山区建设局更名为青山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城建局）。根据《关于印发青山区

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青府办发〔2010〕123号）文件

精神，区城建局同时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为青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工

作部门，内设办公室、绿化股、市政建设股、建筑管理股、重点项目综合股、人民防空

股、抗震减灾股，核定行政编制4名（1正，3副）。

三、青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局
1984年，成立青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局（以下简称区环卫局）。

1991—1994年，区环卫局共有职工309人，雇佣临时工100人。

1995年，内设业务科室划分为安技科、清扫队、修理队、清掏队、清运队、监理

所、垃圾场。

1995—1998年，清运队扩大为清运一队与清运二队。

1998年，结合工作实际，分别在自由路、富强路、科学路、先锋道、青山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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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万青路街道办事处设立环卫所。

2001年，结合工作实际，撤销驻自由路、富强路、科学路、先锋道、青山路、幸福

路、万青路街道办事处的环卫所，成立4个综合环卫所。

2010年，根据《青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青府

办发〔2010〕121号）文件精神，内设办公室、安全技术股、环境卫生监督管理股，核定

行政编制4名（1正，3副）。

四、青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10年，根据《中共包头市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山区人民政府机构

改革方案〉的通知》（包党办发〔2010〕4号）文件精神，成立青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以下简称区房管局），内设办公室、住房保障股、房屋与拆迁管理股、工程管理

股，核定行政编制3名（1正、1副）。

五、青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
青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以下简称区执法分局）前身为包头市城建监察大队

青山区中队（以下简称中队），1986年9月26日经青山区第四十八次区长常务会议决定成

立，隶属于区城环局。2001年5月，按照区委七届三次书记会议和区政府第10次区长集体

办公会议精神，中队从区城环局剥离出来，行政管理直属区政府。2002年7月，根据《包

头市关于城监各中队更名为大队的批复》（包建政〔2002〕第27号），将中队更名为包头

市城建监察支队青山区大队。

2008年，根据《包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纪要》精神，成立青山区城市管理执法

局，同时挂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牌子，暂定为相当正科级事业单位。

2010年3月13日，根据《中共包头市委办公厅、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青山区

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青党办发〔2010〕15号）等文件精神，青山区城市管

理执法局更名为青山区执法分局，由包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区政府双重领导，作

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列入政府工作部门序列，不计入政府机构个数。

2010年12月20日，根据《中共包头市委办公厅、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青山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包党办发〔2010〕4号）精神，区执法分局

受包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和区政府双重领导，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内设办公室、法

制宣传股、执法督查股。

六、包头市环境保护局青山分局
2006年，成立包头市环境保护局青山分局（以下简称区环保分局），核定行政编制3

名（1正、2副），规格为正科级，此情况一直延续至2010年。

第二节　事业单位

一、包头市规划局青山规划分局所属事业单位
2010年，成立青山规划技术服务中心，相当副科级事业单位，内设综合办公室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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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办公室，核定事业编制12名。

二、青山区城乡建设局所属事业单位
1996年，成立绿化队、青山公园、青山苗圃、环保监测站，均相当股级事业单位；

监察中队（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青山区中队）相当科级事业单位。

2002年，青山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查站由青山区计经贸局划归青山区建设局管理。

2004年，按照《关于青山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查站更名的批复》（青机编办发

〔2004〕9号）文件精神，青山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查站更名为青山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

站，相当股级事业单位。

2007年，按照《关于成立青山区乌素图市政绿化管理办公室的批复》（青机编办发

〔2007〕6号）文件精神，成立乌素图市政绿化管理办公室，相当股级事业单位。

三、青山区环境卫生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
2010年，环境卫生监理所、环境卫生管理一所、环境卫生管理二所、环境卫生清

运所、环境卫生清洁队和环卫站，均相当股级事业单位，除环卫站经费实行为自收自支

外，其余均为全额拨款。

四、青山区城乡统筹服务中心
2009年11月，青山区成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青山区发展和改革局（以下简称区发改局），承担全区城乡统筹工作。2010年8

月，根据《关于成立青山区城乡统筹服务中心的批复》（青机编发〔2010〕22号）文件精

神，成立青山区城乡统筹服务中心，为区发改局所属相当股级事业单位，核定人员编制6

名。

五、青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
1992年4月，为适应全市房改形势的要求，经中共青山区委、青山区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青山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房改办），

其人员编制暂列在区城环局。原城环局所属房管所改为房改办下属二级事业单位，内设

财务股、房改股、基建股。

1997年，区房管所更名为青山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内设行政办公室、综合办、基

建质监股、房地产开发经营股，为区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

2010年，根据《青山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青党发〔2010〕14号）文件精

神，青山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调整为青山区房管局管理，核定事业编制12名。

六、青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2008年，根据《包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纪要》精神，成立青山区城市管理执法

局，同时挂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大队）牌子，暂定为相当正科级事业单位。

2010年，大队设市政广告中队、环保监察中队、城乡规划监察中队、市容监察一至

四中队与步行街管理中队。

七、青山区环境监察大队
2006年，成立青山区环境监察大队，挂青山区环境监测站牌子，相当副科级全额拨款事

业单位，核定副科级领导职数1名。2009年，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此情况一直延续至2010年。



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332·

第二章　城区建设

第一节　城区规划

青山区是根据1955年前苏联专家参与编制的城市规划而建设，整体体现宽大规整、

绿地预留面积大、居住区与工业区相对隔离等特点。经过50多年的建设，全区已经形成

“七横七纵”、“内外双环”的道路网络体系。

1991—2000年，规划工作的实施经历两个发展阶段。

一、打基础，求发展，创局面阶段
建局后，把建立健全城乡规划土地统一管理机构作为开创规划土地管理工作新局面

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土地管理工作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一支相对稳定的管理队伍。在此

期间，城镇地籍调查、土地资源详查等业务基础工作顺利完成，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平稳

启动；规划审批“两证一书”制度广泛推引，城市规划的龙头作用依法得到确立；规划

土地监察队伍从初创走向成熟。

二、深化改革阶段
1996年，青山区率先建立垂直管理体制，理顺工作职能，规范行政执法。土地管理

工作从抓基础工作转向耕地保护，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和力度进一步加大。城市规划工

作在延续以往工作的同时，重点面对跨世纪城市发展的需要，及时组织开展新一轮城市

总体规划修编。在全区土地系统首创“政务公开”和“社会承诺服务”，区规土局已拥

有383人的专业技术队伍，拥有国家甲级资质的规划设计院、测绘院等机构。

2000—2010年，相继建起丽日花苑、锦林花园、大连新型小区等一大批绿化档次较

高的园林式小区，绿色开始成为城区发展的新亮色，绿化覆盖率由震前的28.5%上升到

37.43%，拥有“半城楼房半城树”之称。先后改建钢铁大街、建设路、民族东路等多条

城市景观大道，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也由震前的4.08平方米提高到15.48平方米。

10年时间，不断开展各种大规模的整顿治理工作，使辖区内滥占乱建、失管失控现

象基本得到遏制。先后完成城市地籍测量、地下管网普查、1:1000地形图重测、GPS控

制网测量等重大测绘项目，城建档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馆藏日益丰富，整理归档近万

卷。

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先后开发地籍信息和地产信息系统，规划设计辅助制图系统

和测绘信息系统，并运用“三S”（遥感技术），在自治区土地行业最早开展土地资源动

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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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政建设

一、 道路、桥梁
（一）道路、人行道
为促进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发展，1991年，全面推行“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绿

化，包秩序）责任制。

1992年，为加快城市市政建设步伐，创建全国卫生城市，集资建设文化路两侧人行

道。

1994年，为以整洁的市容、优美的环境迎接包头市首届国际稀土科技经贸洽谈会的

召开，青山区加强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完成面积28 888平方米的3条道路新建

改造，分别为迎宾道东段长674米、宽12米；文化路西段长1600米、宽13米；曙光道长

1000米、宽13米。完成13条人行道硬化，面积42 245平方米。

1995年，集资修建道路35 000平方米，人行道21 000平方米，街坊硬化22 366平方

米。

1996年，修建道路面积21 672平方米，人行道硬化面积34 250平方米，街坊硬化面

积28 080平方米，修建街坊下水470米，疏通5330米。青云小区2#道路（幸福南路至青云

街坊）修建长度560米，宽度5米，路面六棱砖。互助道（昌福道至科学路）修建长度200

米，宽度7米，柏油路面。科学路（自由路至互助道）修建长度400米，宽度7米，柏油路

面。文学道（民主路至互助道）修建长度370米，宽度7米，路面为六棱砖。丰产道（繁

荣道至文化路）修建长度390米，宽度7米，柏油路面。

1997年，多方位筹集资金4100万元，拓宽改造文化路、呼得木林大街、桑干道、邻

圃道、民主路、互助道、文学道、青山路等9条道路，道路拓宽总面积61 193平方米，完

成便道硬化13条，面积90 500平方米，街坊硬化14个，总面积62 800万平方米。

1998年，拓宽改造民主路（青山路—红领巾路—合成北道—文化路—文学道—科学

路），修建长度1500米，拓宽面积2100平方米。根据新的道路规划断面，该路修建成三板

路（即主道两侧双向非机动车道 ），主道由原来的12米向西侧拓宽至14米，两侧双向非

机动车道各拓宽改造修建成4米，主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各修建双向2.5米绿化隔离带。同

时安排花草、常青树、路灯以及邮电、供电等设施。拓宽改造呼得木林大街，该条道路

红线断面50米。青山路至一宫段主道由原来的14米拓宽改造至18米。青山路至厂前路段

按1997年修建拓宽改造规划断面，主道由原来的14米拓宽至18米。两侧双向非机动车道各

拓宽成4米，在主道与双向非机动车道之间修建2米绿化隔离带，同时安排花、草、常青

树、邮电、供电以及路灯等设施。沿街主要单位有满都拉娱乐城、五二研究所。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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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区北段进入110国道、高速公路的通路，解决二电厂职工上下班通道的问题。

2002年，筹资5380.8万元，进行大规模道路建设改造，建成富强中路、青北路、红领

巾路、蒙牛路、经一路等9条道路。投资988万元建成长377.5米，宽40米，面积15 000平方

米的幸福路商业步行街铺装及铜鼎、铜币、椰子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投资170万元完成

