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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

本版编辑 来 洁

迁安：一弯秀水抱城来
本报记者 雷汉发 沈 慧 通讯员 李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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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命共同体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改

革必须系统推进，这一点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当前资源环境形势如此严

峻，根源之一就是没有摆正生态文明建设与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等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现在更加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

无疑将对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巨大推进作用。

如果做一个比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被称作共

同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五个轮子。

这五个轮子是“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经济建设是中心和基础，政治建设是

方向和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和血脉，社会建设是

支撑和归宿，生态文明建设则是根基和条件。

为什么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个轮子的根基

和条件？这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其他建设

的自然载体和环境基础，并渗透于、贯穿于其他

建设之中，不可或缺。一切的发展建设都要以不

损害生态环境为底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的关系，经济建设不可持续；如果没有正确

处理一部分当代人和另一部分当代人以及当代

人和后代人的关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将

有失公平；如果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恶化，以保

障和改善民生为宗旨的社会建设也难以实现。

当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不要经

济建设，而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

现更高境界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深刻地认

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有着巨大的经济意义，

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命题。经历了30多年的

高速发展之后，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趋

严峻，雾霾围城、饮水安全、重金属和土壤污染等

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人民群众对优

良环境质量的呼声日趋强烈。环境治理的进展，

不仅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更直接关系

着人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程度。

虽然“十一五”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在有些地方、

有些部门还仍然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

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增长，以及单纯依靠行

政手段来保护环境的情况，政绩考核仍然普遍

存在 GDP 挂帅的导向。究其根本，还是没有把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没有做到五

个建设一起抓，五个轮子一起转。这一点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

当前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急需转

变观念，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系统推进
□ 来 洁

12月3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出台，为未来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钢铁之城”的河北省迁安市，

正是依托资源优势而兴起，却也曾经因为“一钢独大、一柱擎天”的产业结构而深受束缚。如何摆脱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寻找到一条绿色低

碳的发展道路？迁安紧紧抓住了滦河治理这个龙头。

如今，“绿水绕城，古塔倒悬，璎路灯色，虹桥铁闸，浩然天际的水上城市”，这些文人墨客的即兴咏叹已成为迁安的真实写照。今年7月，随着迁安市滦

河综合治理工程的顺利蓄水，一座崭新的“大美水城”正在崛起！

初冬的迁安，仍然有欣欣绿意不时跃入
眼帘，清凌凌的滦河水面上，灰色水鸟互相追
逐嬉戏更平添几分热闹。迁安水务局局长朱
广久告诉记者，近几年随着迁安生态环境的
改善，在滦河“安营扎寨”的水鸟越来越多。

“目前滦河城区段范围内新增白鹭、灰鹤、白
天鹅等野生鸟类 20余种。”

别看滦河现在是个“香饽饽”，在前些年
迁安人民却对它避之不及。“地有多大产、全
看滦河‘两面脸’。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
儿，一到汛期，河水就暴涨。要是洪水大些，
这一带几乎是颗粒无收。一场凶猛的洪水，
夺去了我们村十多条生命⋯⋯”如今，回忆起
当年滦河水患，大蔡庄村 47 岁的蔡建新依然
记忆犹新。

滦河，迁安的母亲河，纵贯全境 54 公里，
自西北至东南环绕主城区。历史上由于河流
频繁改道，在城区段形成了两条支流；两条支
流之间形成了 22 平方公里的夹心滩，有西李
铺、大蔡庄等 5 个行政村、14 个自然村、近万
名群众在夹心滩上生活；由于水患不断，广大
群众多年来深受其害。

迁安治理滦河的步伐从未停止，对滦河
的认识也在悄然改变：滦河不是迁安的包袱，
而是迁安宝贵的生态财富，如何让城市因水
而兴、因水而美？迁安刷新“防洪工程”的内
涵，决定在立足城市防洪的同时，着眼于生态
建设，实施一期滦河生态防洪工程和二期滦
河综合治理工程。

但难题随之而来：若要完成整个滦河流
域的整治，要投入 130 亿元。如此巨大的投
入从何而来？

“迁安决定大胆创新，激发民营企业家参
与城市建设，采取 BT 方式进一步拓宽融资
渠道。”朱广久表示。目前整个滦河整治工程
已经新增土地近 6000 亩，“现在这些置换出
的土地已成为产业开发的宝地，成为了撬动
滦河流域生态建设和迁安产业布局调整的关
键动力。”

