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榕城福州在标准排名研究院的
大数据“2015 年度中国最美好城市”榜
单上位列第三名，获评“五星美好城市”。

“ 我 们 去 哪 里 呼 吸 ？ 我 们 去 哪 里 上
学？我们去哪里旅行？”标准排名研究院
在发布中国最美好城市排名时，其中有这
样的表述。据标准排名网站介绍，标准排
名研究院是一个专注于评级与评价的研究
机构，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信息服
务商。

“我们去哪里呼吸？”在福州，在春节
黄金周期间，已有上百万的市民用“到绿
色慢行道走一圈”来回答这个问题。据当
地媒体称，一到周末或节假日，每天都有
数万市民涌向金牛山“福道”和金鸡山

“揽城步道”漫行，享受健康新生活。
李家华是铁杆的步行爱好者，他非常

关注福州市慢道系统建设。春节前，他从
当地报纸得到消息，福州金牛山公园至左
海的“福道”先期 3.7 公里已经建成试开
放，李家华迫不及待地召集全家直奔目的
地。哇，人流如潮！与李家华一样前来

“尝鲜”的市民不少。
试开放的“福道”金牛山体育公园段

长 3.7 公里，走完全程约要 1.5 个小时。李
家华观察到，“福道”宽阔平坦，采用钢
架镂空设计，桥面铺设透明格栅板，板之
间留下约 1.5 厘米的缝隙，既不影响行
人、轮椅通行，又可让下方的植物呼吸新
鲜空气，享受充足阳光。行走于“福道”

之上，穿行于森林之间，能真切地感受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

“绿道非常适合慢走，因为整条‘福
道’坡度不大，比登山轻松多了，老少均
适宜行走。”李家华一家沿着“福道”前
行，沿途经过杜鹃谷、庇荫阁、月崖桥、
悬挑平台等景点，最后来到山顶的玻璃
桥，远眺城区和闽江，城市的万千景色扑
面而来。李家华感叹“福道”修得好，又
为福州市民增添了一个“慢行”好去处。

据福州市园林部门负责人介绍，“福
道”总长 19 公里，主轴线 6.3 公里，沿市
区金牛山山脊线，贯穿左海公园、梅峰山
地公园、金牛山体育公园、国光公园，并
连接闽江廊线，自西至东在福州形成一条
横线绿道慢行步道。该“福道”的设计团
队有来自新加坡的设计师，也有福建本土
的设计师。“福道”有不少“之”字形的
设计，每 16 米，坡度才上升 1 米，所以适
合轻松漫步。又因为采用了钢结构镂空步
道，所以透光透水性好，步道下的植物也
保留了不错的生长环境。公园步道建设指
挥部负责人表示，悬空步道两侧都是原生

态的树林，有橄榄树、龙眼树、相思树等
生长了十几年的大树。建设“福道”时，
很少从外引进大树，只是对原生态树林进
行点缀和整理。从去年 5 月开始，建设方
还在公园里陆续安装了百余个鸟巢，除了
有给鸟类提供居所，还能让游客特别是孩
子们关注到树林生态。待到 2016 年全线
19公里步道贯通之时，步道全线的树林也
将连成一片，游客漫步时不仅有树荫随
行，还将欣赏到鸟语花香的美景。

早在 2012 年，福建省住建部门就组
织编制了 《福建省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
和 《福建省绿道规划、设计、建设技术导
则》，提出将在全省规划建设“绿道网”，
把城市的主要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住区的观赏走
道、登山道、自行车道、步行道都串联起
来，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复合
型、网络式的区域绿道网络系统，供市民
开展慢跑、散步、骑车、垂钓等户外活
动。随后，福建省住建部门又出台了 《福
建省绿道规划建设标准》，将“绿道”建
设分为都市型、郊野型、生态型三类。同

