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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业齐驱动 抢占发展制高点
——南昌市西湖区开创建设“经济强区、文化大区、幸福城区”新局面

2012年 11月下旬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思
想，华丽转身”大讨论在西湖区全区范围内开展。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南昌市西湖区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转
化为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方法，转化为推动工作、加
快西湖发展的新理念、新部署、新举措，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发展成果。

思想得到了解放，老城区华丽转身在即。2012
年，预计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15.11 亿元，同比增
长 12%；财政总收入 51.65 亿元，同比增长 16.3%；地
方财政收入 9.79 亿元，同比增长 20.6%；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34.16 亿元，增长 14%⋯⋯今年以来，西湖
区优势产业齐头并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全
市争先进位的发展进程中，西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连续 12 年排名全省各县区首位，GDP、财政总收
入、地方财政收入、财政贡献率、实际利用外资、内
资、海关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以“项目建设”来拉动，不断增强发展动力

近年来，西湖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产
业，占领发展制高点，为建设全省乃至中部城区“经
济强区、文化大区、幸福城区”筑牢物质基础。

西湖区今年推进“重大项目聚焦年”活动，新批
外商投资项目 13 个，引进世界 500 强、国内 200 强企
业近 60 家，签约重大项目 21 个，签约金额 57.22 亿
元；全区 116 个总投资 565.2 亿元的重大重点项目竣
工、开工率达到 70%。其中，投资总额达 14 亿元的华
夏银行等 10个项目已竣工投产。

目前，西湖区已初步形成环“八一广场”及“八
一大道”楼宇群的“81”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群。全区
商业网点、大商场、大市场、市级商业街、批发零售
业、餐饮业、物流业数量均列全省首位，全省商贸大
区地位日益稳固。全区商务楼宇已增至 56 栋，总面积
148 万平方米，新增楼宇企业 386 户，西门子江西分公
司等一批总部企业纷纷抢滩，其中总投资 19 亿元的天
虹华中总部顺利落户，西湖区沿江总部经济带已列为
全市重要发展战略。

以“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为目标，不断增亮环境面貌

云 飞 路 第 一 学 校 正 式 投 入 使 用 ， 朝 阳 洲 消 防
站、西湖区社区福利院正在施工，云飞路景观渠、
南桃花河景观渠等 7 条水系工程加紧改造。老城区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总投资超 2 亿元、总长度超 30

公里的站前路、孺子路等 39 条道路综合改造全面完
成；完成丽华购物广场等 6 处停车场改造建设，新
增近 300 个停车泊位。大力实施园林绿化景观提升
工程，新建 14 处“拆迁还绿”绿化点，全区绿化面
积达到 1116.9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到 37.1%，基本
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累计投入近 5000 万元，对
5 条道路、88 处节点建筑实施街景打造，对 300 余
栋建筑物实施 LED 景观亮化，营造了流光溢彩的西
湖夜景⋯⋯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房屋征收。西湖区房屋
征收总任务达 215.48 万平方米，涉及被征收户 9180
户，已完成 172.6 万平方米 8365 户任务，征收总量及
完成量均占全市各县区首位。针对区情实际，西湖区
坚持“群众工作法、不与民争利、阳光拆迁”三项原
则，顺利推进轨道交通 1 号线、南昌商贸博览中心等 5
个项目房屋征收工作。其中轨道交通 1 号线房屋征收
任务在全市率先按时全面完成，实现了上门入户率、
政策宣传率、情况掌握率、问题解答率、群众满意
率、征收签约率六个“百分百”。

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西湖区狠抓
城市环境长效管理，依托“数字城管”与“啄木鸟行
动”两大平台，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投入
5000 万元，率先在全市对 30 个社区环境进行综合整
治；投入近百万元对全区 75 座公厕进行综合改造，对
居民密集区的 37 座公厕实行 24 小时免费开放；投入
90 万元购置 5 台环卫新能源车，道路清扫机机械率达
40%。加大赣江河道采砂整治力度，取缔违规砂场 16
家。火车站、老福山、八一广场、八一馆及万寿宫、

洪城商圈、抚河公园 6 个重点难点区域强化长效管
理，凸显整治成效。

以“群众工作恋爱法”为指引，不断增进社会和谐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今年，
西湖区全年投入民生事业资金 1.96 亿元，深入推进为
民办实事工程、民生工程，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
提高。