了面积27 094平方米的文化路二期综合改造工程；由区政府和一机集团、北重集团分别投

入119万元和100万元，完成对民主路、富强路等景观道路的22 220平方米彩化；完成团结

大街、呼得木林大街等9条道路人行便道维护。全年投入986万元完成40条小街巷的治理任

务，硬化189 380平方米，其中彩化72 649平方米。

2003年，对青山路、厂前路、少先路、迎春道、望园中道等8条道路进行改造、翻

建，至此全区“六横六纵”、“内外双环”的道路体系初步形成；对民主路、青山路、

朝阳路等4条人行便道进行彩化、硬化；实施文化路三期综合改造工程；对辖区16条小街

巷进行治理改造，街容街景明显改观；全区人均拥有道路面积12.08平方米。

2004年，在充分发挥现有城区设施功能的前提下，建管并举，努力提高城区环境档

次和品位，树立良好的城区形象。引进资金8500余万元进行城区设施改造，改造道路面

积436 991平方米。其中新建青东路、望园中道、建设路辅道3条道路，拓宽翻建临园道、

互助道、民主路、繁荣道、厂前路、青卫路、进步道、呼得木林大街8条道路，重新罩面

文化路、富强路、团结大街、体育馆道4条道路。

2005年，对民主路、自由路、光荣道、哈达道、邻圃道、青山路、科学路、迎宾

道、草原道、先锋道、青年路、幸福路、赛音道、合作道、纺织道、乌审道、龙江道、

无名道、莫尼路、葛兰东道、合成南道、合成北道、敖根道、望园南道、雁门道、林北

道、迎春道27条道路进行综合改造，改造内容包括道路新建（翻建）、罩面、人行便道

铺装等。其中投资9941.1万元，改造道路面积633 882平方米；投资3974.3万元，铺装人行

便道面积667 130平方米。

2006年，投资3219万元，对幸福路北段、乌审道、互助道、迎春道、两区间道6条

道路进行新建改造，面积169 978平方米。重点对昌福窑子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整体拆迁，

包括道路建设、电力工程、电信工程、供热工程、燃气工程、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环

卫设施等建设项目。按照包头市规划局批准青山区东部地区分区规划，对文化路、科学

路、文学道、蒙牛路、青东东路、赛汗路道路进行“四横两纵”以及若干支路路网建

设。

2007年，在2006年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四横两纵”道路建设，并对幸福路北段、乌

审道、互助道、迎春道、两区间道等10条道路进行改造治理。

2008年，针对未完善的道路路段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薄弱的区间街巷进行改造，对

大连新型1#、2#区间道等9条道路进行修建、罩面，共计40 886.82平方米；对大连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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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区间道、纺织道、望园中道等20条人行便道进行铺装，共计93 276.91平方米。完成

青山路东延工程，青山路道路规划红线50米，青东路至建华路段长3641米，规划横断面布

置为“三块板”形式，其中机动车道宽22米，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隔离带宽2米，非机

动车道宽4.5米，两侧便道硬化绿化各宽7.5米。

2009年，进行繁荣道、银海路、早市区间道、哈达道北延等工程。繁荣道西起邻圃

道，东至合作道，全长2548米，宽9米，规划红线22米，为“一块板”形式，拓宽后道

路宽15米。银海路（村间道—110国道）长2447米，车行道宽11米。早市区间道北起少先

路，南至友谊大街，道路全长730米，宽7米，规划红线22米，为“一块板”形式。少先路

至乌审道段拓宽2米，拓宽后道路宽9米，乌审道至友谊大街路段修建道路宽9米。哈达道

向北延伸接通青山路与兵工大道，长425米，宽9米。

2010年，完成青山路、文化路、少先路、青年路、先锋道、赛音道等12条道路工程

的建设。完成道路改造长度19 816米，改造道路面积354 500平方米，改造便道面积

221 458平方米。其中青山路（邻圃道—青东路）道路改造工程，长4360米，改造后道路

断面为三板路，即机动车道22米，非机动车道3米，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的绿化隔离

带2.5米。少先路青山段（民族东路—万青路）道路改造工程，长2952米，改造后道路断

面为三板路，即机动车道13米，非机动车道3米，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的绿化隔离带

2.5米。文化路（迎宾道—赛汗路）道路改造工程，长约6公里，改造后道路为迎宾道至邻

圃道为一块板形式，拓宽后20米；邻圃道至光荣道为三块板形式，路宽20米，机动车道

与非机动车道间的隔离带1.5米，非机动车道宽3米；光荣道至草原道为一块板形式，机动

车道宽24米，非机动车道宽3米，草原道至赛汗路为三块板形式，机动车道20米，非机动

车道3米，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的绿化隔离带1米。

截至2010年底，青山区道路长度约265公里，建成道路面积586.01万平方米（包括小

区道路面积），人行便道面积239.4 358万平方米，人均拥有道路面积16.2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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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桥梁
截至2010年底，全区共有6座桥梁，其中4座位于四道沙河上，分别为赛汗塔拉桥，

桥长102.54米，车行道宽13米，两侧人行道宽2.3米，桥孔10个；青山路桥（2007年建

设），桥长60米，桥宽42米，桥孔10个；兵工路（又称厂前路）桥，桥长60米，车行道宽

14米，两侧人行道宽3米，桥孔10个；110国道桥。师范学院人行天桥，桥长40米，桥宽8

米，位于科学路上；哈屯高勒桥，桥长158.4米，车行道宽32米，两侧人行道宽3米。

二、 照明
2002年，民主路、合作道、光荣道、自由路、乌素图地区等道路安装路灯459盏。

2003年，路灯亮化富强路（科学路至环保局门前）西侧，拆除原有的4基水泥杆及灯

具，利用原有的电缆线路，东侧新铺设电缆线路，两侧采用文化路拆除下来的8基金属杆

和比利时灯具，电缆200米，电源连接科学路变压器。

2004年，对青北路、厂前路、民主路、互助道、自由路、少先路、文学道等7条道路

进行路灯更新改造，安装路灯503基；在民主路游园、食品大世界门前广场、幸福路步行

街南口、富强路南侧绿化带分别安设金太阳、中华结、节日灯、奥运火炬等4种类型的花

灯，为青山区的道路整体景观增色添彩。

2005年，投资建设奇峰道、望园中道、敖根道等17条道路路灯，安装路灯491基。

2007年，对幸福路北段、乌审道、龙江道、互助道等12条道路安装路灯255基；对

劳动路、富强路、呼得木林大街实施景观亮化工程，分别安装景观灯、草坪灯72基、94

基、397基。

2008年，对乌审道、大连新型小区1#、2#区间道、春光区间道等8条道路安装路灯

133基；青东新区安装路灯217基，青山路（青东路—建华路）安装路灯198基。

2009年，银海路安装风光互补路灯80套。繁荣道、区间道等4条道路安装路灯103基。

至此，青山区形成“以道路亮化为基础，以建筑亮化为点缀，以灯箱广告、草坪灯亮化

为映衬，以景观亮化来烘托商业氛围”的亮化体系。城区道路路灯亮化率达到98%以上。

三、排水
（一）污水系统
敷设文化路干管，西起迎宾道，东至赛汗路，长约6285米，管径600毫米～1000毫

米。另敷设先锋道、赛音道、幸福路、哈达道等14条支管，长约11 983米，管径200毫

米～700毫米。

敷设繁荣道干管，西起丰产道，东至民主路，长约3707米，管径200毫米～800毫

米。另敷设桑干道、丰产道、光荣道等7条支管，长约3369米，管径200毫米～500毫米。

敷设科学路干管，西起富强路，东至北郊污水处理厂，长约5334米，管径300毫

米～1400毫米。

敷设北郊污水总干管，西起民主路，流经蒙牛路，到污水处理厂，再到出水口，长

约1914米，管径700毫米～1000毫米。

敷设南郊污水总干管，北起阿尔丁，到南郊污水处理厂，长约4035米，管径900毫

米～11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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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青山区城市污水管道情况表

表8-2-2

序号 管道名称 所在位置 长度（米） 管径（毫米） 检查井

一 文化路干管 迎宾道→青东路 4861 600~1000 93

民主路→赛汗路 1424 500 29

1 先锋道支管 丰产道→赛音道 790 200 18

2 先锋道支管 哈达道→幸福路 260 400 9

3 先锋道支管 丰产道→富强路 200 400~500 8

4 赛音道支管 厂前路→赛音道→文化路 1367 400 31

5 幸福路支管 光荣道→幸福路→文化路 652 200~400 14

6 哈达道支管 青山路→文化路 860 200~500 19

7 草原道支管 青山路南→文化路 640 200 14

8 草原道支管 敖根道→文化路 240 400 7

9 呼得木林大街 二电厂→文化路 1551 200~300 35

10 合作道支管 葛兰东道北→文化路 557 200 12

11 合作道支管 呼得木林→青山路→文化路 1424 400~700 37

12 自由路支管
葛兰东道北→文化路 557 200 12

文化路←青山路 600 600 —

13 奇峰道支管 厂前路→互助道→文化路 1879 400 45

14 民主路支管 青山路南→合成南道 406 200 10

二 繁荣道干管 丰产道→合作道→民主路 3707 200~800 80

1 桑干道支管 迎春道→富强路→繁荣道 903 500 23

2 丰产道支管 文化路南→繁荣道←桑干道 575 200 18

3 光荣道支管 文化路南→繁荣道 277 300 6

4 草原道支管 文化路南→繁荣道 335 300 9

5 哈达道支管 文化路南←繁荣道 239 3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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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道名称 所在位置 长度（米） 管径（毫米） 检查井

6 互助道支管 文学道北→昌福道 752 400~500 24

7 自由路支管 文学道北→昌福道 288 200 6

三 科学路干管 富强路→互助道→民主路 3484 300~600 78

民主路→青东路 620 1200 7

昌福道→北郊污水处理厂 1230 1000~1400 20

1 富强路支管 市三建→ 科学路 540 300 12

2 望园北道支管 进步道→幸福路 700 500 15

3 望园中道支管 进步道→幸福路 700 300 16

4 光荣道支管 繁荣道南→科学路 314 300 7

5 幸福路支管 望园南道→科学路 663 300~500 17

6 哈达道支管 繁荣道南→科学路 349 300 13

7 草原道支管 繁荣道南→科学路 301 300 8

8 科学路支管 互助道→民主路 394 600 7

9 建设路支管 天外天→民主路→昌福道 2065 500~700 53

一宫→民主路 2064 300 —

四 文学道干管 合作道→四道沙河 3303 600~1050 62

青东路→赛汗路 934 500~1000 17

青东路支管 厂前明沟→文学道 959 700~1000 25

五 幸福南路干管 钢铁大街→总干k23# 2807 300~700 72

六 北郊污水总干
民主路→蒙牛路→污水厂出水

口
1914 700~1000 25

七 南郊污水总干 阿尔丁→南郊污水厂 4035 900~1100 61

八 迎宾道干管 莫尼路→富强路→沼潭东路 4844 200~400 76

迎宾道 宝格特→团结大街 1173 500 23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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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道名称 所在位置 长度（米） 管径（毫米） 检查井

