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寸土寸金的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生
态软件园，隐藏着数十块相互“打架”
的地。城乡规划中的建设用地，在国土
规划中是耕地，在林业规划中是林地，
挨着水库的是水利用地，最终结果是，
这数十块土地闲置着，谁也不敢动。一

“动”就“打架”。
这种情况在去年海南实施“多规合

一”之后发生了变化。澄迈县老城软件园
有了新版本的规划：红、黄、橙、绿等颜色
清晰地标示出各个区域、地块的用途，商
业用地、工业用地以及水、电、路、气、光纤

“五网”配套设施线路，一目了然。“商业活
动就进驻商业用地、工业就进工业区，每
个地块多大面积，地价多少，清清楚楚，各
部门只需要按照流程办理手续就可以了，
不仅方便了企业，也为我们的工作节省时
间。”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软件园
协调办主任伍岳说。

2015 年 6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同意海南省就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
利用规划等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海南成为全国惟一的省域“多规合
一”试点省份。

如今，“多规合一”在海南试点实施已
近一年，效果初步显现。

扫清发展“绊脚石”

“多规合一”最重要的是规划。去年
底，《海南省总体规划》在人们的期盼中出
台，这份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任何项目、任
何权力都必须服从规划。

翻开《海南省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
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海洋功能区划以及生态保
护红线规划清清楚楚，让人一目了然，这被
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称之为“一张蓝图”，
海南要借助这张蓝图，坚决打破行政壁垒，
摒弃部门利益，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

这张蓝图的作用在哪里？“‘多规合
一’这张蓝图首先解决了各种规划交叉、
冲突、打架的问题。”海南省发改委副主任
朱华友说。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部门
壁垒，很多规划自成体系但又相互冲撞。

海南省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因“规划
打架”烦恼不已。“‘十二五’时期全县有各
种规划 71 个，互相牵制，互相重叠，不仅
导致很多项目难以落地，也影响了生态保
护。”杨思涛说。

杨思涛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污水处理
厂落地的案例。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
美宁村10年前还是个荒岛。随着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口市政府整体向西迁
移，商业地产一下子火了起来，但是这里
没有污水管道，生活污水都只能乱排或偷
排进海。

2011 年，县里立项在这里建设污水
处理厂，但是 3 年多过去了，项目仍没有
动工。项目从城乡规划上没问题，可是要
经过土地规划中的农田，还有二三十亩林

地。“就这一个项目，要经过县委、县政府
协调，发改委、国土、住建、林业、环保、海
洋及所经过的村镇参与，一开会就要来十
几个部门。”杨思涛说。

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澄迈县，海南省
梳理发现，全省各种土地、林地、建设、海
洋等规划的重叠图斑 127.9 万块，面积达
1587平方公里。每天因“规划”而打架的
事多如牛毛。

“多规合一推动资源节约利用和产业
集聚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利用效率。”海
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说。三亚
市原有 70 多个规划，经过绘制“一张蓝
图”，挖潜“有规划却无法利用”的土地资
源近50平方公里。

划定三条“高压线”

海南省制定的“一张蓝图”以“严守
生态底线”为原则，确定了生态保护和
资源消耗的控制性目标，强化生态环境
指标约束，划定“三条高压线”，做到保
护生态环境“一把尺”。这也意味着，任
何项目触及这“三条高压线”，就不符合
规划。

海南省经过调查划定了生态保护红
线 。 确 定 全 省 陆 域 生 态 红 线 面 积 达
11535 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总面积的
33.6%，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总面积
达 3021.1 平方公里，占近岸海域面积
12.7%。划定资源消耗上线。全省耕地

保有量 1077 万亩，约占全省陆域总面
积的 21.2%，永久基本农田保有量 940
万亩，约占全省陆域总面积的 18.5%；
全省林地保有量 3165 万亩，约占全省
陆域总面积的 62.2%；全省自然岸线保
有率达到 60%以上，自然岸段保有量达
到 40%以上。划定环境质量底线。提出
到 2020 年、2030 年，确保全省空气质
量水平不降低，逐步消除城市水体劣Ⅴ
类、Ⅴ类水质，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达
95%以上。

在海南核心生态保护区，村里想要发
展旅游业是一件难事。“政府各部门谁都
不敢同意这种事，生怕触碰底线，原因是
没有可依据的规划材料。”海南省琼中县
一位村官告诉记者。

如今，按照“一张蓝图”的要求，不属
于触及生态红线的项目就可以按照正常
手续报批。“一张蓝图”出台后，海南中部
许多市县“热闹”起来，以前不敢建设的旅
游配套设施，例如游客中心、公共厕所等
项目都开始建设。

不仅如此，“一张蓝图”也为海南产业
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朱华友说，海南确
定了全省优先发展的 12 大重点产业，依
靠“多规合一”产生的改革动力，多元化的
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海南以生态红线为基础，改变过去以
市县为单位设立园区的做法，统筹谋划旅
游园区、高新技术及信息产业园区等 6类
24个省级产业园区，能耗低、效益高的新

