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空中俯瞰，湖南娄底市宛似一颗
镶嵌在三湘四水中的“绿宝石”：碧波荡
漾 的 水 、 层 峦 叠 嶂 的 山 、 郁 郁 葱 葱 的
树、层层叠叠的田⋯⋯呈现出一张浓墨
重彩的山水画。

娄底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钢
铁、有色金属、建材、煤炭、火电、化工等占
据了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发展方式的粗
放曾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如今这个绿
意盎然、蓝天白云的娄底从何而来？娄底
市坚持做绿色发展的“守门员”，不让一家
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入，着力做好转、
治、建、游四篇文章，努力实现产业结构变

“轻”、发展方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
生态环境变“美”，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走
上了绿色发展轨道。

转：实现绿色发展

如何让“世界锑都”实现绿色发展？
通过“四转三化”，娄底摸索出矿区植被恢
复与生态重建的路子：“四转”即从单一重
化工主导向多元主导的工业产业结构转
变，从简单粗放式增长向高技术、高附加
值的精深加工转变，从分散的经营模式向
联盟合作转变，从依赖资源的传统工业为
主向传统工业与新型工业并举转变；“三
化”即传统产业高新化、新兴产业规模化、
特色产业集群化。

围绕“四转三化”，娄底先后出台了
《娄底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生
态环保建设规划》以及《绿色娄底四年

（2012-2015 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绿
色娄底建设。

欲绿色发展，先淘汰落后产能。近年
来，娄底共关闭淘汰落后产能项目 192
个，淘汰小火电机组 60 万千瓦、小钢铁
162 万吨、小水泥 623 万吨，否决“两高一
资”项目 40余个。

娄底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
是绿色产业发展，成为全省唯一的循环经
济试点城市。目前全市有资源循环利用
企业 55 家，年产值近 30 亿元。全市余热、
余压、干熄焦发电机组 27 台、装机容量达
42 万千瓦。钢厂的余热、余压、余气发电，
电厂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煤矿的瓦斯发
电，煤矸石制作的新型墙体材料等都成了

“变废为宝、绿色发展”的全国典型。
娄底市政府与各县市区及重点用能

企业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将节能降耗工
作纳入全市绩效考评和领导干部政绩考
核，并在全省率先建立工业节能降耗预警
调控机制。如今，全市工业能耗为 619.59
万吨标准煤，本期单耗为 2.63 吨，比“十一
五”末单耗下降 0.85吨标准煤。

治：还民绿水青山

娄底市委书记龚武生说：“要集中精
力、集中力量、集中资金搞好防污抗污林
植树造林工作。”市长李荐国说：“生态修
复要有直观效果，绿色产业要有快速推
进。”娄底突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
项目的整治，还民绿水青山。

娄底通过实施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和
矿山、尾矿库、渣场、地质环境治理及生态
植被修复等，着力抓好锡矿山地区的生态
修复，将其建设成全国重金属污染治理样
板区。通过从源头预防、过程阻断、清洁
生产、末端整治四个方面实施全程综合防
控的科学理念和整体思路，明确了任务表
和路线图。娄底取缔了 6家非法锑浮选企
业，将 7 家锑开采企业整合至 4 家，将 84
家锑冶炼企业整合至 9 家，并加强现场管
理和动态监管，大力推进砷碱渣无害化处
理；划定水源保护区，对未被污染的现有
水源地及已建成的人畜安全饮水工程进
行了监控保护。通过砌筑河堤、转移底泥
等方式对污染严重的涟溪河进行治理，防
止重金属渗透污染。

对有色金属冶炼等高能耗、重污染行
业实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从源头上控

制工业废水、污水排放。全市 7 个县级以
上城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地表水各断面水质均达到水环境
功能要求。

2012 年 11 月，娄底市产业废物综合
利用示范基地纳入全国首批资源综合利
用“双百工程”，总投资 61.58 亿元，主要开
展冶炼渣、粉煤灰和煤矸石等废物资源综
合利用。如今，已投产和即将建成近 10
家产值过亿元的综合利用企业。

建：打造绿色娄底

娄底 5 个县市区有 2 个属资源枯竭城
市，2 个属全省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
重 点 县 市 。 娄 底 全 面 推 进 绿 色 娄 底 建
设，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50.21%，成功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全国十大宜居城市，城乡居民爱绿、植
绿、捐绿、护绿蔚然成风。