团结大街支管 民族东路→迎宾道→迎春道 831 600 18

九 南郊事故排除管 总干k7#→出水口 1720 900~1000 20

十 污水厂排除管线 污水厂→万青路以东 1021 1000~1200 —

十一 少先路 民族东路→建设路 2058 400~500 58

十二 富强中路 钢铁大街→友谊大街 1149 700 22

十三 劳动路 乌审道→友谊大街 408 400 16

十四 北郊进厂管线 万青路→建设路→北郊 2321 700~1000 47

十五 青东东路 蒙牛路→文化路 2137 600~1200 33

十六 哈屯高勒路
万青路→西污水厂管线←210国

道
6172 500~800 127

十七 建华路 110国道→哈屯高勒路 7201 500~800 130

十八 青山路 民族东路→青东东路←210国道 11 248 500~800 215

十九 万青路 建设路←友谊大街→黄河路 2809 500~600 50

二十 民主路 文学道→科学路 496 1000 8

二十一 邻圃道 青山路→先锋道 458 500 8

二十二 龙江道 万青路→劳动路←区间道 1400 400 35

二十三 昌福道 合作道→民主路 1223 700 36

二十四 公忽洞路 兵工路←110国道 1245 800~2000 20

二十五 银河路 民族东路←体育馆道 260 500 4

注：未包含小区排水。

（二）雨水系统
敷设自由路干管，北起青山路，南至科学路，长约1449米，管径500毫米～1000毫米。

敷设呼得木林大街干管，北起厂前明渠，南至建设路，长约3864米，管径400毫

米～1000毫米。另敷设繁荣道、呼得木林大街支管，长约1218米，管径300毫米～1000毫

米。

敷设幸福路干管，北起文化路，流经劳动公园至出水口，长约1332米，管径1100毫

续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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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1200毫米。另敷设繁荣道、富强路、一宫广场等6条支管，长约4261米，管径200毫

米～900毫米。

敷设钢铁大街干管，西起民族东路，东至一宫，长约3954米，管径500毫米～800毫米。

2010年青山区城市雨水管道情况表

表8-2-3

序号 管道名称 所在位置
长度

（米）

管径

（毫米）

检查井

圆井 收水井

一 自由路干管 青山路→科学路 1449 500~1000 30 52

二 呼得木林干管 厂前明渠→科学路→建设路 3864 400~1000 78 98

1 繁荣道支管 幸福路→ 呼得木林大街 745 300~1000 16 29

2 呼得木林支管 科学路←建设路 473 500~800 12 24

三 幸福路干管 文化路→公园→出水口 1332 1100~1200 21 54

1 繁荣道支管 邻圃道→幸福路 1447 400~900 33 68

2 富强路支管 文化路←桑干道 363 500~800 11 43

3 一宫广场支管 钢铁大街东端 54 200 1 1

4 青山南部雨水 幸福路→育才→钢铁大街 1050 300 22 3

5 幸福路步行街 先锋道→文化路 361 800 11 13

6 迎宾道支管 小宾馆→繁荣道 986 500~600 25 42

四 钢铁大街干管 民族东路→富强路→一宫 3954 500~800 90 131

五 文化路干管 邻圃道→青东路 5464 800~1200 67 244

青东路→赛汗路 924 600 23 46

六 厂前明沟 铁路→厂前→四道沙河 947 700~1200 13 2

七 友谊大街干管 民族东路←万青路 3037 600~1200 90 181

八 建设路雨水盖板涵 劳动路→民主路 1523 1600~1400 16 —

青东东路→四道沙河 1400 2000~1500 — —

九 建设路干管 民主路→赛汗塔拉桥 2000 400 65 65

十 建设路干管 三道沙河←三道沙河东 330 800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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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道名称 所在位置
长度

（米）

管径

（毫米）

检查井

圆井 收水井

十一 建设路干管 三道沙河→二道沙河 2851 800~1200 64 —

十二 富强中路 钢铁←友谊 1210 1000~1200 25 48

十三 劳动路 钢铁→←友谊 1284 600~1000 27 54

十四 少先路 民族东路→建设路 2977 600~1000 86 151

十五 青东东路 青山路→蒙牛路 1722 1000 60 1200

十六 哈屯高勒路
万青路→四道沙河

三道沙河←210国道
4578 800~1200 60 213

十七 科学路 富强路→赛汗路 6197
500~600~

1000~1200
171 232

十八 建华路 110国道→四道沙河 6692 800~1000 91 460

十九 文学道 青东路→赛汗路 884 600 45 92

二十 青山路 民族东路→四道沙河←210国道 12 434 600~1000 154 732

二十一 邻圃道 青山路→文化路 761 600 15 28

二十二 民主路雨水盖板涵 科学路→建设路 490 1800~1400 7 37

二十三 体育馆道 钢铁大街←青年路 702 600~800 16 31

二十四 昌福道 青东路→青东东路 370 600 7 14

二十五 万青路 建设路←友谊→黄河路 2868 600~800 68 —

二十六 赛汗路 区间路→蒙牛路 2570 300~800 57 75

第三节　公用事业
                   

城市供水  包头市供水总公司青山水厂成立于1958年，是产、供、销合一的营业水

厂，负责青山区城市供水工作。

1991年，青山水厂有昆河水源地一处，由水库引水6万吨/日，管井21口，产水能力

1.44万吨/日。有清水池泵站和一泵站、二泵站，供水能力4.5万吨/日，地下水不足则补供

黄河水或水库水。

2000年7月，包头市供水总公司为适应供水新形势，撤销青山水厂、昆区水厂和阿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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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净水厂，成立阿尔丁水厂，原青山水厂的产、供水工作归于阿尔丁水厂，管网维修工

作归于青昆管网所，营销收费工作归于青昆营业所。

2006年，包头市供水总公司根据所属阿尔丁净水厂、黄河净水厂国有资产已转让的

实际情况，成立青山营业所和青昆加压站，负责青山区的城市供水工作。

2010年，青山营业所职工总数238人，青昆加压站职工总数160人。

2006—2010年青山营业所经营情况表

表8-2-4         单位：万立方米

年份 工业售水量 居民售水量 全年售水量

2006 2795 1099 4005

2007 2835 1104 4162

2008 3088 1165 4454

2009 2631 1246 4397

2010 3222 1784 5006

注：含工业售水量、居民售水量和其他售水量。

民用燃气  包头市燃气有限公司前身为燃气热力筹备处，于1984年11月经市政府186

号文件批准成立，是包头市唯一一家管道燃气特许经营企业，承担着昆都仑区、青山

区、东河区、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原区等区域内的工业、民用、公建（洗浴、

餐饮等）的管道燃气输配、销售、检修、抢修任务及汽车加气服务。为青山区居民供应

人工煤气，兼营煤气管道设施安装及煤气表灶配件销售、煤气专用设施加工和维修。

 城市供热  包头市热力总公司是包头市城区集中供热的主干企业，下设10个基层单

位：阿东热源厂（2008年转为调峰备用）、青山热源厂、河西供热厂（提供热源），供

热一、二、三、四、五、六、七公司（供热、收费、维护检修、服务管理）。

包头市热力总公司负责以包头市第二热电厂为热源的科学路、团结大街沿线集中供

热工程建设。于1989年完成2900米的科学路、团结大街供热干线安装工程，与二电厂供

热公司管网相连，同时建成迎宾热力站1座，于当年底投产，实现供热面积3万平方米。

1991年10月，科学路、团结大街地段集中供热工程移交第二热电厂经营管理，供热面积

约22万平方米。1997年，为满足包头市震后重建家园的供热需求，市热力总公司建设青

山热源厂。根据市政府1997年第83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决定，将二电厂供热公司管辖的

康乐、迎宾等15座热力站及团结大街、科学路供热干线划拨给市热力总公司经营管理。

10月，青山热源厂两台29兆瓦热水锅炉投产供热，通过科学路、团结大街、民族东路干

线与阿东热源厂联网运行，到1998年冬天，青山热源厂实现供热能力200万平方米。2009

年，市热力总公司接管北重集团供热业务，接收北重福利区172万平方米供热面积，13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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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形成北方电力包头一电新、老厂、包头希望铝业电

厂、华电河西电厂多热源联网供热格局。

第四节　园林建设

1991—2010年，青山区“以创建包头特色园林城市为目标”的号召，先后实施了

“拆墙透绿、因路配绿、添景增绿、见缝插绿、留地造绿”以及万棵大树移植、庭院绿

化、大环境绿化、道路绿化和广场景点绿化等多项绿化美化工程。绿化结构也由建区初

期单一的植物品种和单调的绿化景观发展成为多品种、多层次、立体化的格局。呈现出

“绿色染青山，鲜花满鹿城”和“半城楼房半城绿”的花园般景象。

道路绿化从以往平坦开阔和小而全的植物配置手法，改成起伏适度的缓坡草坪绿

地，酷似草原自然地貌。植物配置讲究大视野、小区域，按同一种类及花季、花期差

异，有序搭配不同植物群落组成绿色景点，达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全年有景”的

绿化美化效果。

截至2010年，全区绿化覆盖率达37.43%，绿化面积达18.5平方公里，全区拥有9个公

园、19个广场、27处游园景点，是园林绿化水平较高的城区，连续8年被包头市人民政府

评为绿化模范区。青山区也是全市人工水化面积最大的城区，在已建劳动公园人工湖的

基础上，近年新建了太阳湖、天鹅湖和团结湖，水化面积达到21万平方米，接近国家级

园林城市标准。

一、公园、广场建设
1996年，包头市地震以后，园林绿化始终以广场绿化为重点，公园、道路绿化为基

础，景点绿化为点缀。1991—2010年，全区共建成、改造5个公园，19个广场。

（一）公园建设
1.迎宾公园  建成于1996年，位于青年路东段以北，东起幸福路，西至民族东路，北

至团结大街，原为城市总体规划绿地系统中的带状绿地，占地面积24.75公顷。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作为一般义务植树林地，但由于养护管理不善，虽多次造林却效果不佳。

直至20世纪80年代由园林处接管，绿化才有了起色。1996年，按照带状公园规划进行建

设，并对3、4号园进行景观改造，增设各类服务设施，为游客娱乐、健身、休憩提供方

便。公园植物配置合理，景观优美，生态良好，被誉为城市中的绿肺。

2.儿童公园  位于大连新型居住区北侧，北接建设路，占地面积12公顷，由大连新型

集团投资建设。2004年春，在此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在原有基础上新植各类树木3248

