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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城如人，贵有品。”黄楚平认为，
一座城市应该是一件“凝固的艺术精
品”，要努力追求富有特色的城市品位
和个性。宜昌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刘晓
华告诉记者，2009 年至今，宜昌城市
总规划一直没变过的就是“山环水绕
多组团、天然图画新宜昌”的理念。

近年来，城东生态新区、江南生态
新区等“4 大生态新区”建设日新月
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山体和原
生树木。在夷陵区，小溪塔高新技术
产业园成为开发热土，一个两难选择
摆在决策者面前。

选择一：挖走山体，可以腾出大片
平地，换来数以亿计的土地收益。选
择二：保护山体植被，减少使用面积。

“最终，我们一期征地 8000 多亩，但
其中 3000 多亩征而不用，保留了山

体 和 绿 色 ，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买 了
单’。”夷陵东城发展新区党工委办公
室主任饶日菊这样说。

庙嘴长江大桥动工之际，为给长
江珍稀鱼类让路，特意选用“一跨过
江”的建筑样式。而今，不仅中华鲟，
几近绝迹的“水中大熊猫”——江豚也
偶有露面。

“户外 500 米，必然有绿地。”在宜
昌街头，城区街道全部绿化，条条绿相
似，路路树不同。全城 160 个城市公
园和公共绿地全部免费开放，“城市之
肺”让人们自由地呼吸清新空气，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 13.94平方米。

宜昌市还着力加强低碳文化的
传播普及，开展节能减碳全民行动，
提倡“减碳饮食”、“低碳着装”，引导
市民崇尚节约、反对浪费、合理消费、

适度消费，促进人们日常生活的衣、
食、住、行、用等方面从传统的高碳模
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居民对环境的
满意度连续 3 年保持在 85％以上。
记者走访滨江公园，询问晨练的老年
人生活质量如何，大家纷纷表示满
意。“我们夏天在这儿跳舞既锻炼了
身体、结识了朋友、陶冶了情操，也少
用空调、电扇，省了电。”家住附近的
陈大妈说。

走在宜昌街头，树影婆娑，车流如
水。道路管线全部埋入共同沟，滨江
公园沿线的路灯全部换成节能灯，新
型墙体保温材料开始推广，太阳能和
地源热等再生能源进入实际应用。一
个个看似毫不起眼的细节，都在点点
滴滴诠释着宜昌绿色发展之路正渐入
佳境。

湖北宜昌:

坚持绿色发展 建设宜居之城
本报记者 林跃然 魏劲松

“金色三峡、银色大坝、绿色宜
昌”。宜昌向世人展示自己绚丽色彩
的同时，并未忘记曾经的窘境：三面
环山的地形和以重化工为特征的工
业格局，使宜昌城区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只有 240 多天。同时，库区、
坝区、山区，全市大部分地区属于国
家限制开发区域，只有沿江少数地方
可以重点开发。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既要‘齐步跑’，又要环境好。”宜昌的
决策者定睛于绿色发展的魂魄——
人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和谐。

作为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宜
昌市产业发展已由“电力独大”变为

“多元支撑”，重点发展化工、食品饮
料、装备制造、新材料、文化旅游、现
代物流 6 个“千亿产业”，文化旅游和

现代物流作为现代服务业在转型中
异军突起。在规划上，宜昌依托“黄
金水道”，引导产业、项目、生产要素
向沿江集中，集群集约发展，打造“沿
江万亿经济走廊”。

“产业布局由分散转变为集中、
集约、集聚；招商引资由捡到篮子
就是菜、饥不择食的状态，转变为
只 引 进 附 加 值 高 、 规 模 大 、 效 益
好、污染少的企业；发展模式由小
而全转变为专业化、社会化、规模
化；资源利用由粗放型转变为综合

循环利用型；发展动力由拼资源、
让利税转变为自主创新⋯⋯”宜昌
市市长马旭明用“几个转变”诠释
了宜昌市的“绿色”转型路径。

实现绿色发展，意味着绝不能穿
着可持续发展的新鞋，去走先污染后
治理的老路。被称为宜昌“城市后花
园”的点军区很有代表性。企业要进
入这里得过“三关”，首先是发改局、
环保局和规划局的评审，其次是科技
局、财政局的评估，最后还要经过区
委会讨论。上个月，该区刚开了一次