时，对各类绿道慢行系统的设置作出了具
体细化要求。为此，福州市迅速启动了 8
条绿色景观廊道的规划，包括建设淮安—
金山寺绿道、左海—象山—后县山—金牛
山绿道、西湖—卧湖路—元帅路—三坊七
巷慢道和温泉公园-金鸡山公园揽城步道
等绿道慢行网络系统。

从 2012 年起，福州市就通过对城区
内 75 条河道进行整治修复，建成了近百
公里的滨河步道；2014 年，福州市启动
了 近 7 公 里 长 的 金 鸡 山 揽 城 步 道 建 设 ；
同年，总长达 60 公里的南台岛环岛慢道
开始建设。截至 2015 年底，福州市区已
建 成 城 市 绿 道 逾 180 公 里 。 在 闽 江 北
岸，“一横一纵”骨架步行通廊基本建
成；在闽江南岸，60公里的环岛滨江休闲
慢道正不断向两边延伸，即将全线连接
闭合。

山水之间，绿道蜿蜒。市民们健身养
生、休闲度假有了好去处。福州人的快乐

“慢生活”随着绿道的不断建设而延展，
绿道“粉丝”与日俱增，众多旅游者也欣
然而至。有福之州，因绿道而更加亮丽！

2015 年 12 月 23 日，历经半个多世纪
的杭钢集团半山基地正式关停。

杭钢、杭氧、杭锅、杭棉⋯⋯杭州市拱
墅区当年的几个工业大厂，占据全市经济
的半壁江山，集聚主城区 60%的工业产
值。曾经的拱墅，厂房林立、机器轰鸣、滚
滚白烟，每天上万人出入各大厂区。

如今，鼎盛的工业人潮早已退去，一
间间旧式厂房住进了“环保”的文创、商贸
企业，这个杭州老工业的主要集聚地，正
向着“天蓝、地绿、水清、景美”的生态新城
迈进。

从老厂房到文创基地

地处千年古运河最南端的拱墅区，是
杭州工业的摇篮，城北更是杭州轻纺、工
业、化工、重机等近现代工业及仓储的主要
分布区。数据显示，2007 年，拱墅区废水、
废气排放量占杭州市区七成以上，空气优
良天数在主城区最低。

面对工业时代的环境危机，拱墅区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综合
整治。2007 年以来，拱墅大力实施“退二
进三”“腾笼换鸟”战略，累计搬迁了 516 家
工业企业。

以 GDP 换蓝天，拱墅亮出了绿色账
单：去年 1 至 11 月，全区环境空气优良率
达到 62.9%，同比上升 10.5％。PM2.5 平均
浓度为 60.2ug/m3，同比下降 14.9%。大
气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大量工业企业的搬迁关停，遗留
下大量闲置的老厂房。而包豪斯风格的厂
区，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修缮改建，成为工业
遗存保护区。车间里的钢铁扶手、楼梯，锈
迹斑斑的机器、工业管道还在，却少了一些

“工业味”，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创意工作
台，一个个转型升级后的新产业。国际时
装周、ADM 生活创新展⋯⋯旧式厂房里，
一股新的气息正在涌动。

昔 日 的 老 化 纤 厂 ， 化 身 文 创 基 地
“LOFT49”；长征化工厂的旧址上，崛起
了“西岸国际艺术区”；曾经的船坞修理

厂 ， 建 起 了 创 意 生 活 体 验 点 “ 浙 窑 陶
艺”；与北京南新仓并称为“天下粮仓”
的“富义仓”，则变身文创园，进驻 10 余
家文化创意企业。如今，拱墅文创产业已
有“一园十三区”，近 5 年来主营业务收
入年均增长 20%。

“夕阳厂房嫁接上朝阳产业”，由此，运
河两岸实现了由老工业区向文创新城的华
丽转身。

从一株藤到满城绿

在半山脚下的田园社区，离老厂房不
远处，茂密的常青藤和凌霄花藤爬满墙壁，
小径旁、凉亭下，随处可见倾泻而下的“绿
色瀑布”。

田园社区原本是个老小区，毗邻杭州
钢铁厂，这里没有停车位，绿化也一直上不
去，夏天无处纳凉、秋天灰尘漫天。2005
年起，田园社区在居民金德意的带动下，开
始“向空中要绿色”，用垂直绿化来弥补平
地绿化的不足。