如今，一个万顷水面碧波荡漾、生态绿岛
星罗棋布、青山绿水交相辉映的“梦幻滦河、
世界景观”大湖美景已然形成。从飞机上望
下去，正是一弯秀水抱城来，迁安城与滦河，
就如孩子安稳地枕在母亲的臂弯中，祥和而
幸福。而水中用虹桥串连起来的五星岛，又
犹如给城市戴上了一条更加妩媚的“项链”，
迷人而多姿。

“现在滦河的防洪标准提升至百年一遇，
使市区段新增水资源3000多万立方米，为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朱广久
说，滦河工程的实施还有效发挥了防风固沙、
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和调节气候的作用，改善
了区域小气候，成为迁安的生态绿心和天然氧
吧。据测量，迁安城区夏季气温平均下降了2
摄氏度，空气湿度增加了 20%，空气中负氧离
子含量增加了20%。“到工程竣工，还可形成24
平方公里的水面、17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19
个大小不等岛屿的滦河生态休闲区。”

“因铁而起、因钢而兴”曾是迁安的真
实写照。然而“一钢独大、一柱擎天”的产
业结构也曾经让迁安深受束缚，有人打趣
说，钢铁业打个喷嚏，迁安也要感冒几天。

事 实 的 确 如 此 。 以 钢 铁 产 业 为 支
撑 的 资 源 型 经 济 ，在 为 迁 安 带 来 辉 煌
的 同 时 ，也 付 出 了 沉 重 的 资 源 环 境 代
价 ，正 在 成 为 未 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潜
在桎梏。

“不转则亡，慢转则退”，在迁安市委
书记李忠看来，城市不仅是人居的环境
载体，也是改善民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平台，抓城建，就是抓转型，抓环
境，抓发展。

转型发展，规划先行。“迁安的城市发
展不应局限在中心城区，而是全域规划，
把 1208 平方公里作为‘一盘棋’规划，统一
规划建设、全面协调推进。”李忠说。

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迁安
整体规划西部工业区、中部生活服务区、
北部东部农业生态区三大主体功能区。
不同的功能定位，实行不同的要素配置以
及不同的政策导向、绩效考核，推动工业
要素向工业区集聚、公共财政向农业生态
区 倾 斜 ，以“ 不 平 衡 发 展 破 解 发 展 不 平
衡”，努力把迁安建成特色鲜明、带动作用
明显的产业功能和产业经济带。

过去迁安城区并不大。为了抵御横贯
全境的滦河水患而修建的河堤，不但使数
千亩土地变成了滦河滩，也逐渐成为迁安
城市建设的一个“拦路虎”。

“ 城 有 水 则 灵 ，滦 河 是 迁 安 的 母 亲
河，也是迁安的财富河，如何充分利用滦
河的先天优势？”迁安决定再次抓住滦河
综 合 治 理 的 机 遇 做 足 城 市 发 展 文 章 。
2010 年按照“沿河布局、跨河发展、转型
提升、城市扩容”的思路，迁安将中心城

区规划为“一河两区两城”，即以滦河生
态景观为核心，以河西区为产业支撑，以
河东区为服务依托，重点建设以总部经
济、产业研发、养生养老为一体的绿色城
市定位的右岸新城和以发展休闲养生、
文化创意、高端居住产业为重点的滦河
生态城。

“我们将规划作为城市建设龙头，始终
坚持超前科学规划，既传承历史，又有所创
新，既抓好规划的修编，又一以贯之地抓好
规划落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迁安
市市长张淑云说。

聘请全国一流的策划团队王志刚工

作室用国际视野分析如何利用滦河，使之
更好地成为迁安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引
擎和平台；景观设计上，聘请土人景观设
计院精心打造；城市功能设计上，聘请了
深圳市设计院设计基础设施规划；水工设
计上，聘请河北省水利院⋯⋯

两年多来，迁安聘请国际国内名家大
院进行规划设计，累计制定了 60 多项规
划，结合中长期目标，高起点发展，把城市
转型的战略思路全部落实到空间布局和具
体项目上，各功能区各司其职，城市的承载
能力大大增强，为迁安的产业结构调整和
城市转型奠定了基础。