株。

3.体育休闲公园  位于赵家营村，总占地面积15.77公顷，于2002年9月开工，总投资

3000多万元，吸引外资1000多万元，其余全部为该村村民集体自筹资金建设。由大连物景

公司设计，是包头市首例以“体育”为主的休闲广场。

4.锦林公园  建成于2009年底，其前身为包头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第一苗圃，地处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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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北部，东临二机厂家属区，北靠新城乡，西南两侧分别与神华佳苑、锦林花园高层住

宅区相接。2007年，在包头市的统一规划下，将第一苗圃规划设计为以娱乐休闲为主题

的锦林公园，并于当年3月开工建设，经过一期建设和二期续建，于2009年10月竣工，园

内有凉亭、不锈钢景廊、仿木长廊、假山、人工湖、平桥、曲桥、临水平台、公厕等，

全园以植物造景为主，有植物43个品种38万余株，以硬化、水系、园林小品建筑为辅，

总占地面积41.02公顷，其中，绿化面积33.3万平方米，占总园面积的85.5%；硬化4.5万平

方米，占总面积的11.5%；人工湖1.2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3%。

随着锦林公园建设的不断完善，园内硬化面利用率达95%以上，有羽毛球场地、老年

舞剑场、太极拳晨练场等，2010年又新增健身器场，由包头市体育局捐赠健身器材52套共

13个品种，安装占地760余平方米，吸引大量游客，现每天入园流量约700人次。

5.劳动公园  始建于1958年，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园，位于钢铁大街和呼得木林大街

交汇处西北隅，园区面积54.29公顷，绿化面积占总面积的74.3%，园内有假山、人工湖和

各类游乐健身设施，是一处功能完善的综合性公园。

2005年，对园区道路、绿化景观、亮化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二）广场建设
1996年，中共包头市委、包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委、市政府）做出关于加强

城市生态建设和创建园林城市的决定，全市城市园林绿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广场

绿化逐步兴起。在广场建设中，注重广场规划设计，广泛征求专家和社会各界意见，坚

持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植物，并适当点缀建筑小品、主题雕塑作品、美化亮化设施和喷

泉等水景，广场成为展示文化、体现城市文明的生动载体，是城市环境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1.银河广场  位于钢铁大街北侧和民族东路交叉处，原为菜地，处于市内黄金地段，

于1998年建成，1999年进行二期工程建设，总面积9.35公顷，绿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5%以

上。广场的特点是：开阔、舒朗、生动，富有时代气息，突出绿色休闲的主题。

广场有三大亮点：观鹿、伴松、赏水。广场内驯养着60余只梅花鹿，“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它们与游人朝夕和谐相处，广场东端是一片松林，林下绿草间有小路，有

石几、石凳、棋盘桌。绿茵下，休憩的人影络绎不绝，是一处较好的人工植物群落。广

场的中心部位，是集音乐喷泉、水幕电影、激光表演系统“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人工综

合水景。音乐喷泉以“跨世纪的包头”为主题，通过“水叠云天步步高”的水势造型来

体现磅礴气势；通过池内无数个华尔兹矩阵水孔和水下七彩射灯，水型营造出五光十

色、千变万化的时代旋律。水幕电影系统，是将影片投映在与夜空融为一体的雾化水幕

上，景象显得缥缥缈缈，亦梦亦幻。激光表演系统是通过计算机，把色彩艳丽的激光束

射在水幕上，图形瞬息万变，画面营造出海市蜃楼般的仙境。三套系统在广场上空交替

演示，与广场上的各种艺术灯饰交相辉映，把夜空妆扮得十分迷人。 

2.幸福广场  位于迎宾公园东端，东临幸福路，南临青年路，占地面积1.1公顷，建成

于1999年，是一座独具欧式园林风格的休闲广场。

3.青春广场  位于莫尼路北侧，迎宾路东侧，占地面积1.4公顷，绿化面积占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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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999年建成。广场平面构图为依水流动的的造型，体现水的翻腾、流淌、飘逸和随

意的韵律。

4.鳄鱼湖广场  位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以下简称一机集团公司）门前、民主路与

厂前路交汇处，因人工湖形如鳄鱼而得名，由一机集团公司、市政府、区政府共同投资

兴建，2000年8月竣工，广场总占地面积6.21公顷，湖面3500平方米，假山占地约800平方

米，采取自然布局，适当点缀有体现一机特征的景物，如坦克等。

5.迎宾广场  位于文化路西端，青山宾馆南侧。广场占地8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7.7万平方米，硬化面积0.3万平方米，1997年建成投入使用，1999年又进行扩建，绿化西

侧69亩土地，是一处疏林草地式草原风情广场。

6.北方广场  位于青山路与哈达道交汇处西北角，占地面积8.98公顷，由原二机公园

改造而成。一期工程实施3.1万平方米，其中硬化面积7000余平方米，绿化面积23 000平方

米，水体面积980平方米，2000年8月竣工，投资200万元。广场的空间处理以大尺度开放

为显著特征，体现中心区宏伟、舒展的景观气势。

7.团结广场  位于团结大街南侧，西临迎宾道，东靠迎春道，总面积5.53公顷，其中

绿化面积4.2万平方米，硬化面积1.6万平方米，湖水面积2700平方米，2000年8月竣工。传

统的造园手法与现代审美情趣的完美结合，体现“天光云影映池塘，水清石出鱼可数”

的人与自然水乳相融的园林意境和步换景移的视觉效果。

8.四季广场  位于莫尼路与迎宾路交叉口西北方向，总面积7.6公顷，绿地面积占总面

积的80%，于2000年7月竣工，是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以乡土树种为主的绿化广

场，达到四季有景的效果。

9.音乐广场  位于文化路以北，林圃道西侧，与青宾小区和一苗圃相毗邻，占地面积

2.3公顷，2000年8月竣工，使用旱地彩色喷泉与欧式园林组件增添了广场的现代文化气

息。

10.乌素图广场  位于二〇二厂乌素图俱乐部四周，在原游园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改造

而成，占地总面积2.5公顷，于2001年10月建成。广场内建有两个叠水喷泉，花池和喷泉

均由棕红色文化石镶嵌，景石与花卉结合，点缀在广场之间，体现独特的艺术风格。

11.天鹅湖广场  位于厂前路与青山路、民主路与奔驰路之间，与鳄鱼湖广场及原一

机儿童乐园彼此相连，形成一个面积较大的绿地休闲空间，占地面积10.8公顷，其中人工

湖面积44 000平方米，假山6000平方米，鹿园385平方米，于2001年7月建成开放。

12.新跃广场  位于110国道北侧，二〇二厂培训楼前，占地1.336公顷，于2002年7月

底竣工，总投资90万元。广场内建成18米高雕塑一座，戏水池240平方米，园路、球场硬

化4008平方米，铺设上水管线263延长米，安装草坪灯、射灯、庭院灯30盏，植树334株，

种花种草9352平方米。

13.迎风雅憩广场  位于二〇二厂供电站东侧，占地0.61公顷，建成于2002年。

14.科技广场  位于二〇二厂区内，占地1.28公顷，建成于2003年。

15.太阳湖广场  位于奔驰路东侧，与天鹅湖广场相毗邻，占地面积11.7公顷，由一机

集团公司投资建设，于2003年6月动工，主要进行水池开挖、假山堆积、管线铺设及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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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2004年完成植物配置、增设园林景观设施等绿化美化工作。

16.阳光湿地广场  位于建设路以北、青东路以东，污水主干线以南，面积10.44公

顷。建成于2004年。由区政府采取BT方式（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

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进行投资建设，建有大型喷泉、湿地保护湖、栈桥等。其

中硬化面积32 214平方米，绿化面积49 083平方米，湖水面积26 000平方米。

17.北方兵器城广场  位于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重集团公司）前林

带赛音道与富强路之间，占地总面积11.7公顷。主要由北重集团公司筹资建设，是一处集

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与园林绿化、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绿化广场。该广场

以“兵器展示”为主题，以兵器作为建筑材料，构思奇巧，极富特色。于2004年8月23日

正式开放。2005年对兵器广场东侧进行二期工程建设，2006年11月北方兵器广场获得国家

“AAAA”级国家风景名胜区称号。

18.民主路广场  位于建设路和民主路交汇处，建成于2005年，占地面积2.28公顷，由

中心环岛和环绕周围的四块绿地组成，是横贯包头市东西百里长街的一个亮丽节点。

19.一机体育休闲广场  位于奔驰东路与厂前路交叉路口南侧，由一机集团公司投资

兴建，占地10公顷，建成于2007年。广场设计以“绿色、运动、休闲”为主题，充分发挥

广场空间的内在潜力，设置运动区，除球场外，还设置富于趣味的运动场地、兼具运动

按摩、健身等多种功能。整个工程运用环境艺术手段美化各种设施与园林小品，预计修

建12个网球场、16个篮球场，一个门球场，健身活动场地占2亩，绿化面积5000平方米。

工程分两期完成，一期工程投资600万元，于2007年6月开工，9月底交工。建成1个网球

场、1个篮球场、1个门球场，种花、种草3000平方米。

二、风景名胜区建设
（一）赛汗塔拉生态园
赛汗塔拉生态园又名成吉思汗草原生态园、赛罕塔拉公园。赛汗塔拉，为蒙古语，

意为美丽的草原，始建于2001年，位于青山区南侧、建设路南，总面积514.9公顷，其中

林地150公顷，草地380公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城中草原。

赛汗塔拉民族风情园是赛汗塔拉生态园的组成部分，绿草如茵，野花烂漫，一派草

原风光，是集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独具蒙古族风情格调的现代化草原旅游

点。

赛汗塔拉浩特，蕴含着极其浓厚的蒙古族餐饮、服饰、游乐、民族歌舞、草原婚

礼，礼仪接待等文化内涵。

赛汗塔拉生态园高大的敖包，神圣的玛尼宏（是蒙古牧民家中供奉的神物），简

而不俗的跑马场、射箭场、摔跤场、火台，及相邻相伴的牛、马、骆驼、羊、鹿，放牧

场，构成一个返朴归真、极具草原特色的景观。是都市草原的一方旅游胜地。

2001年，市委、市政府将该处列为包头市重点工程，经过10年来的自然恢复和保护

建设，园区生态状况发生巨大的变化，林草中时有野兔、山鸡及各种候鸟出没。草树相

映构成疏林草地景观。每当夏季来临，园区内水草丰美，鸟语花香，一眼望不到头的绿

色与蓝天白云相接，置身其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感觉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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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

（二）北方兵器城
北方兵器城位于青山区兵工大道，北重集团公司中央门南侧，分为东、中、西三个

区，占地18.06公顷。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

一期工程在中区，占地11.7万平方米，投资3500万元。其中绿化面积6.5万平方米，

城池水面2万平方米，硬化面积3.2万平方米。各种植物品种70多个，树木7000多株。广场

旱地喷泉、金则池、橡心岛、戏水池、金戈桥、长廊、棋盘广场等各自形成独特的园林

景观。

二期工程仍在中区，投资1500万元，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景区在原有的基础上新植

