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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端午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西岸休闲
风光带上欢声雷动，人声鼎沸。浏阳河上，数十艘龙舟你
追我赶；浏阳河岸，观赛市民的喝彩声此起彼伏。“没想到
一个老城区能把城市的生态与百姓的生活融合得这么
好，难怪我们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市民王先生一大早带
着家人从城南驾车过来。

王先生的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老城区如何
因地制宜做活生态经济的新文章，如何把老城区里有限
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的无限幸福感？这正是长沙市芙
蓉区委、区政府在经济转型时重点考虑的内容。

芙蓉区是长沙的老城区，11.2 公里的浏阳河有 8 公
里流经该区。“浏阳河弯过九道弯，最浓墨重彩的第九道
弯就落笔长沙市芙蓉区。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落于芙蓉区的
实际便是‘经济向高处走、生活向幸福行’。利用现有的
生态文化优势推动生态产业转型，将板块优势变成发展
优势，将滨水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流经的 8 公里浏阳河
两岸打造成生态产业和休闲经济聚集地，打造成浏阳河
最漂亮的一道弯。”长沙市芙蓉区委书记梁仲说。

浏阳河西岸休闲风光带由风光带、产业带以及连接
风光带和产业带的浏阳河景观大道三部分组成，精心打
造了浏阳河广场等四大广场、民俗园等八大园以及亲水
栈道、龙舟码头等特色景点，并设立了婚庆文化园、美食
街区、时尚街区、亲子街区四个部分。

“浏阳河西岸沿线将逐渐打造成集婚庆服务、娱乐休
闲、亲子主题为一体的新型服务产业带，浏阳河东岸片区
将用 3 年到 5 年，由‘城郊结合部’华丽转身为‘国际稻
都’。”梁仲说，“湖南是鱼米之乡，20 平方公里的浏阳河
东岸，汇集了 800 亩东湖湿地、袁隆平品牌、湖南农大等
大批生态文化资源和产业资源，区域内有科研院所 31
所，有袁隆平院士等一批专家学者，具有独特的农业、种
业科研资源，集聚了隆平高科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已形成了以隆平高科为代表的种业龙头，隆平高科技
园现代农业产业初具品牌效应。依托区域内现有的科研
优势、产业优势、基础优势在浏阳河东岸片区打造隆平新
区‘国际稻都’其时已至！”

下一步，浏阳河东岸将推进水稻博物馆和国际种业
交易中心、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馆两中心”核心项目建
设，打造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国际稻都”，擦亮大长沙
生态新名片。目前，“国际稻都”建设技术服务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种业技术交易平台已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在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大道挂牌启
动，“一馆两中心”规划已完成，并启动了立项工作。

发展路径确立后，浏阳河的功能布局也为之一新。
“今后的芙蓉区，浏阳河西岸将成为引爆经济内生力量的
聚焦高端区，浏水沿线将是提升城区价值的提质增效区，
东岸片区作为产城一体区，将承载起统筹城乡建设转型
的使命。”在梁仲看来，做活了浏阳河“滨水”文章，生态芙
蓉必将勃发出更多能量！

长沙市芙蓉区：

一道河水靓了一座城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谢 瑶

在上海久隆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厂房
一角，有个废弃不用了 3 个多月的锅炉房，
进门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烧煤味”，房内墙
面都是黑黑的，两个 2米多高的燃煤蒸汽锅
炉还“站”在那儿，后门外曾是一个煤堆场。

“这股味道以后再也闻不到了，现在
我们已用电锅炉了，这块地方腾出来了。”
久隆电力变压器修试分公司的陈佶带着
记者来到楼顶，电锅炉房就建在这，面积
小了许多，安全可靠性极高，洁净异常，污
染物零排放。

久隆电力的锅炉主要供 150 多名工人
洗澡和餐厅用，今年 3 月，全蓄热电锅炉替
代燃煤锅炉投入使用后，能源费用与去年
同期的燃煤费用相比节约 7719.28 元，同比
降低了 8.64%。