西湖区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率先实行了尿毒症免费血透直补，在全市率先实
现异地领取养老金零手续费。开展居民大病医疗救
助，累计救助 5122 人次 507.15 万元；发放最低生活保
障金 3552.69 万元，覆盖 6091 户 1.26 万人困难群众；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 1.2 万人，发放小额贷款 3253 万
元；保障性住房稳步实施，建设总量达 5868 套，建筑
面积 32.13 万平方米，建设规模为全市各县 （区）
之首。

西湖区坚持“民情夜访”、“区领导公开接访”长
效机制，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公开接待上访群众 156
批 984 人次，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期间“三个不发生、
一个零登记”目标。着力创建平安西湖，打响提升公
众安全感攻坚战，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投入
1000 万元组建 600 人辅警队伍，群防群治力度加大；
深入实施“防火墙‘五千五万’工程”，消防安全实现
火灾起数、人员伤、亡数据“三下降”。坚持优先发展
教育，义务教育全免费，共免除 1654.4 万元。积极创
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立慢性病动态监测
管理系统，社会各项事业全面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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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汉阳江滩公园投入约10亿元，分别
建成生态湿地区、原生态水杉林区、生态广
场区、运动休闲区，为汉阳城区新一轮城市
化建设提供美丽背景。

此前，江北汉口、江南武昌江滩，形成
纵深29.23公里、340万平方米绿色空间，引
来一拨拨游客慕名参观。

江滩公园是武汉治水与城建相融合的创
新，是国家行洪综合整治新尝试，完工后将
成为“百里公园”。

今日三镇水建设，突出修复，消除 100
多年来工业化带来的水污染。

岁末，武汉开发区宣布，启动区内 20
个湖泊连通治理工程。武汉东湖是我国最大
城中湖。“20 湖泊连通”，水面达 35 平方公

里，比东湖多出 2 平方公里，游船线路 47
公里。

配合“湖泊连通”，北太子湖半岛投资亿
元，建起华中最大花木林，四季见花。

去年 9 月底，东湖与沙湖两湖相连，楚
河汉街借势兴建。新挖的楚河全长 2.2 公里，
滨河绿树成荫、步移景换。汉街集合 200 多
个国内外一流商家，购物、餐饮、文化、休
闲、娱乐一应俱全。

楚河汉街是武汉“以水治水、引江入
湖”工程子项目，总工程涉及四大水网：大
东湖 6湖连通、汉阳 6湖连通、金银湖 7湖连
通、开发区20湖连通。

这几年，武汉先治理，再建设，建成金
银湖、东湖两个国家湿地公园，6个湿地自然

保护区，22个湖泊公园，日接纳市民休闲约
20万人次。

东湖曾有上百个污水直排口，经数年整
治，污水直排历史将在明年结束。

未来 5 年，武汉新建 1035 公里排水管
网，改建、扩建一批污水处理厂，实现三镇
湖泊不再纳污。

解放公园建起人工湿地循环系统，水生
植物沉淀、吸附、过滤、吸收和降解有害物
质，湖水达到可游泳标准。湿地中大量浮
水、挺水、沉水植物多姿多彩。

先行先试，武汉护湖法制与政策走在全
国前列。2002年，武汉出台国内第一部湖泊
综 合 管 理 的 地 方 法 规 《湖 泊 保 护 条 例》。
2005年，武汉选入全国首批水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试点城市。今年 5 月，武汉通过中心
城区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定：“蓝线”即
水域控制线、“绿线”即绿化控制线、“灰
线”即建筑控制线，以及环湖路，形成四重
湖泊防护网。

水治理牵动生产方式转变。武汉青山区
重化工集聚，近年环境改善，空气质量优良
率上升，优良天数接近 300 天。区发改委
称，这是青山作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带来的
变化。以往为工业废渣填埋的湖泊，依靠循
环经济重新露出水面，改造成公园。

武汉水务局负责人左绍斌说，武汉水生
态建设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离党的十八大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离城市得水而优的潜力
要求，还有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武汉水生态建设开新篇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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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补助标准逐年提高

虎门港年吞吐量破百万标箱

本 报 讯 记 者 单 保 江 、 通 讯 员 崔 宏

廖峰报道：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为老区企
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截至 11 月底，累
计为企业完成国际结算 11.5 亿美元，市场
份额位居同业前列。同时，该行积极推进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实现跨境人民
币结算业务 1.89 亿元，在全市股份制银行
中居第一位。