树2万多株，增加植物品种40多个，并改变以往利用草皮做植被的做法，种植大量的沙地

柏、马莲等耐旱植物，园林景观有仿古孔桥及外圆内方、直径3.6米、16多吨重的铸铜古

币、假山、凉亭和10 000延长米的弯弯曲曲的小溪旁的三十六计石刻图，以全新的视觉展

现在游人面前。

北方兵器城中区由4部分组成。

主广场：主广场占地面积5024平方米，主广场由不锈钢雕塑“飞”、文化柱和多种

变换形式的喷泉组成，雕塑高19.54米，“飞”标志着1954年建厂的北重集团公司，形似3

只天鹅正托起北重司徽直上云霄。三个H形的不锈钢立柱，寓意北重构建以“和”为基石

的企业接力。9根9米高的花岗岩文化柱表示包头市所辖的9个区旗县，传递着包头9种美

丽的传说。

兵器陈列区：兵器陈列区摆放着各类代表性武器30门，有苏制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火炮，有在建国10周年经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共和国第一炮”，有60年代的尖端武器多

次击落美国U—2飞机的红旗2号导弹及发射架，有西沙海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双“五七”功

勋炮，有建国50年大庆接受江泽民主席检阅的现代化装备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还有双

五七自行火炮，水陆两用坦克炮等。

八一广场：八一广场位于兵器城南部，硬化面积1.1万平方米，由兵器陈列区与道路

硬化形成“八、一”二字，故称八一广场。有可容纳50多人的国防教育影视厅，吴运铎

事迹展览中心，2009年又投资70多万元建起吴运铎雕塑——旗帜。北重退役的上游型蒸汽

机车2012年7月在兵器城落户，它经历风风雨雨，伴随北重一路成长，是北重集团公司不

断发展的见证。

休闲娱乐区：休闲娱乐区包括广场喷泉、金泽池、橡心岛、戏水池、金戈桥、长

廊、棋盘广场、新建儿童乐园等。兵器城的夜景十分迷人，城内装有炮管灯、风帆灯、

天鹅灯、椰子灯等12个品种1087盏灯，并有4000多米围栏串灯和湖岸蛇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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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乡镇建设

第一节　街道建设

2008年，包头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原属九原区兴胜镇的19个行政村约214平方

公里的土地划归青山区。青山区行政区划面积由2005年的56平方公里增加至280平方公

里。计划划入青山区县道3条36.91公里（西边墙—兴胜，包头—脑包沟，青大线）；乡道

12条，26.65公里；村道10条，7.89公里。总计从九原区划入青山区的公路里程为71.45公

里。

2008年九原区计划划分给青山区农村公路明细表

表8-3-1                                                                                                                  

级别　 序号 路线名称 公里

县道

1 西边墙—兴胜 3.81

2 包头—脑包沟 19.1

3 青大公路 14

合计 36.91

乡道

1 银海新村—110国道 2.09

2 省道211—二相公窑子 1.60

3 西兴线—兴胜窑子 1.87

4 宏庆德—后营子 5.88

5 王应基窑子—省道211 2.55

6 沙尔庆窑子—西兴线 2.1

7 王老大窑子—当铺窑子 3.1

8 青大线—永和窑子 0.45

9 青大线—笸箩铺窑子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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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序号 路线名称 公里

10 青大线—顶独龙贵窑子 1.75

11 宏庆德窑子—西兴线 1.12

12 110国道—羊山窑子 2.74

合计 26.65

村道

1 110国道—赵家店 0.27

2 金泉水泥制品厂—二海壕 0.44

银匠西—二海壕 1.21

3 银匠东—银匠西 0.41

4 银匠西—二海壕西 0.36

5 银匠东—二海壕 0.4

6 青大—兴胜窑子 1.24

7 东达沟—青大线 0.75

8 羊山窑子道 1.79

9 青大线—王老大 0.48

10 四道沙河—110国道 0.54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

一、青福镇
（一）经济建设
2001年，武银福窑子钢材市场从单一型市场向综合型转变，新建门脸房60间，共

1300多平方米。赵家营子在富强南路两侧修建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二层商业底店；在友谊

大街以北，富强路以东建成占地300亩的生态园；在原有综合贸易市场的基础上，由村委

会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自筹资金600万元，向南扩展37亩，建成大型综合贸

易市场。南壕村在富林路两侧，阿尔丁大街至富强路段，建成面积达1100平方米的商业

街；在富林路南，阿尔丁大街以东，建成占地面积100亩的综合市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引进小型企业。该村于2003年划归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沃土壕村委会以土地入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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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方式与投资商合作，发展蔬菜深加工，建成上沃土壕酱菜厂；在沼潭路以东，建成

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的封闭式农贸市场。该村于2003年划归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二）基础设施建设
1999年，赵家营子先后投资40万元引进灌溉节水设施。

2001年，昌福窑子与内蒙古自治区大型奶业集团——蒙牛公司合作，发展养牛业。

组织水利技术人员对全镇43眼机电井进行检修；在南壕修建放渗渠1000米，打井2眼，配

泵3台套；昌福村自筹资金6万元，打井2眼；上沃土壕打井2眼，更新机泵1台套。

2003年，镇环卫站与包头市幸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与各村居签订

《环境卫生管理责任状》，全年共清理垃圾9000多吨。对全镇公共场所、食品卫生网点

进行卫生防疫监督检查，发放卫生许可证81户，从业人员体检589人。

2004年，投资近1亿元，在富强南路与友谊大街交叉口东北角修建占地面积近300亩

的阳光生态休闲公园。

2005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清理生活、建筑垃圾12 000多吨，维修厕所24座，建标

准围墙1700米，雇佣保洁人员30多名，实行24小时保洁。

2006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镇化建设，整体拆迁昌福村，拆迁418户、

面积50多万平方米，拆出建设净地1500多亩，发放拆迁补偿款4亿多元。

2007年，昌福新村全部按城市规划标准要求建设多层公寓，并实行物业管理。6月，

昌福村安置楼住宅小区首期10栋518户村民喜迁新居，二期工程预计12月交付使用。

2008年，制定《青福镇2008—201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镇、村两级筹资

100多万元，出动车辆60台次，清运垃圾100多吨，粉刷墙体6万余平方米，亮化美化街景

4000余平方米，使辖区内的环境卫生焕然一新；同年，昌福新村以崭新的面貌成为包头

市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参观点。

2009年，昌福新村文化路商业街建成，引进盛武肥牛、万福海鲜餐饮企业，营业面

积6600平方米。

2010年，全面推进辖区6个村的社区化建设，计划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706亩，

建设银海新村社区，面积约60万平方米, 于9月开工建设村民安置房3万平方米、经济适用

房7万平方米。投资30亿元建设赵家店社区规划用地1400亩，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经

济适用房、村民安置房各8万平方米，已开工建设。用赵家营村18亩土地与昆都仑区前口

子置换75亩土地，完成青山区赵家营村屹林美食广场；完成赵家营村阳光体育休闲公园

基础设施维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并完成村电网改造。

二、兴胜镇
2008年，四道沙河投资160万元，新建600平方米村文化活动室。   

2009年，征用沙尔庆村、宏庆德村园区土地4600多亩，建成青山区装备制造园区道

路配套管网工程4条。

2010年，投资120万元，修建宏庆德村7条巷道水泥路1.7公里；投资80多万元，修建

沙尔庆村水泥路1公里、砂石路2条1.5公里；实施集中供水工程，投资22万元新建笸箩铺

村80吨蓄水池、输水管道2035米；投资42.9万元新建王应基村蓄水量100吨的水塔和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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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3000米；投资40万元改造沙尔庆村全长5050米的输水管网。成立卫生管理站，各村成

立环境卫生清理小组，由一名副村长或村委会委员任组长，配合区环卫局做好二级卫生

清理清运工作。

   

第三节　城乡统筹

2009年，编制完成《兴胜镇镇域规划》，初步提出“一镇四社区”（即一个四道沙

河中心集镇和赵家店、银海、宏庆德、后营子4个农村社区）的设想。

2010年8月底，编制完成《青山区城乡一体化发展2010—2015年发展规划》，规划

中明确“一镇四社区”建设。中心集镇围绕四道沙河村庄占地及部分空地，按照“整体

规划、分期开发”的方式，结合当铺村，向西和向东拟分为三期进行开发建设，主要集

中安置四道沙河村、当铺村、永和窑子村、顶独龙贵村、王老大村、羊山窑子村、笸箩

铺村村民。宏庆德社区主要整合兴胜镇北部沿山区域的宏庆德村、沙尔庆村、兴胜窑子

村、西边墙村、东达沟村等5个村庄，在京藏高速公路以南、兴西线以东、河槽以西三角

区域空地，建设集村民安置、商住开发、公共设施服务为一体的居住区。后营子社区位

于211省道兴胜镇王应基村西侧，主要安置后营子村、二相公村和王应基村村民。银海社

区选址于银匠窑子村、二海壕村部分区域，南起防洪渠、北至高速公路、东西以小河槽

为界，规划面积707亩，主要安置银匠窑子村、二海壕村、色气湾村村民以及包头装备制

造产业园区的工人。赵家店社区选址于北重集团西110国道两侧，规划面积1400亩，按照

“整村推进、分期开发”的方式，建设安置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安置赵家店村村

民和部分流动人口。对规划的中心集镇和4个农村社区按照规范标准建设进行详细规划，

规划覆盖率达到100%，中心集镇、银海社区项目已开工建设。截至2010年12月底，《农

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方案》、《自然村庄整合撤并方案》、《村卫生室规范化

建设方案》、《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方案》、《规划镇环境设施建设方案》、《乡镇基础

设施建设方案》等6项配套方案以召开讨论座谈会、汇报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向各

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并经研讨后按程序上报审批。

 

第四章　房地产管理

第一节　保障性住房

一、廉租住房
2004年，青山区开始实施廉租住房。廉租保障对象的确定实行“三级审核两榜公

示”原则，即街道办事处、青山区住房保障部门、包头市住房保障部门三级审核，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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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45天；街道办事处、青山区住房保障部门两榜公示，公示时限20天。公示可以通过

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形式进行，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布，最终确定符合