区委讨论会，15 家企业在前两关“折
戟”；而过了两关的另 15 家企业，仅 4
家通过，2 家有待进一步审核。区招
商局局长张炳元告诉记者，2012 年，
占宜昌人口仅 2.6%的点军区，贡献
了该市 25%的高新技术产值。

另一方面，宜昌铁腕治污。宜昌
先后对 99 家企业环保挂牌督办。落
户兴山县的洪昌电子老总郭昌言曾
经兴办的水泥厂正是其中一个。水
泥厂关停后，郭昌言谢绝包装袋加工
项目，最终选定无污染、具有国际市

场的电子元器件生产。作为装备机
械重要后备，这家电子厂将在 5 年内
达到年产值 3.4亿元的规模。

2012 年 12 月，南玻集团精细玻
璃和超薄电子玻璃项目在宜昌签约，
两大项目总投资近 30 亿元，是高新
区东山园区迄今引进的科技含量最
高 的 项 目 。 中 国 南 玻 为 何 牵 手 宜
昌？该集团董事长曾南直言：合作源
自不谋而合的绿色发展理念。

2012 年，宜昌新签约亿元以上
项目 216 个，投资总额 2057 亿元，实
际 到 位 资 金 8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9%。宜昌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杨美
仁说，宜昌引进重点项目既求“大”，
更重“质”，近几年因高消耗、高污染
等环保问题而被宜昌拒之门外的项
目总额超过了 100亿元。

“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诗人

郭沫若笔下的“大城”——湖北省宜昌市，本是资

源大市、化工大市，近年来摒弃吃资源、高污染的

传统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经济与环境统筹兼顾的“绿色之路”。

今年一季度，宜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11.6%，增幅居全省第一；而万元地区生产总

值综合能耗下降6.2%，降幅大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一升一降之间，一座宜居、宜旅、宜业的现

代化“绿色之都”，在长江西陵峡畔悄然崛起。8

月宜昌绿色正浓，记者来到这座秀美之城，探寻

她的绿色发展之道。

生产总值连续 10 年高增长，去
年达到 2508 亿元，在中部同等城市
中居第二位，在沿江同等城市中排名
第四位。

指着这两组数据，湖北省委常
委、宜昌市委书记黄楚平告诉记者，

“保护青山绿水，不仅没有阻碍宜昌
经济快速发展的脚步，反而为我们经
济转型提供了动力，促进了全市产业
结构的优化、经济质量的提升，使我
们的发展更有后劲。”

黄楚平介绍说，宜昌在坚持不懈
的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通过“循环经
济”模式改造传统磷化工产业，产业
升级实现了“双轮驱动”。

令人骄傲的是，宜昌率先在湖北
省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国家卫生城市“零”的突破，荣

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
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最佳投资城市等多项
全国性荣誉称号。

在市场竞争中，宜昌的企业家最
关心的是专利数量和产品市场占有
率。企业创新捷报频传：东阳光集团
成为我国屈指可数的能生产甲流和
禽流感特效药的企业；“有面包的地
方就有安琪”，安琪集团凭借 30 余件
自主发明专利，将产品销售到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行业领跑者。

凭借科技创新的力量，如今，宜

昌有 7 个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5 个
居亚洲第一，10 个居全国第一，并连
续 6 届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
市”，日前又成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
市”。今年上半年，宜昌高新技术产
业总产值达到 603.62 亿元，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达到 160.95 亿元，仅
次于武汉。

传统的支柱磷化工产业也在“循
环”中迸发出惊人活力，由工业级、医
药级向食品级、电子级迈进。

走进宜昌猇亭工业园，眼前的靓
丽风景让人难以相信这里是千亿规

模的重化工基地。大大小小的循环
经济“魔环”，让这里摆脱了“有化工、
必污染”的魔咒。在兴发精细化工园
的排污口，记者看见清澈的水底里，
五颜六色的锦鲤在嬉戏。园区负责
人介绍说，这个规模过百亿的园区
内，有一个依托国内领先技术设计，
连接不同产品、车间、工序之间的循
环产业链：烧碱生产草甘膦和特种磷
酸盐，副产的氯气用于生产三氯化磷
和甘氨酸，三氯化磷和甘氨酸又变成
草甘膦的原材料⋯⋯20 多个环节首
尾衔接，完整闭合，将废料吃干榨尽，

