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惬意地在家园里安居
——长沙市望城区建设生态化公园式城区纪实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资 涵

荒 山 披 绿 装
3 年来西宁空气湿润度增加 30%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本版编辑 来 洁

从繁华的湘江东岸一路向西，一座现代化的公园之城已在长沙拔地而起，这
就是2011年5月才正式撤县设区的望城！望城美在绿色，这里处处营造的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梦境家园。

三年前，刚撤县设区的望城超前地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公园式
城区”，意在打造一座鸟语花香、诗意盎然的公园之城。

如今，这一抉择的成果逐步显现。从生态系统到文化名片，从城乡环境
到绿色产业，“公园之城”的理念渗透到了望城的每一个角落；全民参与、共
建共管，“公园之城”的建设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呼应；从村到镇，从城到路，
望城是一座花开无限的大公园，城乡居民共享着“公园之城”的绿色福利、诗
意生活。

秋日的高原宁静而祥和。
近日，记者驱车沿着盘山公路行驶至西宁市大南山

的阴山堂山顶，沿途树叶金黄的河北杨如一把把撑开的
伞，迎风摇曳。2005 年西宁市大南山绿色屏障项目在此
启动，当年栽下的树木如今已成林，碗口粗的河北杨与青
海云杉将阴山堂的沟沟峁峁装点出绚丽的秋景。站在山
顶远望，南北两山远山低谷葱葱茏茏，目光所及之处绿、
红、黄交相辉映，令人心醉。

夯实基础设施

2005 年，西宁市开始实施大南山生态绿色屏障建设
工程，旨在加快西宁城市绿化步伐，重塑湟水河流域绿色
风貌，构建城市生态网络体系。工程实施范围东起杨沟
湾，西至阴山堂，总面积 15.82 万亩，2012 年又将西宁上
北山包括进来，总体规划 15年完成。

在阴山堂山头看护林场的柳玉秀就住在山底的张家
湾村，“20 年前嫁到张家湾村时，山上光秃秃的连草都不
多见，当时村里有两个砖厂开山取土，下雨造成滑坡，后
来当地政府把砖厂关闭，全部栽上了树，这几年山上都树
成林了。”

西宁栽树不容易，周边都是山连着山，平均海拔
2600 米，干旱缺水导致栽树的成本很高。因此，要把荒
山变绿必须水利和交通先行。从峡口到阴山堂 27 公里
长的绿色屏障工程正是由交通和水利部门筑路、引水。

与记者同行的大南山绿化指挥部的张子翔说，为走
出年年栽树不见林的怪圈，现在实行了专业化、高标准造
林，推广“水利工程先行、大规格苗木造林、乡土树种为
主，乔灌结合，针阔混交”的造林模式。

绿化工程实施 9 年来，共修筑 348 公里的盘山道路
和简易路，其中 118 公里主骨架公路盘山而上，230 公里
的简易绿化道路每年向不同方向的郊县纵深延伸。9 年
来，共建设泵站 39 座，铺设管道 1400 公里，修筑调节涝
池 19 座和蓄水池 420 座，形成了由泵站、各级输水管道、
调节涝池、蓄水池、阀门井和给水栓等设施组成的覆盖整
个大南山区域的林灌网络系统。

截至 2013 年底，西宁共造林 14.8 万亩，使大南山范
围内林地面积达到 16 万亩，为建设高原花园城市奠定了
基础，并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住
建部 2012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营建生态系统

车随着盘山公路驶入大南山深处，随处可见灌木丛
里惊叫四飞的野鸡和横窜而过的兔子，一片片的林地成
了野生动物的乐园。

完备的绿化基础设施体系形成后,依托南北两山生
态屏障，西宁市启动了以城区园林绿化为主、两山为背景、
三县为纵深的“三环”绿化战略，旨在建成西宁市森林生
态系统。

西宁加快主题公园建设，4 年时间共修建 10 个主题
公园，“三环”绿化战略得到了具体落实，森林系统逐渐成
形；在两山四片、三河六岸（南川河、北川河、湟水河），同
时启动了四边绿化工程，路边、水边、田边、山边，三河六
岸延伸到湟源、大通、湟中三县，2 年时间绿化面积增加
了 10万亩。

西宁市园林局局长张福军说，这是西宁市前所未有
的人居生态工程，惠及居住在西宁的每一位市民，近年的
植树造林有效治理了水土流失，做到了泥不出沟、水不下
山,最明显的改变是风沙少了。检测显示，近年西宁空气
湿润度增加了 20%到 30%。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西宁积极探索生态环境
与精品体育赛事、特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已举办 5 届山地
自行车赛，作为“西宁古八景”之一的文峰碑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来一睹高原古城的风姿。
2013 年开始西宁与国家体育总局举办国际徒步节，至今
已举办两届，来自世界 10 个国家的万名徒步爱好者游走
古城西宁，对青海高原有了新的认识。