条件的保障对象要在包头市住房保障部门备案登记并建立档案。在申请实物配租的家庭

超出廉租住房套数、不能满足所有保障对象时，制定轮候制度，对申请家庭实行排队轮

候。

2004—2010年，累计向1023户廉租户发放廉租住房租金补贴695.2万元（从2004年开

始发放租金补贴）。

2008—2010年，建设廉租住房项目5个，分别为：北新街廉租房、青山路4号街坊廉

租房、左岸绿洲廉租房、北国风光A2区廉租房、四道沙河松石国际城廉租房，建筑面积

共计6.5万平方米，1281套，总投资约1.62亿元。其中，北新街、青山路4号街坊、左岸绿

洲、北国风光A2区、松石国际城廉租房已竣工，共1281套。

 2010年，实施2次，共为316户廉租家庭进行实物配租。由于房源充足，采取现场公

开抽取选房顺序号的方式进行，分配采取“租售并举”的政策，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

承租或低于成本价购买廉租住房。

二、经济适用住房
2007年，青山区开始建设经济适用住房（以下简称经适房）。2007—2010年，计划

建设经适房2200套，建筑面积约19.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约37亿元。

三、棚户区改造
2010年，开展棚户区改造工作。全年改造5733户，总投资12亿元。项目分别为一机

北新街、一机六合成、一机自由路6号街坊、昌福南社区等。

第二节　旧小区改造

对直管公房的维修维护是房管局重点工作之一。 2000年8月，拆除青云小区供暖锅炉

房，将10万平方米的住宅楼并入集中供热。2002年9月，拆除幸福路9号街坊锅炉房，将

0.98万平方米住宅楼并入集中供热。至此，青山区仅剩幸福南路1号街坊锅炉房没有并入

集中供热。

2001年，开始对旧住宅小区进行集中清理整治，整治内容包括拆除违建、改造菜市

场、兴建车棚、硬化人行道、修建主干道、小区绿化、封闭大门等。2002年，开展粉刷

楼体立面工作。2004年，启动“平改坡”工作。2007—2010年，改造供暖二次网总长度约

32.7公里。2010年，全区累计完成303万平方米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任务。

第三节　物业管理

2004年，房管中心成立包头市隆兴达物业管理公司，对全区直管公房进行维修、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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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管理

第一节　环境卫生

一、道路清扫与保洁
1991—1995年，区环卫局承担27万平方米的7条主干道、36万平方米的6条便道和

26万平方米的4条道路的清扫保洁任务，共有清扫保洁人员125人，基本达到了“五净五

无”（路面净、道牙净、花池净、便道净、收水口净；无垃圾污水、无堆积物、无碎石

瓦块、无纸屑塑料袋、无人畜粪便、无痰迹烟头）的标准。

1996年5月3日，包头市发生地震，由于防震棚摆设摊点增多，乱扔乱倒垃圾现象严

重，给环境卫生工作带来重重困难。面对灾情，成立抗震救灾小组，组织人员，出动清

运车辆、装载机对各处防震棚搭建点堆积的生活垃圾及卫生死角进行清理，昼夜清运拆

建危房的废土渣土3万余立方，保证全区环境的干净整洁，有效地防止震后疫病的发生。

1998年，本着公平、公开、优胜劣汰、竞争上岗的原则，将9条道路、2个市场，面

积92.8万平方米的清扫保洁工作向社会公开招标，打破旧的传统体制。

2001年，先后接收先锋道、富强路、万青路3个街道办事处的14条道路，加之新建扩

建道路7条，新增道路面积184 377平方米。负责67条道路、面积331万平方米的清扫保洁

任务。针对小街巷清扫保洁人员少、质量差、力度不够等问题，自筹资金雇用人员，在

全区各小街巷增设保洁人员150名，全局一线职工达到611人。同时，将文化路的道路清扫

工作逐渐向机械化作业过度，使青山区环境卫生质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2002年，开始实行标准化卫生清扫，在钢铁大街、文化路、幸福路等几条示范街严

格按照“五净六无”的标准实行清扫。

2003年，将防治“非典”和加强环境卫生工作结合在一起，对全区所有公厕、转运

站、环卫车辆、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及场所进行彻底消毒，做到每日消毒两次，对公厕等

特殊场所一日三次消毒，避免公共场所的交叉感染。在非常时期，动用装载机等大型设

备清理大连新型小区、光辉小区、青工路的堆积垃圾，协助各单位、街道办事处清理卫

生死角。对城乡结合部昌福窑子、青北路道口区等长年无人清理的多处卫生死角进行清

理。同年，加快了道路清扫保洁行业归口管理步伐，接收原由青山路、先锋道街道办事

处负责清扫保洁的互助道、厂前路、合成道等8条道路，全面实行行业归口管理。新增清

扫保洁人员50人。

2004年，接收少先路和劳动路的环卫工作，并按照包头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关于进行

道路承包试点工作的要求，在文化路、呼得木林大街、迎宾路实行道路承包，使周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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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2005年，接收青福镇环境卫生工作，对昌福窑子及青东路沿街两侧进行环境卫生整

治，使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观。

2006年，重点对道路环境卫生进行“扫保一体”化改革工作，在2005年试行的基础

上使道路“扫保一体”化改革成功实行，全面提高道路环境卫生质量。

2007年，接收乌素图地区环境卫生工作，清扫保洁面积扩大到345万平方米，全面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大力推行商铺底店“一店一桶”制，实施垃圾袋装化、容器

化，主动上门服务收集。通过购置多台清扫车实行机械化作业，全面提升全区道路机械

化清扫水平。

二、环卫设备设施
（一）环卫设备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区环卫局环卫机械设备从无到有，逐渐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现代化的管理水平。

1991—1994年，区环卫局的作业设备处于发展初期，有汽车33台、大型粪罐车3台、

洒水车1台、叉车2台、推土机1台、大客车1台、保洁车15辆。各类作业车辆仅能完成简单

的收集、拉运工作，作业中存在诸多弊端。

中共十四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结合工作实际提出“打基础、促三清、抓管理、

上等级”的指导思想，扩大环卫设备的更换购置计划，逐步淘汰20世纪80年代购入的钩

臂式清运车，更新为密闭化较高、拉运方式便捷的封盖式清运车。到1995年，有25台清运

车辆对全区垃圾收集点进行清运，有9台车辆进行旱厕、污水井的清掏清运工作。

2001年，环卫设备在发展期间更新换代，共有各类车辆76台，其中袋装压缩车、清

扫车、清洁车、摆臂式垃圾清运车等环卫专用车辆61台，装载机等大型机械4台。

“十一五”期间，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环卫设备设施的技术改造为重点，增加环

卫行业的科技含量，淘汰耗时长，效率低的清运车辆及部分设备，改用压缩处理方式清

运生活垃圾，新增大型压缩式垃圾箱，配备北方奔驰垃圾清运车、自带式压缩车和部分

摆臂吊式清运车。实现生活垃圾全密闭式清运，彻底解决生活垃圾清运途中抛洒产生的

二次污染。加大机械化清扫比重，配备了4台清扫车对辖区部分主干道进行清扫作业。淘

汰老旧的粪罐车，配备4台吸污车进行旱厕及污水井的清掏清运工作。

2007年，对14台作业车辆进行“油改气”，解决燃油费用不断上涨给垃圾清运带来

的工作压力。

2010年，环卫工具实现全部机械化。配备各类车辆65辆，其中8辆北方奔驰垃圾清运

车，1辆东风康明斯5立方压缩车和1辆北方重工12立方压缩车，4辆中联清扫车和4辆吸污

车，7辆摆臂吊和2辆单臂吊垃圾清运车，2辆小型扫路机，2辆专用垃圾收集车和3辆垃圾

收集板车，还配备了2辆供转运站使用的发电车，成工30型装载机1台及1辆铲雪车，其他

巡查督查专用车辆27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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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卫设施
1995年，通过集资的方式新建垃圾转运站7座，建筑总面积达697.81平方米；新建垃

圾转运站台10座，公厕4座，总面积269.4平方米；新建、翻新民厕旱厕11座，建筑面积

408.7平方米；共有公厕19座（水冲式9座、旱厕10座），民厕401座。

1996年地震后，新建垃圾转运站3座、垃圾转运站台7个，新建水冲公厕3座，改造民

厕10座。

1997—1998年，新建垃圾转运站4座，新建水冲公厕2座，改建旱厕2座，硬化垃圾台

5座。截至“九五”期末，共建设一类水冲公厕5座，二类水冲公厕10座、三类水冲公厕5

座、旱厕15座，基本满足主干道方便群众的目标。通过集资及政府拨款等方式建设34座

垃圾转运站，使垃圾收集容器化达到88.2%。

2001年，旱厕减少到175座，水冲公厕增加到79座，有垃圾转运站36座。

2002年，通过社会融资，协调一机集团公司等驻区企业的方式，新建水冲公厕3座、

垃圾转运站3座，改建垃圾转运站25座。

2004年，通过融资的方式新建水冲公厕1座，垃圾转运站1座。

2005年，迎来首次创建国家文明城市，为达到评选标准，新建、改建、改造高档

次、人性化无障碍水冲公厕34座，其中旱厕改为无障碍水冲公厕3座、旧水冲厕改为无

障碍水冲厕2座、旧水冲公厕改造1座、新建水冲式无障碍公厕13座、改建无障碍公厕15

座。新建转运站3座，改造旧转运站2座，并按照文明城市标准在19条主要道路新增果皮

箱900多个，在全区小街巷配备700个果皮箱，为青福镇新砌垃圾池40个，在各个街道办事

处新建渗水井60个，使全区环卫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得到根本改善。

2006—2007年，把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南区、昌福窑子、北新村等环卫基

础设施相对薄弱地区，为解决环卫设施整体滞后、规划不合理、环境卫生工作难度大的

问题，协调建设、规划单位，改造、新建转运站各2座、新建水冲公厕1座、在昌福窑子

新区新建一座高标准压缩式垃圾中转站，使青山区的日处理垃圾量达到300吨以上。

2008年，把工作重点放在垃圾压缩式转运站新建改建工作上，在二○二地区新建1座

日处理垃圾达200吨的压缩式垃圾转运站。根据全区垃圾转运站的分布情况，协调一机集

团公司、北重集团公司以及相关房地产开发单位，分两批次，采取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

的方式，投资1300余万元，完成民主路2号街坊、光辉小区2区、民主路8号街坊、迎宾小

区等14座旧垃圾转运站的压缩式改造任务，使垃圾压缩处理率达90%以上。垃圾转运站

的压缩式改造，标志着青山区生活垃圾基本实现压缩式密闭化的收集运输方式。对丰产

道、迎春道等路段上的3座公厕进行升级改造。

2009年，通过融资的方式购置垃圾压缩箱7个，将3座旧垃圾转运站改造为压缩式垃

圾转运站，在田城御庭小区和保利小区新建2座压缩式垃圾转运站，提高周边区域生活垃

圾的清运率。

2010年，在北新村新建一座压缩转运站。已完成22座新式压缩转运站新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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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青山区已率先在全市实现城区垃圾的压缩式、密闭化清运，提升环卫工作机械化