每年“捡”回来的效益过亿元。
如今，在工业密集的宜昌开发

区，园区之间、企业之间互为依托，形
成更大范围的循环产业链。宜化集
团运用“热电联产、能量梯级利用”技
术，年节电 2.3亿千瓦时，热能回收率
达 95%以上。其节约的蒸气、电力等
资源，成为周边众多企业的稳定供应
源。该集团生产部部长林剑告诉记
者，运用自主开发的 60 余项专利技
术，宜化向煤、磷、盐 3 大化工领域纵
深挺进，销售收入从 2000 年的 5 亿
元增长到去年的 700多亿元。

循环之路拓展了企业发展新空
间。稻花香集团围绕主业，构建跨区
域的“绿色种植—食品加工—全混饲
料—规模种植—有机肥料”5 级产业
循环链，企业跳跃式发展，年销售收
入突破百亿元。

宜 昌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65.7%，境内 99条河流水质全部恢
复到三类以上，其中一二类水占到
71%，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50 天，优良的生态成为宜昌绿色
品牌农业和旅游业的“金字招牌”。

站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银岗柑
橘示范场，俯瞰满山橘林，夷陵区
农业局局长刘德亮不无得意地告
诉记者，在第九届湖北武汉农博会
上，宜昌晓曦红柑橘“一枝独秀”，
最高卖到 10 元钱一个、60 元一公
斤。小小蜜橘能卖出如此高价，得
益于其有天然的“绿色”品质。

近年来，宜昌市筹集资金 30
多亿元实施柑橘标准化生产，重点
建设 60 万亩精品果园，满足无公
害水果质量标准的宜昌柑橘商品
果率达到了 95%以上，优质果率达
到 80%以上，精品果率达到 30%
以上。宜昌柑橘产量居全国第一，
已从传统种植迈向现代产业，成为
长江流域优质柑橘产业带上一颗
耀眼的明珠。

陆羽《茶经》记载：“峡州山南
出好茶”。茶叶，也是宜昌人的骄
傲。近年来，依托资源优势独特，
宜昌茶产业风生水起。

通过做“减法”，宜昌先后整合
关 停 了 1000 多 家 低 水 平 的 茶
厂。2005 年，以该市五峰县 5 家
骨干茶叶加工企业为班底，联合组

建了湖北采花茶叶有限公司，短短
几年内，已发展成为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萧氏茗茶更是先行一步，依托
夷陵、兴山、秭归等县区的优质鲜
叶，引进日本设备和技术，生产出
茶月饼、茶苕酥等食品及护肤品，
产业链条不断加长，不仅给茶农带
来了丰厚的效益，还让产品进入了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以“采花毛尖”和“萧氏茗茶”
为范本，宜昌市又为柑橘、脐橙、高
山蔬菜、水产等优质农副产品制定
技术标准140个，并创建了42个标
准化农业生产示范区。通过走农业
标准化品牌之路，“采花”、“萧氏”、

“土老憨”、“一致魔芋”等 15 件“农
字号”中国驰名商标叫响全国。

悠久的历史人文、隽永的自然
山水，加上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文
化旅游成为宜昌绿色繁荣的又一张
靓丽“名片”。宜昌市旅游局局长柳
斌说，“除苏州、洛阳外，宜昌与桂
林、三亚均以3个5A级景区并列第
三，跻身全国旅游一线城市”。

目前，宜昌正打造文化旅游产
业“升级版”：精心建设精品景区；
拉长产业链条，实现游、购、娱、吃、
住、行一体化；推动文化与旅游深
度融合，加快由自然山水游向休闲
度假游转型。到 2016 年，全市文
化旅游产值将突破 1000亿元。