在寸土寸金的杭州，“垂直绿化”有着
很大的实用价值。2007 年开始，社区把这
种环保行为变成了“植藤节”，通过向周边
市民赠送藤苗的方式，推广垂直绿化。目
前，植藤节已累计种植垂直绿化带 6500多

米，种植藤苗 25000 棵，送出凌霄藤 12 万
株。去年 3 月，社区还建了一条 200 米垂
直绿化样板——“爱情隧道”。

这份来自民间的正能量，引起了政府
部门的关注。2013 年，拱墅区出台《推进
垂直绿化实施意见》。仅一年多时间，全区
就超额完成三年种植 30 万株藤的目标，累
计种植藤本植物超 40 万株。大关公园、运
河天地、小河直街⋯⋯走进拱墅区垂直绿
化特色示范点，40 万株绿色植物带来的浓
浓绿意，让人深深陶醉。

从一个人种绿，到一个社区种绿，进而
全区种绿。满城绿，是拱墅区的生态心愿。

从社区公园到城市绿肺

山脚下，满城藤植郁郁葱葱；山顶上，
满山树叶激活“绿肺”。

半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杭城北部，
与 西 湖 、 西 溪 并 列 为 杭 州 三 大 生 态 支
撑。2013 年，公园被命名为“全国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成为杭州首个双“国字
号 ” 森 林 公 园 。 公 园 内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90.1%，空气负离子含量平均 4000 个/
立方厘米，现在俨然成为杭州主城区的
森林氧吧。

可在 30 年前，半山公园还只是一个偏

居 一 隅 的 社 区 公 园 ，占 地 仅 11.5 公 顷 。
2007 年开始扩建工程，经历了八年有序开
发，如今已贯通半山、龙山、虎山三大公园，
总面积扩大到 172 公顷，各级游步道总长
23公里。

“半山森林公园建设共分为三个阶段，
在建设中坚持‘最大保护、最小干预’原
则。”拱墅区住建局副局长杨向荣说，建设
投入近 4 个亿，力求还原幽、野、静、雅的渔
樵耕读式田园生活氛围。建设工程多次获
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绿化工程
奖”和省、市金奖。

除了景美，半山的优势更在人文积
淀的深厚。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
阮元、郁达夫等历代文人雅士都曾留下
与 半 山 有 关 的 诗 词 、 曲 赋 、 游 记 和 山
志。结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拱墅区
从 2012 年起，每年举办半山立夏节活
动，延续民间的尝乌饭、立夏称人等传
统；2013 年 10 月 13 日，又举办“重阳
雅 集 ” 活 动 ， 意 在 仿 效 古 人 之 登 高 畅
怀，以茶会友。

截至目前，公园年接待人数已突破
100 万人次，节假日单日最高量突破 3 万
人次。在半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民情民意
调查中，居民对半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满意
度高达 99%。

从老工业区迈向生态新城
——杭州市拱墅区谋求绿色转型记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徐燕飞

半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杭城北部，公园内森林覆盖率达 90.1%,与西湖、西溪并列为杭州三大生态支撑。 本报记者 黄 平摄

“绿道网”开启健康新生活——

“有福之州”添“福道”
本报记者 陈 煜

编者按 所谓“绿道（Green-

way）”,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

通常沿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

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内设可供

行人和骑行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

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住

区等，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自

然、历史文化资源，并为居民提供充

足游憩和交往的空间系统。

福州“福道”总

长 19 公里，主轴线

6.3 公里，自西至东

形成一条慢行步道。

图为市民在“福道”

上漫步。

本报记者

陈 煜摄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通讯员魏静报道：记
者日前从吉林省林业厅获悉，吉林省森林每年产
生的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7935.44 亿元，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2000.95 亿元。这标志着，
吉林省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明显增强，林业生态保
障功能显著提高。