作业水平。在对2008年压缩式转运站改造合并的基础上，将剩余的旧转运站及已停用的

旧垃圾转运站进行改造，改建为环卫工人休息站或环卫作业工具存放室。同年，建立环

卫信息管理平台，为全局所有清运车辆安装GPS卫星定位监控系统。GPS卫星定位监控

系统的使用，改变以往环卫作业车辆依靠人工巡查的监控手段，实现垃圾清运信息化监

管，提升对环卫车辆指挥调度能力和环卫作业的工作效率及管理水平。同时，进行转运

站网络监控平台建设，对转运站作业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管理，提升转运站管理水平。率

先在 内蒙古自治区实现环卫设备信息化管理。

三、环卫管理
20世纪90年代初，区环卫局不仅负责道路环境卫生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清运、公

厕、垃圾转运站管理及民厕、旱厕的清掏、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及整体规划，还负责垃圾

处理场的垃圾填埋覆盖、无害化处理工作和部分道路两侧便道及小区内道路硬化工作，

管理工作点多面广。“九五”期间，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给环卫工作增加难度，各项管理

任务也有所加重。

2001年，承担着全区39万人口的垃圾清运、175座旱厕粪便污水的清掏清运工作，年

清运生活垃圾达15万吨，清掏清运污水粪便3万余吨。负责全区67条道路，面积331万平方

米的清扫保洁。同时还负责街坊小区、道路、商业网点、建筑工地以及全区79座水冲公

厕、36座垃圾转运站的市容环卫监督管理工作。为理顺职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制定岗

位职责，修订《清掏作业管理办法》、《道路清洁作业质量监察管理办法》、《生活垃

圾清运车作业管理办法》、《公厕管理办法》和《公厕卫生质量控制指标》。

2003年，在防治“非典”的严峻形势下，把防治“非典”和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对公厕、转运站等场所及环卫车辆、果皮箱等环卫设施每日消

毒，全面清理所有卫生死角。

2006年，积极推行“以厕养厕”管理模式，减轻财政负担。按照公厕承包合同的内

容，通过个人承包的方式管理公厕。

2009年，区政府投资70万元对20座自管公厕施行免费开放，并重新修订《公厕管理

办法》，有效缓解“上厕难”的问题。

2010年，负责东至三道沙河、西至民族东路、北至110国道、南至友谊大街的环境卫

生管理工作，包括77条道路及人行道的清扫保洁，作业面积达345万平方米，77座公厕的

日常管理及48座居民旱厕的清掏工作，25座转运站的常态化管理，村镇81处垃圾收集点的

生活垃圾清理清运。

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在包头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过程中，对环境卫生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照创卫工作各项标准，区环卫局提出环境卫生工作精细化、管理常态化的要求。首先，

以城乡结合部、城市出入口、小街巷，建筑工地为重点，严格按照“六无六净”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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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加大清扫保洁力度，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实行全天候保洁。垃圾清运方面，充

分利用已建成的信息化平台，科学管理、密闭作业，杜绝垃圾积存现象发生。努力克服

民厕清掏作业环境差、区域不集中等困难，切实加大清掏力度和频次，确保居民正常如

厕。其次，完善工作网络，进一步落实环卫监督机制。完善组长、协管、片长三级网

络，实施道路环境卫生网格化管理。细化考核办法和管理方案，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在

确保主干道环境卫生监管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全区小街巷、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的监

管。加强与办事处、镇，驻区、区属各单位的协调，强化“一店一桶”垃圾收集方式，

彻底改变沿街底店、商铺门前卫生状况差的现象。健全公厕、转运站管理规章制度，明

确环卫作业标准和服务规范，同时建立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树立环卫行业务实高效、

文明和谐的良好形象。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环卫工作标准。新建改建

8座压缩式转运站并购置20座移动公厕，改变融资公厕和自建公厕开放难，管理难的现

状，对10座融资公厕和单位自建公厕进行统一改造和管理，并对全区转运站和公厕进行

粉刷修饰、维修。同时，按照测评标准，将新购置的2100个果皮箱设置于全区各主次干

道，完善城区设施服务功能。狠抓道路机械化清扫工作，合理安排4台清扫车辆，积极

推行机械化清扫和人工清扫保洁相结合的作业模式，提升全区道路环境卫生水平，实现

部分道路机械化清扫。通过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全区群众营造一个更加干净、整洁、优

美、舒适的城区环境。

第二节　城市绿化

1991—2010年，青山区展开生态绿化建设，提升城市绿化水平，绿化覆盖率、绿化

美化水平一直位居全市各区旗县之首。

2001—2010年，全区市级绿化、美化达标单位共92个，其中环优单位43个，绿化标

兵单位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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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2005年园林绿化基本情况表

表8-5-2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全区绿化覆盖面积 17.34平方公里 17.49平方公里 18.24平方公里

公共绿地 3.68平方公里 3.80平方公里 4.76平方公里

道路绿地 0.99平方公里 1.00平方公里 1.69平方公里

单位附属绿地 1.57平方公里 1.66平方公里 1.69平方公里

居住区绿地 0.42平方公里 0.44平方公里 0.44平方公里

生产绿地 2.19平方公里 2.19平方公里 2.19平方公里

防护林地 4.69平方公里 4.66平方公里 4.35平方公里

风景绿地 3.79平方公里 3.79平方公里 3.79平方公里

人均公共绿地 9.43平方米/人 9.73平方米/人 12.20平方米/人

绿化覆盖率 33.28% 33.58% 35%

建成区绿地率 32.32% 32.83% 33.2%

 2007年青山区绿化普查汇总表

表8-5-3          单位：公顷               

公共绿地
单位附属

绿地

居住区

绿地

生产

绿地

防护

绿地

道路

绿地

风景

林地
合计

绿地面积 647.44 199.89 72.891 118.40 468.30 140.04 398.39 2045.35

绿化覆盖面积 647.44 233.49 72.95 118.40 468.30 157.40 398.39 2095.85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5.48平方米/人

绿地率 36.53%

绿化覆盖率 37.43%

2007年，按照《关于加快大青山南坡绿化 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态建设水平的决定》

（包府发〔2007〕94号）文件精神，青山区结合承担的具体任务，因地制宜，全面部

署，深入、细致地推进大青山南坡绿化工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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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调整前，青山区大青山南坡绿化工程位于京藏过境高速公路两侧，向北延伸至

乌拉山，共分两部分，即哈德门沟至大坝沟段和昆河至杨树沟段，总面积16 092亩。按照

市委、市政府关于绿化工程的总体要求，2008年，应完成绿化工程建设任务9655亩，完成

投资5000万元，实际完成绿化面积10 782亩，为当年工程总量的67%。2008年工程验收总

成活率达到92%以上。

2009年，区划调整后，工程项目区位于京藏过境高速公路三道沙河至民族东路高速

公路口段，向北延伸至乌拉山，建设总面积20 500亩，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绿化工程的

总体要求，2009年，应完成绿化工程建设任务14 100亩，实际完成量14 800亩，超额完成

700亩。其中，二老虎沟完成7600亩；王应基窑子完成3500亩；高速公路北侧80米景观绿

化完成1800亩；东达沟完成1000亩；废渣山、一机靶场完成900亩。工程验收总成活率达

到95%以上。

第三节　市容整治

一、城区管理
采取三项措施，大力整治城市“牛皮癣”。一是加大巡查力度，监控违章当事人，

责令其自行清理；二是对本地的非法办证广告号码与青山区公证处、移动公司、联通公

司协调进行停机处理；三是聘请专业公司清洗。治理整顿违章摊点、店外店、店外作

业。清理沿街灯箱广告、门前小广告、条幅，清洗橱窗广告。加强市场周边及学校周边

环境治理，努力保障市场和学校周边整洁有序。完成“门前三包”责任书与责任牌的签

定、发放工作，与个体户签定和发放责任书、责任牌，并加强了日常监管。

二、专项整治
（一）拆除违章建筑
2009年，成立农区监察大队，重点查处、管控农村集体土地私搭乱建和抢建抢种

行为。按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制止一起的原则，组织大型拆除行动对非法违章建筑

进行拆除；对色气湾村、二海壕村、昌福村、赵家营村、银匠窑子村、赵家店村、当铺

村、永和窑子村、西边墙村、二相公村、王老大村、羊山窑子村、笸萝铺村、顶独龙贵

村、四道沙河村、兴胜窑子村、宏庆德村、沙尔庆村、东达沟村、王应基村、后营子村

21个行政村在建、扩建、改建等违章建筑进行监控并及时制止。

2009—2010年，共查处拆除新建违法建筑276处，70 540.5平方米。组织大型集中强

拆行动34次，出动大型拆除机具29台班，执法车辆190台班，出动执法人员1000余人次。

拆除违法建设645处，330 268.2平方米、围墙27处，计1900米。

（二）专业市场管理
加强对烧烤扰民问题的治理。环保监察中队向各商户发放夜市烧烤管理标准，责令

用煤灶者改成燃气或电灶具，基本实行无烟化经营。对群众反映较为严重的店铺，在相

关职能部门的共同配合下，对其做出转产停业的处理。对节日市场，宣传促销活动严格

审批，合理设置并规范管理。加强早市、夜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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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2005—2010年，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期间，在“创卫纠违”工作中，对于城

市管理方面的难点、重点及突出问题，做到抓巩固、防回潮、促落实。

围绕市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开展对无照经营、烧烤占道、底店

店外加工作业及噪声扰民等问题的整治。共清理占道经营39 600余处、规范早夜市摊点

8650处、查处建筑工地噪音扰民600余起、查处烧烤占道5000余处。

“六乱（乱设置、乱张贴、乱吊挂、乱搭建、乱涂写、乱堆放）”现象得到有效控

制。通过增加城市管理巡逻频次，延伸监察管理范围（将城市周边道路、城乡结合部纳

入），取缔多年来影响市容的商户占道经营、占道摆放问题。整顿“六乱”现象17 000余

处、清理野广告389 000余条。

 配合市场主办单位管理民生市场，大力整治市场卫生和私搭乱建现象，拆除违章棚

亭570个，清理物料垃圾900余方。

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的落实和日常监管工作。及时查处、整治沿街底店违规占

道修车、洗车、污水横流、摆放灯箱牌匾及乱建坡道行为，查处乱泼乱倒1360起，清理

灯箱牌匾3867块，铲除私设坡道486处计1930延长米。

集中开展户外广告、店面标识专项整顿，提升街景品位。集中拆除文化路等7条主干

道违法广告375块；按标准指导商户统一设置新的店招牌匾，共拆除破损、不齐的问题店

招牌匾4521块；规范审核店招牌匾4135处。

加强对市政沟管工程、建筑工地围挡、园林绿化设施的监察管理，严查沿街底店擅

自装修、搭建门斗行为。有效控制马路“拉锁工程”。查处建筑工地无围挡及围挡不合

格740处，外立面违规装饰装修800余处；制止和拆除搭建门斗3607处；查处沿街遗撒案件

500余起。

第四节　行政执法

区执法分局管辖城区面积56平方公里，农区面积224平方公里，包括8个街道办事

处、2个镇（青福镇、兴胜镇）的21个行政村。主要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绿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包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包头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包头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包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包头市户