浦发行临沂分行服务老区企业

简 讯简 讯

青海综合治理

湟水流域环境

水质达国家标准

本报虎门12月27日电 记者庞彩霞

报道：虎门港集装箱年吞吐量今天突破100
万标箱，是 2011 年的 6.26 倍，集装箱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446%。

近年来，虎门港集团有限公司重点发
展虎门港集装箱业务，开辟了 21 条内贸集
装箱班轮航线，内贸集装箱航线覆盖环渤
海、长三角等东南沿海城市。 本版编辑 陈 艳

本报讯 记者雷婷报道：经过 5 年
多的不懈治理，黄河上游最大一级支流
湟水，水质已由 2007 年的重度污染转化
为全流域水质达到国家标准。

湟水主干流发源于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海晏县，流经青海省会西宁市等
9 个县、市，全长 374 公里，其中青海境
内为 349 公里，流域面积达 1.6 万平方
公里。

长期以来，湟水作为沿线城镇生活
污水、工业废水以及农村面源污染的受
纳水体，水资源利用率超过 60%，化学
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远
大于河流的环境容量，导致湟水河流域
水质一度呈现重度污染。

为 了 治 理 湟 水 污 染 ， 青 海 省 西 宁
市、海北州海东地区等相关地方成立了
专门的污染治理工作机构。自 2009 年以
来，青海省及沿线各级政府和重点企业
先后投入直接治污资金 17 亿元，淘汰落
后产能 500.5 万吨，新建投运了 12 座污
水处理厂，在沿线 391 个村庄实现了生
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设备的全覆盖，并
关停了非法采洗砂石料场 305 家。

东旭集团建无极灯生产基地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 钟华林报道：随着
东旭集团在成都建设的年产百万套无极灯生
产线的投入运行，该集团高、低频无极灯生产
线已达6条，年产无极灯200万套。

东旭集团设计制造无极灯融合光、电、磁等
先进技术于一身，拥有17项专利技术。作为国
内第四代绿色节能新光源，无极灯采用电磁感
应耦合方式激励发光，直接由电能转化成光能。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从重庆市江北区建委
获悉：该区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内的锦嘉国际大
厦和力帆中心两个公建项目日前通过了美国绿
色建筑 LEED 认证。同时，重庆市发改委批复
同意将江北区 CBD 区域作为江水源集中供冷供
热示范区，有力推动了江北区绿色建筑的大规
模应用。

近年来，江北区建委把培育绿色建筑作为
转变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瞄
准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环保等重点内
容，通过深入调研、宣传引导、培训服务和市
区联动等方式，把绿色建筑理念贯穿在城市建
设的全过程。目前该区获得标识的绿色建筑面
积 达 到 49 万 平 方 米 ， 涵 盖 了 住 宅 、 办 公 建
筑、商业建筑设施。江北区建委副主任周艳春
告诉记者，今后，该委还将出台绿色建筑推广
实施方案，做好绿色建筑后期运营相关数据的
收集工作，将绿色节能打造成为江北区一张城
市名片。

本报兰州12月27日电 记者李琛奇 孟飞

从今天召开的 2012 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为民兴办
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
中央先期下达的 20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已全部竣
工，剩余 5 万户为中央近期下达的追加任务，各
地正在分解落实。

据了解，今年中央下达甘肃省农村危房改
造 计 划 25 万 户 ， 包 含 建 筑 节 能 示 范 户 3.6 万
户，下达补助资金 19.65 万户。补助标准为户
均 7500 元，建筑节能示范户再增加 2500 元。
甘肃省级财政配套补助资金为 7.8 亿元，补助户
均标准为 3000 元，农村残疾人家庭户均再增加
3000 元。

截至目前，甘肃省累计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86.3万户，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各级政府累计发
放补助资金 74.07 亿元，全省农村人居环境、困
难群众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河南驻马店市新蔡

县关津乡高湾村，草莓

种植户高亮民在草莓大

棚内放养蜜蜂授粉,既

简单又生态，还能提高

授粉率,从源头上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他家

种植的 2.3 亩草莓过了

元旦就可以上市。

图为高亮民观察蜜

蜂生长情况。

本 报 记 者 王 伟

通讯员赵学风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