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全国知名的制造业基地，广东
省佛山市在过去 30 多年里以工业化带
动城镇化，从以“桑基鱼塘”为特色的鱼
米之乡，一跃成为地区生产总值超 8000
亿元、城镇化率高达 94.9%、常住人口为
750 万的大城市，并成功跻身于高收入
城市行列。

近日，佛山再次吹响城市治理冲锋
号。“我们要站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高
起点科学谋划城市治理工作，实现佛山
城市发展由城市升级向城市升值，再到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大跨越。”佛山市委书
记鲁毅在城市治理大会上表示。

从“产城人”迈向“城产人”

“她如此干净、整齐、秩序，充满
了活力又处处荡漾着人文关怀，完全可
以与德国任何一座城市比肩。”世界

“500 强”企业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监事
曼弗雷德·科尔伯来到佛山新城后，不
禁发出感叹。

12年前，为积聚中心城区的能量，佛
山市政府在当地东平河南侧规划建设佛
山新城。近年来，借实施城市升级行动
计划的东风，新城建设日益完善，佛山也
借此将对欧洲的合作大门开得更宽。围
绕中欧产业和城镇合作，佛山新城不断
丰富着“产城人”融合的内涵。目前，全
球照明龙头德国欧司朗亚太总部、全球
四大机器人制造商德国库卡公司等中外
行业巨头相继进驻。

作 为 一 座 传 统 制 造 业 城 市 ，佛 山
2011 年以来通过系统谋划，推出了“四
大工程”和“六大城市升级行动”，总投资
超过 2400 亿元，实施了 440 多个升级项
目，城市环境、功能、格局和软实力都得
到了显著提升。

“当前，我市已进入城市引领产业发
展的新阶段。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要
求我们进一步转变城市发展理念，从‘产
城人’融合向‘城产人’融合转变。”鲁毅
表示，下一步，佛山要通过城市功能提质
升级，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集聚高端
产业，吸引高端人才，使城市成为更具推
动力的经济发展引擎。

根据相关部署，佛山将坚持走组团
式城市发展道路，继续实施强中心战略，
做强做优中心城区，加快构建特色鲜明、
分工有序、错位发展、优势突出的“1+2+
5+X”的城镇空间格局（即 1 个市级主中
心、2 个市级副中心、5 个区级中心以及
其他重点镇街）。未来，佛山将高标准、
高水平规划建设和改造 361 平方公里中
心城区，打造成现代化城市核心，形成牵
引发展的龙头。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组
团的功能定位，形成各具特色、协同共进
的组团式现代化大城市新格局。

在城市建设环节，佛山提出既要建
“绿色之城”，力争 2019 年建成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城市，打造天蓝、地绿、水
净的美好家园；同时又要建“文化之城”，
深挖岭南优秀文化资源，科学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推动佛山在“千城一面”的
城市建设中脱颖而出、打响品牌。

毛细血管成治理重点

走进佛山市顺德区逢简村，只见四
面环水、三桥并立，绿树倒映在水面上，
小船在河中穿行，村民在河边洗菜⋯⋯
好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画面，充满着浓郁
的岭南水乡韵味。村里小楼林立，汽车
停放整齐，显示着村民生活的富裕。

在佛山，像逢简村一样实现小康的
村庄为数不少。然而，鲁毅告诉记者：

“我到佛山工作后，走遍了 32 个镇（街），
跑了几十个村落、近 20 个城市社区，发
现城乡发展不平衡、村与村发展不平衡、
社区与社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还很多，
不少村（社区）还存在‘身处城中村、背靠
脏乱差’的情况，离现代化要求还有一定
差距。”因此，佛山此轮城市治理将要以
镇、村为基础，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

“没有镇、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市的现
代化。”

为彻底解决部分村、镇城市面貌落
后的难题，佛山提出要继续推进“百村升
级”行动计划，并向全市所有村（社区）覆
盖，推进古村落活化，串珠成链打造精品
旅游线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
提升。同时，全面改善镇、村的社会管
理，实施“政经分离”“政社分开”改革，进
一步健全村（社区）议事协商民主机制，
促进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共建共治。