陈佶告诉记者，用谷电蓄热，充分利用
企业夜间不开工负荷较低（白天峰值 1280
千瓦，夜间小于 100 千瓦），全蓄热电锅炉

240 千瓦充分利用谷电，起到了移峰填谷
作用，改造后项目效益明显。

随着全蓄热电锅炉技术的发展，利用
电力峰谷差别电价的全蓄热电锅炉在上海
久隆电力等企业投入使用后取得了良好效
果。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原清海告诉记
者，目前，主要是在燃气管网没有铺设到的
地方以及对于主要用热水的用户，电锅炉
是一种替代选择。上海电力公司正在制定
方案，利用谷电优惠电价来推进电锅炉替
代燃煤锅炉，最近这个方案快出来了。

记者来到作为专业公司对上海久隆电
力项目实施工程总承包的上海电力能源服
务有限公司采访，总经理孙金华告诉记者，
上海市电力公司积极参与燃煤锅炉的清洁
能源替代工作，已经成立了电锅炉替代燃
煤锅炉领导小组，组织专业队伍，为改炉单
位提供方案设计，从设计、施工、售后服务
到运行维护、上门办理用电申请等提供一

条龙服务。同时，将采用倒逼机制，实施
“早改多补贴，晚改少补贴”，促使企业早日
完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燃煤锅炉清洁
能源替代工作是上海市政府“十二五”节能
减排的重点工作之一，按照“引导和倒逼相
结合”的原则，上海采取控制使用高污染燃
料等环保措施，采取严格的执法、监管措
施，并给予相应资金补贴，加快燃煤锅炉实
施清洁能源替代。

6 月 7 日，上海市经信委秘书长戎之勤
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小锅炉
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将作为近 3 年上海大气
污染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至 2015 年，上
海将基本完成剩余 2500 多台高污染燃煤
锅炉清洁能源替代或调整关停。目前相关
工作方案和工作任务已明确，上海市有关
部门将推动专业化能源服务企业与浦东、
金山、奉贤等重点区县进行对接，提供政策

支持和技术服务。
6 月 15 日，在 2013 上海节能宣传周开

幕式上，上海各区县、集团代表领取了锅炉
清洁能源替代责任书，上海“十二五”锅炉
清洁能源替代任务从原先划定的“无燃煤
区”、“基本无燃煤区”范围内 1300 台燃煤
锅炉增加到目前全市 2596台锅炉和 362台
工业窑炉。全部完成替代后，上海每年可
减少分散燃煤 300 万吨以上，减排二氧化
硫 3.6万吨、氮氧化物 2.1万吨。

原清海告诉记者，按照原工作计划，
“十二五”期间上海准备替代 1300台，2020
年前完成全部替代工作。最近，上海市领
导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在 2015 年完成全部
替代工作，上海下决心尽快用清洁能源替
代燃煤锅炉，对替代的燃煤锅炉每吨补贴
20 万到 30 万元，补贴力度很大，相当于给
企业送上一台锅炉，相信能为改善上海空
气质量作出较大贡献。

上海：治理燃煤污染快马加鞭
2015年将全部完成中小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
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神秘的
大海赋予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蕴藏着许多
美好的回忆与梦想。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锦州“世界海洋城
市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
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海洋可持续发展领域
中的重大热点问题，就实现城市与海洋的
和谐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

加大海洋生态保护

生命起源于海，文明发轫于海，现代经
济的发展更难以离开大海的支撑。“目前全
球约 61%的 GDP来自距海岸线 100公里以
内的沿海地区，约一半世界人口生活在沿
海地区，预计这一数字到 2050 年将上升至
3/4。海洋为沿海地区发展带来了机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水与海洋项目负责人哈
德森的一番话，引起与会者共鸣。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人类活动正在严
重威胁海洋环境。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不
断推进、沿海移民增加，经济发展对毗连海
岸和更广阔的海洋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海
洋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也成
为导致海洋生态系统衰退最严重的区域。