寻找绿色发展动力寻找绿色发展动力

“双轮驱动”量质并举“双轮驱动”量质并举

宜人之城 低碳生活宜人之城 低碳生活

绿水青山托起“金招牌”绿水青山托起“金招牌”

宜——宜居、宜旅、宜业；昌——宜

人之地、昌盛之城。宜昌人对“宜昌”二

字的注解，既表达了对城市美好未来的

追求，也体现在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选

择之中。

宜昌好山水，此物最宝贵，如果在发

展过程中“遗失”了这份财富，就会失去

发展的根本。宜昌的决策者把目光投向

人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的和谐。

这几年，宜昌找到了绿色增长动力，

关键在于把握好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协调发展。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宜昌的

做法让人耳目一新。

首先，宜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用高新技术和

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

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积极培育旅游、

金融、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

业，加快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着力发展高

效生态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其次，循环经济流光溢彩。宜昌建

设了一批工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示范

园区，不断提高工业废水、废气和余热综

合回收利用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

低碳循环。

其三，人与环境在统筹兼顾中更加

和谐。当地开展节能减碳全民行动，提倡

“减碳饮食”、“低碳着装”，引导市民崇尚

节约、反对浪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促

进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方

面向低碳模式转变。

宜昌，恰如其名，如今正以其宜人的

自然环境、昌盛的发展态势吸引着世人

的目光，集聚着前进的能量。

宜昌好山水
此物最宝贵

胡智斌

宜昌既有高速发展的城区，又有 3 个
国家和省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肩负着保
护三峡生态的重任。如何让他们既保持良
好生态，又脱贫致富奔小康？宜昌的答案
是：突破行政区划，创新联动机制，发展“飞
地经济”。

宜昌运用规划引导、税收分成等办法，
支持山区、库区县到沿江开发区兴办项目、
发展产业，实行“基础共建、产业共育、环保
共担、利益共享”政策。

长江边的兴发精细化工园，是我国最
大的磷制品生产企业兴发集团的一块“飞
地”。这个园区有两个“娘家”：一个是大山
深处的兴山县，另一个是现在落户地宜昌
市猇亭区。曾经的兴发集团由于地处三峡
库区，环境容量的“红线”不能突破，企业发
展空间异常紧张。

怎么办？跳出行政区域约束，异地发
展工业经济。在宜昌市、兴山县、开发区

“四四二”的税收分成约定下，兴山在宜昌
开发区开辟了 300 亩的工业飞地，兴发集
团顺势“飞”到宜昌。在这块飞地上，兴发
集团营业收入实现“井喷”，从当年的不到
10亿元增长到如今的 190亿元。

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说，“现在我们
临长江，又有高速又有铁路，一年至少节约
物流成本数千万元。”

和兴山一样梦想摆脱环境制约的，
还有更为偏远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
峰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1%，但这个工业
小县、财政穷县每年赤字过亿，2006 年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抵不上兄弟县
市的一家企业。

2011 年 9 月，五峰民族工业园破土动
工，它跨区域建在枝江市白洋镇善溪冲村，
位于宜昌高新区白洋园区的腹地。对口支
援五峰的枝江市，慷慨地拿出了长江边上
的黄金宝地，给五峰县永久无偿使用。政
策也更为优惠——税收由枝江、五峰两
地“三七开”。建园不到一年，工业园就签
约引进投资 30 多亿元，超过五峰历年招商
引资的总和。“没有跳出大山的‘飞地经
济’，这样的发展速度，五峰人做梦也不敢
想！”五峰县委书记陈华说。

在宜昌，“飞地经济”已全面扩展到城
区与县市、县市与县市、县市与乡镇、乡镇
与乡镇之间，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跨区域
合作发展模式，推动宜昌经济发展走在全
省前列。

“飞地经济”

激活贫困县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淡争燕

本版编辑 王 晋 祝惠春

上图 很多外国朋友在宜昌滨江公园和市民一起

享受低碳生活。

左图 安琪集团酵母 GMP 车间。亚洲第一、世

界第三，安琪酵母科技创新诠释了宜昌低碳经济的

内涵。 （资料图片）

湖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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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曙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