娄底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
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城乡绿化工作格
局。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 3500 万
元 ， 作 为 城 乡 绿 化 奖 励 经 费 和 工 作 经
费，市、县两级城乡绿化重点项目全部
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同时，近 3年锡矿山
等矿区植被恢复工程争取上级项目资金
3.68 亿 元 ； 全 市 村 民 自 筹 绿 化 资 金 达
6.96 亿元。进一步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保障绿化用地。娄新高速路外绿化带建
设所需土地，采取向农民租用土地的方
式，娄新高速两侧分别建成长达 150 公
里、宽 40米的绿色走廊。

游：生态娄底正当时

走进娄底城乡，但见万鸟齐飞，处处
生机盎然；水府庙碧水百舸争流，紫鹊界
梯田重叠千层，九峰山翠竹绿满万山⋯⋯
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生态农庄是百
姓休闲的好地方，人们在这里吃绿色食
品，赏绿水青山，流连忘返。娄底通过绿
色发展，绿了山，清了水，老百姓依托青山
绿水修建的生态农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全市目前通过建设生态农庄带动了
3.8万村民致富。

娄底市水府庙国家湿地公园和新化
县龙湾国家湿地公园如同两颗绿色明珠，
为娄底生态旅游增添秀色。秋天，龙湾湿
地的万亩紫云英盛开，水府湿地成群的白
鹭在碧水青山之间飞翔，让这里成为娄底
市民休闲旅游的首选。水府庙国家湿地
公园岛屿星罗棋布，水清、山静、石奇，构
成一幅美妙的生态图。龙湾湿地公园人
称“湘中苏杭”，园内绿水依依，翠竹绵绵，
既有“小桥、流水、老屋、古树”的山村气
息，又有“江风、竹影、渔歌”的水乡韵味。

截至目前，娄底市林地面积达 616.5
万亩，森林覆盖率 50.21%，活立木蓄积量
1389.38 万立方米，森林资源保持稳步增
长。通过造林绿化，娄底城乡尽染绿色，
生机盎然，空气质量、居住环境均得到了
大幅提升。娄底荣获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卫生城市等称号，“城在林中、人在绿
中”的良好环境更让娄底收获了“绿色明
珠”美誉。

进入琼海，有种城市被雨水洗过的清
新感，一个个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风情小
镇，一条条散发着热带风情的景观带将城
市和乡村连成一体。在琼海，城市和乡村
的边界难以区分，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和
谐共存。截至目前，琼海市建成文明生态
村 1857 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 70%，有
8 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发现，琼海市文明生态村不是
简单的修路、种树、扫地，而是有着“自然
美”，村村有产业，美得有内涵、有底气。

嘉积镇礼都村近两年的变化让人不可
思议。“过去村里脏乱差是出了名的，还没
进村就闻到臭味。”村支书黎文儋说。借着
打造“田园城市·幸福琼海”的东风，琼海市
履行“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
化”的诺言，礼都村 5000 多亩土地成为龙

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一部分，“这 5000 多亩
地不是被征收，地还是村民的，想种什么自
己决定。”黎文儋说，两年间，礼都村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绿道蜿蜒房舍新，千里沃
野荷花香”。

幸福不单单是环境优美，百姓的钱袋
子也是衡量的标尺。两年前，礼都村 5000
多亩土地大都种的是水稻，“一亩地产大米
800 斤，每斤卖 1.5 元，一年挣不了几个
钱。”黎文儋说。如今，礼都村村民的产业
路子宽了许多：大棚瓜菜、兰花基地、莲花
基地、草莓基地，“五彩水稻种在地里是个
景观，吸引游客观光，丰收后一斤卖到 28
元，还供不应求。再拿村里传统种植的草
莓来说，以前卖 10 元一斤就是不错了，现
在开展采摘活动，一斤能卖到 25 元。”村民
王才俊说。

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是农民田园、市
民公园、游客乐园，同时也是农业和旅游业
融合发展的平台。琼海鼓励引导龙寿洋及
周边村庄农民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打造具有现代农业产业功能、旅游
功能、休闲功能和运动功能的综合体。农
民由单一生产性收入转为经营性、财产性、
工资性、生产性四项收入。

每到一个村，总会有游客的身影，这是
打造“田园城市”为百姓带来的实惠，礼都
村办起 3 家农家乐、两家咖啡屋以及文化
室；博鳌镇美雅村的农家乐月收入超过 10
万元。美丽乡村建设让琼海农民不仅有宜
居环境，还实现了不离土、不离乡的就业、
创业。两年来，全市返乡就业近 4万人。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依托特色
小镇和文明生态村建设，琼海乡村旅游活