路灯杆上的竹花篮、屋外的竹晒衣
架、院落墙角的垃圾分类竹屋⋯⋯走进
金山桥街道银孔围社区，就地取材的各
类竹制品装饰出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
现代化美丽乡村气息。更令人赞叹的
是，这些村里的美化投入资金全由村民
自筹。

从曾经脏乱的城乡接合部到如今的
“鲜花盛开的村庄”，银孔围变身的奥秘
正是老百姓的自力更生。金山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姚罗光说，政府对银孔围的
建设只能起引导作用，适当给予奖补，
比如提供路灯、树苗，提供园林绿化庭
院美化的科技咨询服务，但建设主体完
全靠农民。

在自主建设美化村庄的过程中，银
孔围的老百姓开始养成了自觉的文明习
惯，自觉的法治精神以及良好的民主意
识，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到居民”的转变。

蓬勃开展的美丽街道、美丽村落、美

丽乡村道、美丽农庄等创建活动，点燃了
百姓心中的激情。莲湖社区的一块宣传
牌上写着：“守护家园的每一寸绿！”

3 年来，望城持续开展“广植树、多栽
花、不露黄”绿化行动，栽种乔灌木 3万余
亩 、1200 万 棵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0.72%。目前，全区已有 10 余个乡镇获
得国家级生态镇命名，实现了国家级生
态镇全覆盖；市级以上生态村 123 个，占
行政村总数的 80%以上。

“公园式城区”的思维已融合为望城
区从上到下的工作理念。从区到乡镇，
再到村组，已渗透到每一级政府组织，每
一个社会群体，最终影响到每一个人。

巧绘蓝图

共同管护

从村到镇，从城到路，望城是一座花
开无限的大公园。湘江两岸，从新康到
靖港，从铜官到乔口，一镇一特色，一乡
一传奇：靖港寻古、乔口吃鱼、铜官玩陶、
新康看戏⋯⋯望城大公园里的小城镇，
不仅留下了青山绿水，更留下了珍贵的
文化遗存和美好记忆。

靖港镇素有“小汉口”之称，以“古”
为特色，明清建筑保存完好，古镇人文景
观尽显古韵风姿；乔口镇靠近洞庭湖，以

“水”为特色，做活水景、水乐、水产“三
水”文章；铜官窑，世界陶瓷釉下彩发源
地，以“陶”为特色，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再现“千年陶城”繁华景象；新
康以“戏”为特色，源远流长的地花鼓、皮
影戏、酿酒等民俗文化和技艺，让这个古
镇显得风情万种⋯⋯

行走在望城区，绿树成荫，花香四
溢。在斑马湖东湖湿地公园，1140 亩的
湿地公园保持了原生态水体和树木，营
造出宜人亲水的绿色空间。绿树掩映
下，金星大道、雷锋大道、雷高路等像一
条条绿飘带穿城而过。沿潇湘北大道顺
湘江北上，一路郁郁葱葱。

变化的不只是居住环境。
古镇品牌越打越响，望城旅游越来

越旺。今年以来，望城区接待国内外游
客突破千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近
百亿元，仅四大古镇接待游客同比翻了
一番。

2012 年 9 月，中国（望城）第四届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节上，25 个国家的驻
华使节共同倡议将望城作为世界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论坛永久举办地。去

年 10 月，第一届世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城市（城区）联盟峰会在望城举办，今
年 10 月又开启了第二届世界休旅峰会

（湘江论坛）的大幕，推动着望城朝“世界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之都”的目标大步
迈进。

休闲农业、古镇旅游的兴起，也带富
了百姓。铜官陶城旧貌换新颜之后，大
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陶艺大师争相进
驻；靖港古镇每户每年纯收入可达 10 万
元；开天渔庄、八百里水产等企业落户之
后，让乔口镇的 3000 多人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据统计，近年来，望城区的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了 20% 以 上 ，
2013 年达到了 21462 元，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为 1.5∶1，优于长沙市和湖
南省的同期水平。

无论农村还是乡镇，城区还是工厂，
望城全区被当做一个大公园来规划、建
设和管理，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公园之
城”正由梦想变成现实。

古镇景美

2011 年，望城撤县设区。面对向
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城市文明的角色
转变，望城区委书记谭小平说，“我们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蹈老城
区的覆辙。要把望城作为一个大公园、
大花园来建设、管理和经营，真正让经
济发展在绿园，人们工作在公园、生活
在花园。”

望城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
遗迹众多，湘江蜿蜒而过，润泽了这方
9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水洲城俱
全。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湘江岸线生
态 资 源 ，望 城 描 绘 出 一 幅“ 公 园 式 城
区”的蓝图：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
则 商 、宜 游 则 游 ，建 设 山 水 洲 城 ，到
2015 年初步建成布局合理、配套完善、
产业发达、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现代
化公园式城区。