哈德森介绍，沿海城市未经处理的工
业和生活废水排放入海形成“缺氧区”，危害
生物多样性；管理不善的城市扩张削弱了沿
海自然栖息地风暴防护、养分保持的生态功
能；同时，沿海高密度的船舶交通亦造成石
油和其他化学污染。对此，与会代表们一致
认为，应该加大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尤其是
对珊瑚礁和红树林等海洋生物的保护。

“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执法部门重视。”
牙买加沿海城市蒙特哥贝市市长格林顿·
哈里斯忧心忡忡地表示，在关注沿海城市
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海洋、环境
和生态系统，“否则城市无法继续发展”。

“维护海洋生态健康，守护蓝色家园，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崇高使命。建设海洋强
国，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国要维
护海洋自然再生产，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
展，不断增强全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国
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表示。

沿海城市谋求可持续发展

只有健康的海洋，才有可持续利用的
空间。论坛结束后，来自澳大利亚、意大
利、牙买加等沿海城市的市政代表联合发
表《锦州宣言》，倡导世界海洋城市交流经
验，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沿海排放污染不断加重，传统的
末端收集处理模式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滨
海城市可以通过综合性海岸管理和海洋空
间规划、城市和环境的设计管理创新，实现
可持续发展。”哈德森建议。

过去，快速发展的工业和旅游业也曾
让意大利索伦托市的海洋生态急剧下降，
甚至该地区的水域一度不再适合游泳。为
保护海洋环境，索伦托市禁止在沿海建设
酒店和房屋，相继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并于

1981 年特别设立了康帕内拉海洋保护区，
其面积为 1500 英亩，可以保护大约 40 英
里的海岸线和前海一线。为了行使权利和
明确道德职责，2011 年，索伦托市又联合
邻市，签署了一项法规，规定谁有责任保护
所属区域的海洋和陆地景观。

“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多项措施，比如
保护海域的植物群、动物群及地质状况；管
控船只的准入、航行及停泊；规范专业垂钓
等活动；推动培训和科学研究的发展；开展
水下教学活动；加强对青少年保护海洋的教
育等。30 年后的今天，尽管被污染的土地
和海洋没有完全恢复，但已有较大改善。”意
大利索伦托市市长朱塞佩·斯丁格坦陈。

“我们不应该单纯地向海洋索取，还要
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辽宁省锦州市市
长刘凤海深有体会地说，随着辽宁沿海经
济带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锦州市深

刻意识到，只有科学开发利用海洋岸线资
源，才能使锦州这座滨海城市在与海洋相
互依存中实现永续发展。

近年来，根据国家和省批复的锦州沿
海地区和海域功能的规划，锦州市严格落
实各项海洋生态保护措施，对沿海区的项
目进行全面环境评价，努力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按照“低碳、绿色、生态”的原则，锦州
市科学规划沿海近 400 平方公里的经济
带，合理布局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国
外很多城市在保护海洋资源、海洋科技利
用、海洋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
们会认真‘取经’。”刘凤海表示。

关注海洋、保护海洋、善待海洋，进而探
索海洋、利用海洋、开发海洋，这是全世界所
有海洋城市必须承担的环境责任。令人欣
慰的是，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沿海城市已像
锦州一样加入海洋生态保护的行列。

让城市与海洋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沈 慧

本报讯 记者来洁报道：环境产业改革已进入技术
创新的时代。6 月 28 日至 29 日，2013(第七届)环境技术
论坛将在北京举办，将汇集高端前沿环保技术和技术发
展方向思考，助力产业升级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成功举
行六届之后，本届论坛从“水业技术论坛”升级为“环境技
术论坛”，将以“技术助力产业升级”为主题，通过技术市
场深度总论坛和市政污水与新水源、工业废水、固废处理
处置三大领域深度论坛，汇集三大领域 12 个热点 30 个
系统技术解决方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创新。

