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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为“美丽中国”镶上“绿色明珠”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伍意万

“肇庆是珠三角九市的‘小弟’，

但生态文明建设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我们坚信，始终坚持科学发展、

绿色发展，肇庆就能迅速缩小与珠

三角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实现‘弯

道超车’、后发跨越！”肇庆市委书记

徐萍华胸有成竹地告诉记者，肇庆

明确提出了今后城市发展的“四大

定位”，即珠三角科学发展实验区、

广东新型工业化基地、中国宜居文

化名城、国际知名旅游会展胜地，

“肇庆要做‘美丽中国’版图上的绿

色明珠”。

生态旅游催生“绿色明珠”

暖春的 4月，肇庆市星湖管理局一
连数日在七星岩景区红莲湖中种下 2
万多株荷花，致力营造“夏游”的秀美
景观。星湖七星岩是首批国家级５Ａ
级景区。据介绍，该局今年投入 50 多
万元引进 2 至 3 万株适应本地生长的
优质荷花品种，沿着湖岸栽种，中间留
着水道，既可观景，也可让市民和游客
泛舟湖面体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景致。

星湖管理局打造“夏游”秀美景观
正是肇庆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
肇 庆 市 长 郭 锋 告 诉 记 者 ，肇 庆 拥 有

“山、湖、城、江”的城市格局，北枕北
岭、南临西江、中拥星湖，整座城市被
包围在青山绿水之中，生态旅游资源
丰富，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67.9%，环
星湖绿道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绿道”。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
优势如何保护和开发利用？肇庆的回
答是：将生态旅游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保护和利用生态资
源，树立旅游发展、绿色消费理念，将生
态旅游打造成为肇庆推动绿色发展的
强有力引擎。“发展生态旅游是绿色发
展理念最直接的体现，一直以来我们都
把它视为推动‘美丽肇庆’建设、旅游业
和谐发展的重要抓手。”郭锋说。

肇庆制定实施了《肇庆市环境保护
规划纲要》、《肇庆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
设“十二五”规划》、《肇庆市主体功能区
规划（2011-2020年）》以及广东省地级

市首个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肇庆
市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2010-2020
年）》等制度，并印发实施了《进一步加强
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和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确保了生态环境
和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

同时，肇庆特别注重加强对生态
旅游的包装完善。1999 年 1 月，广东
省旅游局在鼎湖山启动“广东生态环
境旅游年”，揭开了广东省生态旅游的
序幕，肇庆市随即推出“鼎湖山品氧
游 ”。 2003 年 又 推 出“ 鼎 湖 山 洗 肺
游”、“鼎湖山生态减肥游”等生态产
品，“天然大氧吧—鼎湖山”成为生态
旅游经典景区。2003 年 9 月，肇庆又
开通了肇庆千里旅游走廊，经过多年
的打造，肇庆千里旅游走廊已发展成
为集生态游、文化游于一体的区域旅
游品牌，2006 年被广东省政府授予

“旅游创新奖”，2012 年共接待游客
2654.3万人次。

发展生态旅游既带动了肇庆经济
发展，又优化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据肇
庆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姚永强介绍，在

推动生态旅游大发展中，肇庆的自然保
护区不减反增，目前总面积达 264.9 万
亩，自然保护区覆盖率达11.96%。

“肇庆拥有许多有待开发的生态
旅游资源，例如鼎湖云顶生态区、肇庆
羚山、高要烂柯山、封开黑石顶、怀集大
稠顶、广宁螺壳山、四会奇石河等。”徐
萍华表示，对这些生态旅游资源，肇庆
市将采取“严格保护、完善规划、逐步开
发、重点推进”的发展策略，以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为依据，有条不紊、分门别类
地推进开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肇庆
的生态旅游网络将更为完善，生态旅游
将最终引领肇庆实现建成‘绿色明珠’
的绿色发展新突破。”

三旧改造擦亮“绿色明珠”

如果说发展生态旅游让肇庆的
“绿美”得以维持甚至扩展和优化，那
么作为肇庆低成本扩展和优化“绿美”
的重大举措，“三旧”改造无疑更擦亮
了“绿色明珠”。

肇庆龟顶山片区的巨变就是一个
最好的证明。两年前，由于面貌差、功
能混乱、环境复杂，该片区被肇庆市、
区、镇三级政府列入“三旧”改造的范
围，成为端州区近年打造的一个大型
城市经济项目，也是肇庆首个和广东
省最大的“三旧”改造试点项目。