兴产业聚集态势初显。

简化行政审批

虽然经过四轮清理，海南省级行政审
批事项瘦身近80%，但项目审批环节和流
程繁琐、评估评审多等问题仍然突出。“多
规合一”让行政审批进一步“瘦身”成为可
能。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静说，海
南在园区“多规合一”中试行“规划代替立
项”，以整个园区的评估评审代替单个项
目的评估评审。

以海南 3 个“多规合一”试点园区之
一的澄迈老城生态软件园为例，海南对
7.1平方公里的园区一揽子做好总规和控
规，并对区域进行一次性整体审批。这意
味着只要符合园区的总体规划，企业的单
个项目不用再开展立项审批和项目评估
评审。短短几个月时间，在 3个试点园区
中，海南生态软件园新入驻近 200 个项
目，博鳌乐城国际医疗先行试验区动工
14 个项目，海口美安科技新城动工 12 个
项目。

“按照‘一张蓝图’的相关规划，我们
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实行联办、联审、
联批，限时办理，减少或取消审批前置条
件，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为进区企业
提供受理、代办等一站式服务，解除企业
的后顾之忧。”琼海市副市长郑庆智告诉
记者，去年底到现在，共受理了 7个项目，
总投资23.8亿元。

全国惟一省域“多规合一”试点实施已近一年——

海南：城市怎么建“一张图”说了算
本报记者 何 伟

2015年 6月，中央批准海

南成为全国惟一的省域“多规

合一”试点省份，试点已近一

年，海南如何勾画一张规划“蓝

图”，又是如何规避解决规划

“打架”难题的？——

 


对“多规合一”的探索，海口市始于
2013年，名为“四规合一”。目前，海口市
从“四规合一”，到多规衔接，强化科学规
划引领等，力求实现发展目标、空间布局、
土地管制、生态约束的统一，并在演丰、云
龙两个城乡统筹镇墟进行了积极尝试。

与海南省其他市县相比，海口市在
“多规合一”方面有自身特点，突出为“编
审管监四分离”。

“过去各规划是自编、自审，各自的
上级部门主管和相关部门监督。自弹自
唱，缺乏全局性。遇到问题，要么停滞，
要么调规。”海口“多规合一”工作领导小
组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编、审、管、监责
权不清，部分职能工作流于形式，因此行
政效率低下。

海口理顺了管理机制，建立编、审、
管、监分离的“多规合一”管控体系。

在规划编制方面，以“一张蓝图”的
第一层级为例，3 大主要规划均在 GIS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录入城市总体
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相互对
比 3大规划的目标与指标。

在规划审查方面，改组“城市规划委
员会”为“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设立常委
会和专委会。常委会是指建立“多规合
一”的技术顶层机构，内部再增设土规、林
规、环规等专业委员会，负责多规技术审
查；同时，内部增设技术协调机构，专门负
责多规运行中的协调工作，并对接省级多
规合一部门，确保上下衔接。“以此实现对
多种规划的审查和管理，是海口改革中最

具特色的地方。”工作小组认为。
在规划监督方面，分内部监管和外

部监督。内部监管由执行监督委员会完
成职能，外部监督则将海口市人大和政
协纳入了规划监督的组织。

规划学术界专家认为，“多规”真正
要想“合一”，关键在于管理部门需要“合
一”，否则“一张蓝图”依然由多个部门按
照自己部门内的管理办法和标准进行分
头管理，矛盾依然难以从根本上化解。

按照海口“多规合一”改革方案，海口
市规划委员会作为一个管理“一张蓝图”
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机构的整
合，为各成员单位构建了一个沟通的平
台，优化了部门之间的协调过程，迈出了
由“多规合一”促进机构改革的第一步。

海口建立编审管监分离管控体系
本报记者 何 伟

“东方美谷”LOGO 设计全球征集大
赛近日在上海启动。“东方美谷”并不是一
个物理意义上的园区，而是以上海奉贤区
全域为载体的区域性、系统性的综合体，
是上海结合城市发展，探索行业创新转型
发展之路的大胆实践。

杭州湾畔的奉贤是距上海市中心较
远的一个区。有上海最大的海湾国家森
林公园，有中央生态绿地、黄浦江涵养林

带等大型片林，有上海全市最低的 PM2.5
水平和每年 95%以上的空气优良率。

在保持优美生态环境的同时，奉贤近
年来将“产城融合”提升到产业、城市与文
化多元融合的层面，探索以“她经济”的供
给侧改革来创新需求、激活需求,培育打
造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美丽健康产业。据
统计，2015 年，奉贤的美丽健康相关产业
规模以上产值达到 178.3 亿元，贡献税收
18.6亿元。

“东方美谷”以“美丽健康”概念相关
的产品轴、服务轴、产业轴 3 大坐标系构
成“三维立体产业体系”，通过“跨界”以至

“无界”的理念和方式，把总部经济、文化
创意、旅游休闲、电子商务、体育运动、金
融服务、时尚产业、奢侈品等产业整合，形
成一个以美丽健康产业为核心，多种产业
共生共赢的“都市产业生态圈”。