力迸发，潭门、万泉、塔洋 3 镇 2014 年新建
铺面 230 多间，铺面租金数倍地增长；潭门
镇黄金周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 3 万人
次，2014 年接待游客 245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13%。

“我们建设美丽乡村，就是在描绘一
幅美丽的山水画。一个个小镇就像一颗颗
珍珠，以各种优美的姿态、优雅的风情镶
嵌在美丽田园之中，一片片美丽的村庄散
落在小镇四周，一间间质朴的民居掩映在
绿荫之下，一条条绿道将城市、小镇和村
庄连成一体，使城乡边界越来越模糊、城
乡生活品质越来越接近、城乡百姓幸福指
数越来越提升。百姓和游客都说，美丽乡
村建设使琼海成为百姓的幸福家园，成为
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琼海市委书记符
宣朝说。

海南琼海：

自 然 美 常 驻 乡 间
本报记者 何 伟

工 业 重 镇 重 现 蓝 天 白 云
——湖南娄底的转型实践

本报记者 刘 麟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这里山清水
秀，空气清新，村民热情好客，让我们这些
从喧嚣的大城市里来的人体验到了不一样
的安逸和宁静。”北京游客王先生说。

11 月上旬，《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河北
省昌黎县葡萄沟景区，虽然天气已经开始
寒冷，但仍然有不少北京、天津、山东等地
的游客到此观赏这里的生态美景，品尝葡
萄美酒，这里就是海滨旅游城市秦皇岛的
一张四 A 级亮丽名片——葡萄沟。

在葡萄沟景区所在地西山场村的村民
中心里，村支书记赵海春告诉记者：“西山
场村是依一条大山深处的大沙河岸而建的
小山村，常住农户 125 户 450 人，耕地面积
165 亩。以前由于村庄耕地少，土壤贫瘠，
村里面貌相对落后，村民生活十分艰苦。”

为改变落后的村庄面貌，西山场村
村民结合山区特点开始在自家房前屋后
种植葡萄，既美化环境又有了收入。环
境的改变和收入的增加更加激起了村民
们的信心，他们不再满足于在自家庭院
搞种植，纷纷将山间沟壑里荒芜多年的
土地开垦成梯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地方见缝插针地种植葡萄。久而久之，
西山场村形成了一道道、一层层用葡萄
架织就的翠绿天篷。

由于山区缺水，葡萄产量不高。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昌黎县在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支持的基础上，发动村民出工出劳修建
集雨水窖和蓄水塘坝。赵海春说：“目前村
里已经兴建小型集雨塘坝四道，蓄水面积
5000 平方米。村民们还自筹资金修建了

集雨水窖 300 座，蓄水量基本满足山场灌
溉需求。”村民王英祥家里有 7 亩多葡萄
地，建了 5 座水窖，一次的蓄水量能达到
500 立方米，充足的灌溉使得葡萄长势很
好，每亩葡萄的产量能达到 2000 至 2500
公斤，按每公斤 7 元的价格计算，一年下来
每亩地纯收入能达到 1万多元。

从葡萄地出来，记者走进一处农家乐，
别致的小楼里打理得干干净净，房间内空
调、电视、热水器等设施一应俱全。女主人
马凤伟说：“村里环境好了，游客越来越多
了，我家开了农家乐，还做葡萄酒，建酒窖，
收入年年增加，日子越过越红火！”

她家开办的翡翠轩饭庄是村里最早的
农家乐之一，10 年间已颇具规模，接待
能力达到 100人。从餐饮、住宿、采摘到

品酒、卖酒，翡翠轩的农家乐内容不断丰
富。让马凤伟没想到的是，最初只是自家
酿造供自家饮用的酒，如今竟受到了游客
的欢迎。她家的自酿葡萄酒产量从最初的
一年三五斤，扩大到现在的 4000 多斤。
为了更好地储存这些红酒，她家还建成了
葡萄沟第一个家庭酒窖，不但存酒，更成
为了游客参观、品酒的好去处。

优雅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农业生态景
观，使葡萄沟成为全国有名的农业旅游示
范点、河北省 30 家乡村旅游景点之一。全
村葡萄种植面积达 600 余亩，大樱桃、核
桃 、梨 等 果 树 面 积 达 150 亩 ，林 地 面 积
9000 亩，森林覆盖率 95%，每年接待来此
踏青赏花、观景摘果的游客达 40 万人次。
当地农民人均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河北昌黎西山场村：