“以前这里只有一些村屋、菜地、
鱼塘，外加几个冒着黑烟的化工厂和
钢铁厂。”住在龟顶山片区已有 25 年
的市民陈百星告诉记者，短短一年，
城西龟顶山片区脱胎换骨：70 多栋
近 13 万平方米的市直旧厂房和村属
旧厂房进行了拆迁，建起了雨污分流
的排水系统，完成了 400 亩西调洪湖
两岸大规模高密度的绿化工程，兴建
了 2 万多平方米的西调洪湖东、西广
场的市政广场建设⋯⋯“住了几十年
的 地 方 骤 然 间 变 得 这 么 漂 亮 和 发
达 ，我 们 觉 得 幸 福 呀!”陈 老 伯 笑 呵
呵地说。

以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为主
要内容的“三旧”改造，是广东省委、省政
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肇庆对此提出

了“一年初见成效，两年突破进展，三年
大为改观”的工作目标，借力“三旧”改造
建设“美丽肇庆、宜居肇庆”。

据介绍，肇庆市“三旧”改造地块
标图建库面积为 11.73 万亩，规划改造
面 积 为 11.93 万 亩 。 2010 年 1 月 至
2012 年 9 月，肇庆共启动“三旧”改造
项目 83 个，规划用地面积 13198 亩，累
计投入资金 116 亿元，其中已完成项
目 32 个，面积 1910 亩，投入资金 40.8
亿元，新增就业人口达 8000人。

郭锋表示，未来肇庆还将继续发
挥“三旧”改造“变新变美”的作用，不
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积极完善和推
进城市体系规划，围绕构建“大端州”、

“大肇庆”城市格局，把城东新区打造
为集商务、办公、文化、居住、旅游等功
能于一体的活力新城市中心。同时，
继续推进城区“东扩南连”，构筑“一江
两岸”城市发展格局，勾勒出城市天际
线，打造城市新名片。

如今俯瞰整个肇庆市，不论是刚
崛起的新区，还是改造过的旧城区，整
座古城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和美的魅
力。“三旧”改造正把肇庆这颗“绿色明
珠”越擦越亮。

“两化”跨越添彩“绿色明珠”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是把肇
庆建设成为‘绿色明珠’和成为代表珠
三角科学发展成果城市的重要载体和
保障，没有‘两化’的跨越发展，肇庆这
颗‘绿色明珠’将是‘光辉暗淡’。”徐萍
华认为，肇庆的发展潜力在于加快推进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建设，而推进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关键环节
在于肇庆高新区和肇庆新区的发展。

为此，“两区引领两化”战略被肇
庆列为未来 5 至 10 年科学发展的新方
向。该战略是基于城市减污增容的要
求上进行城市扩容提质的实践，旨在
进一步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两区引
领两化”发展战略，即以肇庆高新区引
领新型工业化、以肇庆新区引领新型
城市化，肇庆将通过高质高效发展，把

肇庆高新区打造成现代科技工业城，
辐射带动全市产业加快向技术含量
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
益好的方向发展，构建优势突出、布局
合理、集约高效的产业体系；通过高起
点高标准建设，把肇庆新区打造成为
低碳绿色理想城市，示范引领全市城
镇建设向绿色、智慧、包容、人本的模
式转变，构建现代化、组团式、生态型
的城市格局。

根据《广东肇庆新区发展总体规
划（2012-2030 年）》，肇庆新区将以
鼎湖区为主体，融合周边区域，规划
建设面积 115 平方公里、协调区面积
585 平方公里的以低碳绿色为主题的
转型升级示范城区。该区以山为屏、
以湖为核、以绿为廊、以江为带，规划
发挥山水生态资源优势，秉承现有生
态格局，采取低冲击开发模式，以建
设 现 代 山 水 田 园 城 市 为 目 标 ，构 建

“一轴两带三区”的总体空间格局。
“‘两区引领两化’战略与国家提

出的‘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
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是高度一致
的 ，是 对 绿 色 发 展 新 道 路 的 积 极 践
行。”徐萍华表示，有“两化”跨越作支
撑，建设成为“绿色明珠”和成为代表
珠三角科学发展成果城市的“肇庆梦”
一定能够成功实现。

据规划，今后 5 年，肇庆将投资
1810.9 亿元用于加速新型工业化和新
型城市化重大产业和城建等项目 104
项。到 2016 年，肇庆高新区将做大做
强金属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四大主导产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超 1500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超 21 万元，高新技术产值占园区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50%；肇庆高新区
建立起环保、休闲养生和文化创意 3个
核心功能型产业，实现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超 7 万元，城市化水平达到 45%，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5%；
全市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 5.8 万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达到 45%，高新技术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8%；全市城市
化水平达到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