2013（第七届）环境技术论坛将办

当前绝大多数地级以上城市都把“生
态城市”作为建设目标，但生态城市究竟该
如何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 6 月 20 日发布的生态
城市绿皮书《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

（2013）》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是处理
好人与环境的关系，关键是转变人们的价
值观念，着眼点是转变生产方式，改变生活
方式，建设宜居、宜业、宜发展的绿色城市。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家陆
大道看来，当前许多地方的生态城市建设
走入了误区。“生态城市不是种树种草搞绿
化。着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探索绿色发
展道路才应是生态城市建设的真义。”

《报告》坚持普遍性要求与特色发展相
结合的原则，用“核心指标+扩展指标”建立
动态评价模型，评选出生态城市健康发展
100 强，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深圳市、
广州市、上海市、北京市、南京市、珠海市、

厦门市、杭州市、东莞市、沈阳市。
“健康指数靠前的城市从整体看已经

走在全国前列，但空气质量、水质等重点单
项指标却仍不达标。”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
院副院长刘举科提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
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以个人和局部利益损
害生态环境问题还未根本扭转，生产生活
园区建设还需规范，城市内外自然带、农业
带和人文带建设未能和谐发展等。

具体来看，汽车快速发展正给生态城
市建设带来困扰。各大中城市的汽车拥有
量正在快速增长，《报告》认为应该抓住调
控的主动权和治理的最佳时机，妥善处理
汽车引发的城市问题：按照“就近原则”合
理规划城市，控制城市规模，建设紧凑型城
市；按照步行、自行车、铁路、轨道、公共交
通、小轿车和卡车的优先顺序，发展城市的
绿色交通体系；大力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发展智能交通系统。

并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当前生
态城市建设的软肋。去年7月21日，北京遭
遇特大水涝自然灾害。住建部对全国351个
城市的调研显示，在2008至2010年3年间，
62%的城市都发生过内涝事件。《报告》认为，
这充分暴露了我国城市非理性扩张的现象普
遍存在，以及“先地上、后地下”的城镇化扩张
模式。城市人居环境包括自然系统、人类系
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生态城
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建立起科学、
便捷、安全、合理的符合生态规律的基础设
施支撑系统。

《报告》同时提出，目前，中国对生态城
市发展战略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
平。很多生态城市提出的发展战略基本雷
同、没有特色。如不少生态城市都提出要大
力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
高新技术，其结果只能是重复建设，造成资源
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一些城市的发展战略

没有充分体现生态和环境优先的原则。
规划同样是个问题。生态城市规划是

一种以生态为导向的整体规划，旨在建立
合理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体系。《报告》认
为，目前，我国生态城市建设规划与生态城
市建设的保障措施明显缺乏。实践中，中
国大中城市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
软件园、旅游度假村等独立规划的现象，给
城市的健康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中国城镇化率 2011 年已经达到并超
过 50%，城镇化正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应
当探索环保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
景源认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
展差异巨大、自然生态禀赋也各不相同，生
态城市建设应当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毋庸置疑，生态城市建设仍然“在路
上”，且任重而道远。

在关注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意保护海洋、环境和生

态系统。锦州世博园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低碳、绿色、生态”的原则。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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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锦州世博园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低碳、绿色、生态”的原则。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本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日前，以“为了梦想的家
园”为主题的第四届“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影像展在
京开幕，这也是我国首个“全国低碳日”系列活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影像展把推进低碳
发展与实现“中国梦”有机地结合，展示全社会推动低碳
发展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有利于广泛地动员各方面的
力量，积极参与节能低碳行动，共建绿色梦想家园。据了
解，“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公益影像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三
届，本次活动共征集近 200幅照片，在北京核心区王府井
步行街道路两侧向公众开放，为期两周。预计有 200 万
人次观展，领略镜头下的低碳故事和鲜活人物，了解中国
的环境现状和中国各界为低碳发展和绿色生活所作的不
懈努力。

第四届“低碳发展·绿色生活”影展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6月20日发布的《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3）》显示——

生态城市建设仍“在路上”
本报记者 鲍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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