在产业发展方面，佛山曾依靠“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的模式带来工业蓬勃发
展。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村级工业
园区的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
级的需要。目前，佛山共有 900 多个村
级工业园区，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高能
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小企业、小作坊。
对此，佛山不断实施“三旧”改造和环境
整治，向优化土地存量要空间，并积极引
进高新技术产业，强化配套设施建设和
服务功能，推动其向高品质、高附加值的
产业园区转变。与此同时，按照“清理淘
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强化监管一批”
的思路，佛山每年将推进 100 个村级工
业园区整治提升，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
耗、安全生产隐患较大的企业准入。

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

日前，在一片机械轰鸣声中，广州地
铁 7 号线西延佛山市顺德区项目正式开
工，顺德人民期盼已久的连通广州的“生
命线”开始建设，这标志着广佛同城化的
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近年来，地处珠三角腹地的佛山在
珠三角一体化、广佛同城化建设方面取
得了成效。随着贵广、南广铁路的开通
以及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建设，佛山又成
为了粤港澳与大西南开放合作的新支点
和珠三角链接辐射大西南的枢纽。

接下来，佛山将进一步落实《广东省
新型城镇化规划》和《珠江三角洲全域空

间规划》的安排，以广佛同城携领珠三角
城市群发展，创新同城化合作机制，主动
对接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南站、南沙港等
三大交通枢纽，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推进区域资源共享，深化各领域合
作，提高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提升城市
群整体竞争力。

佛山还将深化与粤桂黔高铁经济带
乃至泛珠三角区域的全面合作，强化佛
山作为珠三角辐射大西南的“前沿阵地”
和大西南融入珠三角“桥头堡”的支点作
用，进一步增强佛山区域辐射力和影
响力。

事实上，佛山对城市发展的雄心绝
不止于此。“现在国内综合实力靠前的城
市都加快了国际化进程，在激烈的竞争
中，佛山如果不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就
有可能被边缘化。”佛山市市长朱伟告诉
记者，佛山将以国际标准建设一批国际
社区、国际医院、国际学校、国际商务楼
宇，有意识地建设地道的异国餐饮和文
化体育娱乐场所，让境外人士在佛山感
受到家的温暖，以同步国际的生活方式
吸引国际一流人才留在佛山、建设佛山。

当然，衡量一座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不仅要有国际化的硬件环境，更要有国
际化的制度环境。朱伟表示，佛山将依
托中德工业服务区等平台，加快建设与
国际接轨的硬设施和软环境，不断提高
佛山城市国际化水平，推动佛山由一般
的区域性城市向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
转变。

广东佛山：城市向国际化升级
本报记者 庞彩霞

几年前的一天，笔者陪伴 80 多

岁高龄的母亲去医院就诊，大风中站

在北京街头半个多小时也打不到车，

那滋味实在不好受。近些年，老年代

步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

街头巷尾，给许多中老年朋友的出行

带来了方便。笔者想，这下可好了。

不过，媒体也报道了老年代步车

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缺乏统一标准、

存在安全隐患、管理难度大等。有一

些人士呼吁加强管理，甚至要求予以

取缔。既然如此，为何这种代步车仍

受到很多老年人的喜爱？因为这种新

型车辆在性价比方面的确有优势。

同普通小轿车相比，老年代步车

一是价格便宜。一般从几千元到两三

万元不等，保养维修成本也低，老年

人特别是退休人员承受得起。二是体

积小巧，且便于停放。三是动力环保。

绝大多数都使用充电电池，而不是烧

汽油，对环境的影响远低于汽车。四

是操作简单。因为实际上是带壳的电

动车，所以基本上能操作一般电动车

的人就可以操作。

同其他两轮、三轮的人力车、电

动车、电动轮椅相比较，这种代步车

也有许多优势：一是乘坐舒适，可以

遮风挡雨、保暖御寒；二是相对安全，

时速一般低于两轮电动车，且因为有个外壳，在一定程度避

免了“肉包铁”情况下可能对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由于这

些优势，这种代步车很适合一些五六十岁的相对“年轻”的

老年人驾驶，也比较适合于高龄老年人乘坐。

至于发生的一些安全事故和非法经营问题，其他的车

型如三轮车、摩的、私家车也都存在。且各类老年代步车的

质量和坚固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仅从安全性来看，很多代步

车并不比满大街的电动两轮车、电动轮椅、电动滑板、电动

滑轮等更差。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

以，对老年代步车等交通工具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应在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将其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一是在生