目前，“东方美谷”已集聚了涵盖美容
护肤品、香水、日化用品、保健品、生物医
药等多个门类的产业集群，一条集研发设
计、检测认证、原料采购、生产制造、营销
推广的全产业链已基本形成，未来将拥有
巨大发展潜力。

奉贤区区长庄木弟说，上海是“时尚
之都”，奉贤有美丽健康产业的优良基础，

上海的交通便利优势，辐射长三角的区
位、人口、消费优势，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以
化妆品产业为主导，集体验中心、发布、展
示、交易以及产业基金等为一体的健康美
丽产业联盟，让所有落户企业都能在“东
方美谷”找到合适的位置，成为“东方美
谷”的一部分。

据介绍，奉贤正加快“东方美谷”相关
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完善工作。未来奉贤
还将推进“一个美丽健康平台、一个生产
服务类产业园区以及线上和线下多渠道
营销业务”的建设，为落户企业从研发到
销售提供“一揽子”服务。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

个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

国 家 大 剧 院 ， 就 是 不

少人爱上北京的理由。导

演、演员、观众⋯⋯每个

人对这里的感受不同，期

待 各 异 。 走 进 国 家 大 剧

院，记者逐渐从观众转变

为观察者，听到了很多不

为人知的故事，看到了一

个“不一样的大剧院”。

还 记 得 2010 年 来 京 的

郑时雨，他热爱音乐、喜欢歌

剧，是大剧院的“铁杆粉丝”，

攒了厚厚一摞观演的票根。

“我喜欢旅游，也去过一些世

界知名的剧院。我觉得，一

个剧院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文

化载体。在北京，我能看到

很多好的演出，很多名团名

家在这里登台。出差到外地

时，有时我也想看一场高水

平的演出，但与国家大剧院

的水平还有差距，这让我想

尽快回到北京，大剧院就像

我的家。”

还记得一对来自丹麦的

留学生，他们走过世界上的

很多国家，现在在北京学中

文，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专

门到国家大剧院来参观。他

们告诉我，中国有许多名胜

古迹，北京对他们很有吸引

力，大剧院的建筑和设施非

常完善，是国外年轻人都想

来看看的地方。他们憧憬着

自己的未来，他们的未来希望与中国有关。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有的风光如画，有的历

史厚重，有的舒适安逸。这些优势有的可以复制，有的则

不能复制。文化，是一个城市所独有、独到、独特的优势，

因其不可复制，更显得弥足珍贵。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有了繁荣的文化艺术演出，有了长期对艺术普及教育的

坚守，有了对创作文艺精品的执著，文化地标才能活起

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建设大剧院、博物馆、文

化馆，国家大剧院的发展启示我们，只有硬件软件都精

彩，才能让文化成为人们爱上城市的理由。

文化

，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

王

晋

未来，海南海岸线200米范围内将成为保护区，城市各项用地都将有规可依。图为海南海岸线旁的酒店。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杭州湾畔崛起“东方美谷”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山东半岛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城市群，是山东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区域。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批复同意
济南、青岛(含青岛西海岸片区)、淄博、潍坊、烟台、威海
等 6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山东半岛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经济日报》记者从山东省科技厅获悉，这次
获批的 6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的济南、青岛
等 6 市，以全省约 40%的面积和人口，贡献了全省 54%的
GDP、集聚了 75%以上的科教资源、实现了 70%以上的
进出口产值。这些城市在多年的发展中，探索形成了区
域性中心城市、沿海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 3 类典型发展
模式。济南、青岛等 6 大国家高新区以及青岛西海岸新
区作为地方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已形成产业基
础深厚、创新活动频繁、体制机制灵活等诸多优势。

据悉，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以蓝色经济
引领转型升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战略定位，充分发挥
山东半岛地区的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全面提升区域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结合各高新区实际，突出特色、错位发展，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努力把山东
半岛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样板区、创新创
业生态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双向融入“一带一
路”试验区。

山东省科学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海波认为：“山
东半岛创新自主示范区建设，突出特点是６区的联动、协
调、协同发展，通过平台、人才、政策的共享，打造一大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业集群，将有力地推动山东半
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据悉，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打造“四区一
中心”，实现示范区功能布局和主导产业的错位、协同发
展。济南打造面向深海数据传输、海洋卫星通讯、环境协
同观测的信息产业集群。青岛（含西海岸片区）发展面向
高端海工装备、高技术船舶、航运物流领域的重点产业。
潍坊在壮大光电和动力机械产业方面集中发力。烟台重
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淄
博和威海则培育壮大新材料产业研发和产业高地。

创新串起山东半岛城市群
本报记者 单保江

近日，湖南长沙梅溪湖城市岛双螺旋观景平台主体

完工，目前，施工方正进行内部安装和外部装饰工作，预

计于 2016 年 7 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观景平台建成

后，游客能欣赏到梅溪湖以及周边的全景风貌。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