外广告设置管理暂行办法》、《包头市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进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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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质量

2003年，青山区二级以上良好天数146天。

2006年，青山区二级以上良好天数260天。

2007年，青山区二级以上良好天数267天，较上年增加7天。

2008年，青山区二级以上良好天数295天，较去年增加28天。

2009年，青山区二级以上良好天数303天，较去年增加8天。

2010年，青山区二级以上良好天数311天，较去年增加8天。

第二节　环境监测

青山区环保分局负责对当地污染负荷85%以内的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及医疗废水污染

等监测。

2003年，按照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要求，制定《质量手册》、《程序文件》、

《作业指导书》、《表格表识及编号》，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的检查和考核工

作。根据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统计，青山区二级良好天数146天。随着大气环境质量

的逐步改善二级良好天数逐年提高，到2010年，二级良好天数311天。

因包头地区的特殊环境，每年春季开展沙尘暴应急监测，做到沙尘暴随到随监测，

及时分析并在24小时内上报监测快报，以便了解沙尘气候对青山区的影响和具体变化情

况。

2009年，区环境监测站可开展44个检测项目，其中环境空气监测10项、水环境监测9

项、地表水监测8项、地下水监测8项、噪声监测4项、废气监测5项。

2010年，根据全市环境功能区划的调整，辖区内分布700米×700米的区域噪声昼夜

监测点位66个，交通噪声监测点位81个，功能区噪声24小时连续监测点位3个（即一类区1

个、二类区1个、三类区1个）。

2003—2010年，全区有降水监测国控点2个，做到逢雨雪必测，若连续降水超过24小

时，每24小时测一次。

2003—2010年，监测数据合格率达98%以上。编写《环境监测季报》、《环境监测半

年报》、《环境监测年报》、《青山区环境质量报告书》、《验收监测分析评价报告》

等专业监测分析报告，站内的监测能力和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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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环境治理

2007年，包头市给青山区下达2007年二氧化硫2000吨的减排目标，实际完成减排二

氧化硫3441吨；化学需氧量的减排目标任务为1700吨，实际完成减排化学需氧量1711.88

吨。同时，烟尘控制区、噪声达标区的建设以巩固为主，通过加强管理烟控区内排烟设

施烟尘黑度达标率达到95%以上。

2008年，减排二氧化硫355.78吨，完成区属减排二氧化硫170吨任务的209.3%。关停

包头第二热电厂10万千瓦机组、赛立特尔1台0.3万千瓦机组，另一台0.6万千瓦机组由于承

担着棉纺小区供暖任务，不具备拆除条件，暂未拆除。辖区内各电厂脱硫设施与主体同

步运行率达到100%。同年，晶牛停运一台生产线。一机、北重集团综合废水利用项目开

始前期准备。

2009年，减排二氧化硫660.1吨，完成全年目标的200%。关停包头第二热电厂10万千

瓦机组、晶牛微晶、晶牛浮法2条生产线、赛立特尔纺织有限公司1台0.3万千瓦机组、1台

0.6万千瓦机组和1台35吨锅炉。加强辖区内电厂运行管理，综合脱硫效率达到90%以上，

经与二电厂管理单位包头市环境监察支队核实，其脱硫设施与主体同步运行率达90%以

上。

2010年，减排二氧化硫2480吨，完成88台城区燃煤锅炉整治，并对110国道两侧区域

内违法排污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取缔非法排污企业3家。开展一机集团、北重集团油河与

二电厂至四道沙河段盖板工程施工工作。

第四节　环境监察

 一、企业监管 
 2006年，以国控企业和当年减排工程为重点，根据监察频次要求，对4家当地国控企

业每月进行1次监察，并做好检查记录，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建立国控重点污

染源企业信息档案，确保排污单位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二、信息档案 
2006—2010年，完善32家重点企业规范化整治情况信息档案。对全区重点企业污染

物排放口、监测点位及监测平台、污染物处理设施、排污口标志牌、企业环境管理档案

等进行详细梳理，进一步完善重点企业环境监管工作档案的整建。

三、排污审核与排污费征收 
排污审核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废气排放口数量、废水排放口数量、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名称、设计年产量）、生产工艺示意图、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固体废

物、污染治理设施、生产装置基本情况。

2006年，按照“全面申报、准确核定、足额征收”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务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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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范排污申报程序，开展排污费申报、核定及管理工作。严

格落实“收支两条线”的有关规定，确保排污费按时足额入库。加强排污费征收档案管

理，指定专人负责，对排污企业申报、变更数据做到及时、准确录入，建立一企一档，

对排污申报核定及排污费缴纳通知书按月进行整理归档。

四、危废管理
2006—2010年，对辖区内各排污单位进行排查，对3家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34家机

加单位、7家4S店、9家医院、2家石油存储公司、48家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和北郊污水处理

厂、富华羊绒衫厂等重点监管单位的环保审批验收手续执行情况、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

况，危险废物的存放和处置情况、射线装置管理情况及环境安全防范措施和设施进行严

格的现场监察。

五、污染整治 
2006—2010年，为进一步消除污染隐患，陆续开展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电镀、

重金属、畜禽养殖等重点行业的专项整治活动，全区环境监察系统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2 600余人次，检查污染源5500余次，环境违法排污现象得到遏制。

六、专项行动
（一）水环境专项治理
2006—2010年，进一步建立饮用水源保护长效机制，健全饮用水源事故应急预案，

加强饮用水突发污染事故应急演练，提高防御能力。开展水环境污染集中整治活动，全

面排查各河流流域、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新、扩、改建项目，凡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一律限期整改，从根本上解决威胁饮用水安全的环境污染隐患，确保重点河流水质达

标。加强对城区污水处理厂监管力度。北郊水质净化厂扩建工程已完成并投入运行，达

到污水深度处理7万吨/日的处理能力。有力推进流域改造工程进度。配合完成四道沙河河

道景观改造并网工程，认真排查四道沙河青山段两侧废水排放情况，及时关停再生纸生

产企业。加强环评审批工作力度，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从源头上控制企业的排污

行为。加大对涉水企业的监察力度，严厉查处废水直排入河的企业。加强对城区建筑泥

浆处置的源头管理。

（二）大气环境专项治理
2006年，建立健全查处扬尘污染行为转办及反馈制度。加大施工扬尘、道路扬尘污

染治理力度，全力推动各项扬尘防治措施的落实，用足用好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及政策，

严厉查处各类扬尘污染环境违法行为，达到“以查促治”的目的。

2007年，健全监督管理机制，确保空气质量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对每处建筑工地、

拆迁工地等易产生扬尘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施工工地内堆放的水泥、灰土、砂石等

物料是否遮盖、建筑工地周边围挡是否密闭、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是否及时清运，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2008年，重点对辖区110国道两侧区域内违法排污企业及餐饮业等进行清理整顿。截

至年底，已拆除87家饭店燃煤大灶257台、茶炉77台、土暖气87套，削减耗煤量3083吨，

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44.4吨，同时对16家违法排污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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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通过联合执法，对大青山南坡碎石厂、采砂厂、油毡破碎厂、沥青生产企

业、水源地周围排污水企业、反射炉锻造厂、造纸厂、“两高一资”行业企业、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等95家违法排污企业进行了专项整治，共下达一般行政处罚文书 61份，当

场处罚12家，累计落实罚款30万元。

2010年，对110国道两侧区域内违法排污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取缔非法排污企业3

家，不断改善北工业区环境质量。

七、应急建设
2006—2010年，为提高处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确保应急事件能够稳妥有序

处置，完善了硬件建设，购置应急防化服、现场监测仪器，配备应急车辆。在认真制定

完善《应急预案》的基础上，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做为每年必须开展的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不断提升指挥人员和参战人员的能力水平，增强协同作战应对复杂局面的

能力。督促重点排污企业针对特征污染物的特点和可能发生的污染事故类型，制定具体

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强的环境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提高环境应急处理能力。要求企

业对厂区内的各类储罐区、生产区和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围堰、事故应急池按有关要求进

行设置和维护，标识要规范全面。建立环境危险源排查档案，特别是监控预警制度、风

险防范措施等，以便有效防范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第五节　环保宣传

2006—2010年，每年“4·22世界地球日”、“6·5世界环境日”和“12·4全国

法制宣传日”，会同相关企事业单位共同举办大型环保知识宣传活动。如：在主要干道

悬挂永久性大型标语，在各重要区域张贴宣传画，出动宣传车重点宣传环保相关法律法

规，散发环保宣传单，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同时，在辖区内开展“绿

色社区”和“绿色学校”的创建活动。在《包头日报》、《包头晚报》、《北方新报》

等报刊上发表稿件、环保简讯、环保新闻。协助市环保局举办企事业单位厂长（经理）

环保法规学习班。

第六节　生态建设与保护

一、天保工程
2009年，青山区天然林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位于兴胜镇北与固阳县交界

段，南至二海壕，西至营火沟。总投资105万元，封育项目区面积1.6051万亩，有效封育

面积1.5万亩。2010年5月，建设任务全部完成。项目实施后，提高辖区项目区林草覆盖

率，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起到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的作用。

2010年，青山区天保工程封山育林项目区位于兴胜镇王老大窑子北山富家沟两侧，

总投资70万元，封育面积1万亩。2010年10月10日，开工建设。11月30日，围栏建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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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牌、标志碑、护林房及防火通道等建设已全部完工。

二、城郊结合部生态绿化工程
2009年，青山区城郊结合部生态绿化工程位于青大公路两侧、北郊防洪沟、210国道

北出口、当铺村千亩果园、四道沙河河道两侧及110国道等地，实施面积3550亩。2009年

冬，开始整地、挖坑，进行前期准备。2010年5月底，造林任务全部完成。

2010年，青山区城郊结合部生态绿化工程位于色气湾内道路两侧；沙尔庆村养殖小

区、银海新村公路两侧、新建园区道路两侧、211省道西侧等地段，实施面积1650亩。主

要采取工程造林及义务植树相结合的形式，调动村集体、造林大户等社会力量参与，造

林任务全部完成，有效扩展并保护了生态建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