从 2011 年开始，吉林省林业厅组织吉林省林
科院与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网络管理中心
等单位合作完成了第一次《吉林省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及其效益评估》报告。2015 年，利用已
有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第二次从物质量和价值
量两个方面系统评价了吉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此次发布的是第二次评估结果。

报告显示，2011 年以来吉林省森林每年的生
态服务功能总价值为 7935.44 亿元，相当于 2014
年吉林省 GDP 的 57.5%。吉林省的每公顷森林，
每年提供的价值平均为 9.39 万元。在 8 项森林生
态服务功能价值的贡献之中，其从大到小的顺序
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土
壤、净化大气环境、林木积累营养物质、森林游憩
和森林防护，与 2011 年的第一次评估相比，其中
７项数值都有明显增长。

相关报告显示：

吉林森林生态

保障功能显著提高

春日里，河南社旗县赊店古镇景色如画。赊

店古镇妖娆娇嫩的桃花与恢弘壮丽的山陕会馆相

映成趣，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李 崇摄

河南赊店古镇春意浓

“把生活垃圾投放进机
器，加入特制的生物催化剂，
几个小时后，出来的便是有
机肥。”3 月 7 日上午，在山东
省胶州市首个资源化垃圾处
理项目施工现场，胶州市建
设局工作人员高国绪告诉记
者，此项目采用仿生实时处
理技术，可将垃圾变成多种
再生物质以及有机肥料。吃
进去垃圾，吐出来肥料，因此
被形象地称为“工业胃”。

所谓的“工业胃”，是科
研人员从动物胃的消化分解
原理中得到启发，将“仿生技
术”应用到了垃圾处理，是一
种严格区别于卫生填埋、堆
肥发酵、焚烧发电等处理城
市垃圾的理想方式。“它通过
特殊设计的四级垃圾分选工
艺流程，实现了垃圾的高资
源化利用。”现场的技术人员
王瑞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工业胃”
项目由上海德兆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出资 2.7亿元建设，选
址在原胶州市生活垃圾处理
厂区院内，一号车间为垃圾
分选及“工业胃”车间，建筑
面积 20000 平方米；二号车
间为制肥车间，建筑面积 6600 平方米，设计运行
期限30年。

“项目建成后，每日 800 吨的‘消化’能力，可
完全满足胶州市城乡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要
求。”高国绪告诉记者，垃圾处理过程全封闭运行，
使得恶臭气体、渗液、噪音得到有效处理和控制，
不产生二次污染影响。同时，回收利用让垃圾变
废为宝，分拣的各类资源和日产 200吨的有机肥，
也将为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

据介绍，运送到垃圾处理厂的生活垃圾，经一
级机械手分选后，首先会将大件可燃物和不可燃
物分离，其中可燃物将制成燃料棒或重油。然后
通过水选、多级磁选、振动筛分、滚筒筛分、风力筛
分、破袋破碎等二级物理分选，其中的废纸、塑料、
金属、橡胶等被回收利用，而建筑废料及灰渣石则
用于填埋或制成免烧砖。

“经过前两步分选后，垃圾回收利用率可达到
95%以上，剩下的物质将通过工业胃三级分选以
及烘干、筛分、重金属脱离等四级分选，最后配料
制肥。”王瑞说，前三步分选发生在垃圾分选及“工
业胃”车间，第四步将在制肥车间采用高温高压水
解处理系统完成。

在“制肥”车间里，经过对垃圾进行自动多级
彻底的分选后，最后剩下的易腐有机物通过高温
高压水解处理，使垃圾中的有机质迅速分解消化、
转化为植物可吸收的小分子有机物，再通过配比
一定量氮磷钾元素，生产出可以用于销售的有机
化肥，从而实现垃圾的全消化、零排放。

据悉，该项目 2015 年 9 月 15 日签约落地，同
年11月底开工建设。目前，一号车间已完成土地平
整，二号车间正在进行主体建设，今年 6 月份建成
运行后，可实现周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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