孔玉成是望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对
“公园之城”充满期许：3 至 5 年内，全面
建成 200 个生态文化体育公园、100 公
里绿道、100 公里生态景观林带；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达 15 平方米、空气质量
优良率保持在 92%以上、城镇污水处
理率 90%、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
率 100%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覆 盖 率
5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80%、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在建设过程中，望城提出“不大拆大
建，不挖山，不填塘，不砍树”，充分考虑
各区域的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现有基
础，对植被、水体、古树名木、文物古迹、
历史民居等进行原生态、系统性保护，
尽可能减少人工设施、人造景观的大范
围覆盖，使各类生态景观的整体风貌与
原有地形地貌相协调。

把绿水青山当金山银山来守护！近
3 年来，望城关停或搬迁重污染企业 8
家，完成企业清洁能源改造 18 家，工业
污水处理率达 100%。

城市要变美，离不开生态保障机制
的改革。望城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辖区
各单位年度考核“一票否决”机制范围。
望城区人大审议通过建立全区生态补偿
机制，凡购买使用土地者，依据工、商等
不同用途缴纳生态补偿资金。

3 年来，望城持续推进区域规划提
升、生态系统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城
乡环境整治、绿色产业发展、文化名片
打造“六大工程”，以“公园式城区”理
念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望城经济社会高效快速发展，城乡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

人在现场

生态文明是人类基于环境污染、资源

紧缺和生态退化三重危机而对传统文明

尤其是工业文明进行反思、扬弃、调整和

修正而形成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要求是保障优质生态产品和

良好生态服务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持

续供给和有效满足，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其核心任务是人口均衡、环境宜

居、资源永续和生态健康。

然而，受各方面主客观不利因素的影

响，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只重视

了“人口均衡”、“污染防治”（狭义的保护

环境）和“资源节约”这三个方面，对于第

四个方面即“生态保育”（也称为生态建

设）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除了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

源紧缺等严峻问题外，湿地萎缩、水土流

失 、河 湖 缩 减 、森 林 锐 减（尤 其 是 天 然

林）、荒漠化、石漠化、草原退化、生物多

样性减少、气候变暖、自然灾害等生态安

全问题，正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约束和重大障碍，

亟待破解。

为全面、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亟

须改变当前这种不平衡、不合理的“瘸腿”

状况，推进生态保育的主流化。

一是目标上增列建设“生态健康型”

社会的任务。早在 2005 年，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被确认为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

务。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必要增

加新的内容，以形成建设“人口均衡型、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型”四位

一体型社会的战略任务体系。

二是在政策上确立“改善生态”的

目标。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曾先后出

台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保护

耕地等基本国策，而生态建设却一直付之

阙如。为此，有必要增设“改善生态”为基

本国策，进而形成“计划生育、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四位一体的生态文

明建设基本国策体系。

三是在方法上重视环境治理的生态

举措。对于环境保护工作，除了可运用禁

止、限制和优化排污等传统方式之外，还

可选择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新路子。譬如，

可通过预留通风廊道、立体绿化、铺设透

水地砖、屋顶集雨等生态建设的方式协助

解决大气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城市环境

问题。

四是在法制上加强生态保育制度建

设。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体

系 ，普 遍 存 在“ 重 污 染 防 治 、轻 生 态 保

护”的突出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生态

保护和建设领域的《生态保育法》基本

法和《湿地保护条例》《生态补偿条例》

等专项法，及时修订《土地管理法》《矿

产 资源法》《森林法》和《野生动物保护

法》等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并推进民法等

传统法律的生态化，特别是要在刑法中增

设破坏生态罪。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

推进生态保育主流化
杨朝霞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中，过于重视“人口均衡”、“污染

防治”和“资源节约”这三个方面，

对于第四个方面即“生态保育”却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上图 望城在建设过程中，不大拆大建，不挖山，不填塘，不砍

树，对植被、水体、历史民居等进行原生态、系统性保护。同时，持续

开展绿化行动，栽种乔灌木 3 万余亩、1200 万棵，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 40.72%。图为千龙湖。

左图 目前，望城全区已有 10 余个乡镇获得国家级生态镇命

名，实现了国家级生态镇全覆盖。图为光明蝶谷。

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不仅留下了青

山绿水，更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存。图

为彩陶源村。

生态经纬度

本报讯 近年来，在景德镇银监部门的引领下，农发
行景德镇市分行把支持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创新信贷品种，调整信贷结构，提升
服务水平，重点支持以环保能源和生态环境开发为重点
的农村水利设施项目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经过多
年的努力，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为
浮梁县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条件，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赢。

为支持景德镇瑶里风景区建设，该行累计投放贷款
9000 余万元。瑶里风景区已成为国家4A级生态景区，年
实现旅游收入5000余万元，带动农民自建宾馆、饭店和商
店100余家，创造就业岗位700多个，一大批当地特色农
产品走向市场，拓宽了农民创收渠道。 （王 荣）

西宁市在建成 10个主题公园的基础上，又 建 成 13

个绿化区小景点，为市民提供良好的游憩场所。图为湟

水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景德镇加大金融支持生态建设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