黄台湖畔，一家粉墙黛瓦的四合院，朱
漆大门、斗拱飞檐。在这古色古香的氛围
中，院子的主人徐春瑞正为大家免费讲授
国学。

“不像很多博物馆只有死板的展示，春
瑞书院是‘活’的，不仅可以藏书，还可以在
此育人、治学，内容既有干部的廉政教育，
也有中小学生孝道教育，涉及面很广。”徐
春瑞告诉记者。春瑞书院是一家公益性私
家书院，集藏书、阅览、培训、雅聚、参观、游
览于一体，是一个综合性文化基地，占地面
积近 960 平方米，共设有藏珍阁、古籍厅、
展书堂、敬书屋等 11个展厅，拥有图书近 2
万册，书画千余幅。

春瑞书院正是迁安培育现代服务业
的一个缩影。迁安地处京津唐秦核心地
带，拥有在北方令人艳羡的水资源，借滦
河之势而发，借滦河之水而起，发展现代
服务业正逢其时。迁安确立了构建教育
培训、养生养老、文化创意、消费购物、金
融服务、总部经济 6 大区域性功能中心的
城市全新发展思路。

以城市转型为平台，打造区域性中心

城市——这是迁安发展走向的一次全新定
位，为迁安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做城市，就是做产业。以滦河综合开
发工程为核心，迁安规划建设了以滦河环
城区段为核心，并向上、下游延伸，向左、右
岸扩展，总规划面积 65 平方公里的滦河文
化旅游产业区。其中，左岸休闲旅游区规
划面积为３平方公里，右岸文化创意区规
划面积为 12 平方公里，中部生态景观区规
划面积为 50平方公里。

今年 8 月，滦河文化旅游产业区成功
获批河北省“十大文化产业集聚区”。目
前，滦河文化旅游产业区内已入驻迁安龙
湾游艇俱乐部、梅墨生艺术馆等 12 家文化
企业。

如今，滦河文化产业区的集聚效应正
在凸显。在不久前迁安市召开的 2013“魅
力钢城、绿色迁安”经贸洽谈会上，优美的
城市环境、万顷碧波的大湖美景吸引了中
国国际动漫体验岛等 51 个项目落户迁安，
总投资达 319.1 亿元，引进资金 269.4 亿
元；意向项目 6 个，总投资 79.5 亿元，引进
资金 79.5亿元。

以产聚人、聚人为市、化市为城、以城
聚产。迁安，正以滦河整治工程为牵引助
推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2012 年，全市
共签约重点建设项目 44 个，计划总投资
500 多亿元；累计实施重点项目 265 个，计
划总投资 1137.2 亿元；成为河北省入选首
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唯一县级市⋯⋯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记者从近日举行
的 2013 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
获悉，截至 2012 年底，全国生态环境类社会团
体已有 6816 个，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1065 个，环保民间组织共计 7881 个。随着全
社会环境意识的增强，民间环保组织的数量在
过去 5 年间有了大幅增长，从 2007 年到 2012
年增长了 38.8%。

这次年会以“民间力量——助力绿色新路”
为主题，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北京化工大学共同
主办，来自全国 300 余家 NGO 组织参加了会
议，并发布了《2013 环保 NGO 工作报告》，总结
了环保民间组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基本经
验与做法，研究了行业的创新与发展。至此，年
会已举办八届，为环保 NGO 搭建了交流与沟通
的平台，促进了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

我国已有近 8000 个环保民间组织

对城市河流有了新认识

不再对水患避之不及

而要因水而兴

城市规划要有超前眼光

以滦河开发为龙头，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

做城市就是做产业

滦河文化产业区的集聚效应正在凸显

西藏拉萨市规划投资约7亿元用以保护“拉

萨之肺”——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拉鲁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内最大的城市湿地

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

城市天然湿地。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

今天的滦河成了迁安的生态绿心今天的滦河成了迁安的生态绿心，，河面上用虹桥串连起来的五星岛仿佛给城市戴上了一条妩媚的河面上用虹桥串连起来的五星岛仿佛给城市戴上了一条妩媚的““项链项链”。”。

迁安规划了面积 65 平方公里的滦

河文化旅游产业区，已入驻迁安龙湾游

艇俱乐部、梅墨生艺术馆等 12 家文化企

业。图为龙形云形绿化带。

迁安

以滦河生

态景观为

核 心 ，将

中心城区

规 划 为

“ 一 河 两

区两城”。

图为轩辕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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