醉 在 葡 园 不 思 归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刘艳丽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 石晶报道：青海格尔木
市日前举行了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开园仪式，
自 2014 年格尔木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申报成功
后，经过近一年的准备，该地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
园网络成员。

“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的世界地质公园。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是
开放式的地质公园，没有景区也没有门票，今后需
要发展旅游产业和完善旅游设施带动就业、增强城
市的软实力。”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赵志中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面积 7033 平方公里，与

国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接壤，是青藏高原生态
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格尔木市市长吴天晓
说，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沿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两
线分布，由西王母瑶池、西大滩、东大滩和南山口
四部分组成，自然景观古朴，科学研究价值极高，
2011 年昆仑山口 8.1 级大地震遗留的地震裂缝是迄
今为止国内震级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地震遗址。这
里也是昆仑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风光秀丽的高原风
光和独特的高原生态系统，形成了集科学研究、科
学普及、登山探险、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风景胜地。

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揭牌

江西省崇仁县三山乡三山村村民黄树贵正在采

摘油茶籽。近年来，该县发展油茶林面积达 35 万

亩，年产油茶籽 1700 万公斤、茶油 400 万公斤，油茶

产业直接受益农户达 5万户。 陈胜孙摄

江西崇仁油茶产业生态富民

图为蓝天白云

下的湖南娄底市体

育中心全景。

严伯霖摄

如若不是刚从垃圾填埋
场探访回来，记者不会想到
那里竟是这番景象——几座
小山般的垃圾胡乱堆放着，
离好几里路，一股恶臭便迎
面扑来。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
分会秘书长郭云高告诉 《经
济日报》 记者，垃圾填埋不
仅占地面积大，降解过程可
长达百年，而且生活垃圾中
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有机
污染物及重金属等，如果不
采取严密的防渗措施，地下
水 和 土 壤 极 易 受 到 污 染 。

“一旦碰到下雨天，污水横
流，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而 走 进 光 大 环 保 能 源
（南京） 有限公司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园区，却见绿
树茵茵，流水潺潺，空气中
微风裹挟着泥土的清香不时
吹来。记者来到垃圾焚烧作
业楼。一个数十米深的池子
内，刚运来的垃圾、已经发
酵的垃圾分区域放置，上空
一个机械手在控制室工作人
员的操作下不时抓起垃圾、
抛下。虽然只隔了一块玻
璃，却没有闻到丝毫异味。“垃圾坑、卸料大厅采
取了密闭、负压等方式，臭气送到焚烧炉焚烧，同
时设置一套除臭应急装置。”现场工作人员说。

每天收集的垃圾通过专用运输车送到垃圾焚烧
厂，过磅称重后卸入这个密闭的垃圾坑，开启 5 至
7 天的厌氧发酵模式。待垃圾经过厌氧发酵已经变
得相对干燥，再送进焚烧炉内充分燃烧。在此过程
中，为了防止垃圾堆放时渗滤液渗到地下，储坑底
部设有垃圾渗滤液收集系统，通过管道送至厂内的
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用来养鱼、
种花等，循环使用。

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渣、废气怎么办？光大环保
能源(南京)有限公司王荣涛副总经理告诉记者，垃
圾焚烧产生的烟气含多种污染物，通过烟气净化处
理设施，达标排放；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微小颗粒，
经稳定化处理后送至填埋场安全填埋；垃圾焚烧后
剩余的固体残渣，经综合处理可制混凝土砖块，用
于道路修建等，实现资源化利用。

对于公众最关心的二恶英问题，王荣涛说，在
垃圾焚烧炉 850℃以上的高温环境中二恶英会完全
分解；之后，烟气处理系统的冷却塔会将高温烟气
急速冷却，避免二恶英二次合成；最后，在烟道内
喷入活性炭，吸附二恶英。“根据欧盟 2000 的环
保标准，二恶英的排放标准为 0.1 纳克/立方米，
光大 （南京） 垃圾焚烧电厂二恶英的排放量比这个
标准还要低。”

截至 2015 年 6 月，光大 （南京） 垃圾焚烧电
厂累计接收生活垃圾 94 万吨，入炉 71 万吨，发电
3.14 亿千瓦时，综合利用炉渣 15.39 万吨。不过，
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并不乐观，垃圾焚
烧产生有害物质成为公众担心的焦点问题。“老百
姓希望垃圾焚烧闻不着味、看不见烟，感觉不到危
害，环境优美。”郭云高期待越来越多的垃圾焚烧
发电企业敞开大门，真诚与百姓沟通，避免“邻
避”现象的发生。

垃圾焚烧探访记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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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