产环节加强监管，严格技术标准特别是时速限制，加强抽查

和检验，提高产品质量；二是在流通环节加强控制，防止不

合格车辆进入市场；三是完善资格认证、培训工作，探索牌

照、驾照管理；四是健全交通法规，严禁上快速路，必要时可

借鉴机动车管理办法，实行累计积分制度，依法严格管理。

如果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既不公平也不科学，而且有懒政

嫌疑，关键是未必能够禁得了。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报道：入夏以
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
不少城市发生内涝，市民被迫“看海”。
如果将城市规划建设成海绵型城市，降
下的大部分雨水能够收纳，少雨的时候
又能排出以供利用，城市内涝和地下水
缺乏并存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日前，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
了该省的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都要达
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能收纳 70%以上
的降雨。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郭
风春说，要结合自然地理条件、城市排水
排涝基础和应急管理能力需求，综合采
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通过发
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将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海绵城市建设包括生态水系、绿地系
统、海绵型道路和广场建设、海绵型小区
和单位建设等。按照规划，今年年底前，
河南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要完成建成
区直排污水截污纳管工作，建成 1 条以上
海绵型生态水系；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实
现建成区雨污分流，主要河道完成生态改

造。河南相关部门表示，海绵性生态水系
不能再蓄死水，应结合黑臭水体治理，加
强水系连通，严禁随意侵占填埋水体，逐
步改造渠化河道、修复受损水系。

“目前的城市河渠有不少存在河槽
和河床硬化的现象，致使水体得不到净
化，无法涵养水源，到最后成为死水甚至
臭水。海绵型生态水系，则是通过尽量
接近自然的生态水系，来实现水的循环
流动。”郭风春说。

城市里的绿地不少，但为啥蓄不住
水？专家解释称，这主要是因为绿化带
高于道路的设计，致使绿化带内的雨水
大部分都流到路面上，成为径流流出市
区。“海绵型绿地的建设理念，便是通过
使绿地低于道路水平线，尽量多地蓄积
雨水。今后，河南省各地在建设公园绿
地时，需因地制宜建设小微湿地、雨水花
园、下凹式绿地、植草沟、植被缓冲带、雨
水塘、生态堤岸、生物浮床等，提升公园
绿地对雨水的滞蓄和净化能力。”

按照海绵型城市要求，现有绿地系
统将实施改造。“单位和居住区现有绿地
也要按海绵城市标准改造，每年改造量
不低于现有绿地的 10%；公园绿地每年
改造量不低于现有绿地的 20%。”郭风春

表示，新建公园、绿地将全部达到海绵城
市标准。

记者注意到，河南省各地将建设海
绵型道路和广场。“已建道路和广场可通
过路缘石（俗称路牙子）改造和增加植草
沟、溢流口等方式将道路径流引到绿地
空间。新建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广
场、停车场使用透水铺装，新建广场采用
下沉式布局配套雨水调蓄设施。既有道
路和广场海绵化改造随改造计划实施，
新建城区硬化地面可渗透地面面积不低
于 40%。”郭风春介绍，各类新建住宅小
区和各类大型公共建设项目落实海绵型

城市建设要求，老旧小区改造同步考虑
海绵城市建设。

不仅如此，河南省还鼓励因地制宜
创造各类低影响开发的新模式、新技术，
如在房前屋后建设各类雨水花园、绿色
阳台、微型湿地、屋顶菜园，建设成千上
万的“海绵社区”“海绵校园”“海绵公
园”。

目前，河南省住建、财政、水利等部
门正在全省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工作，已
确定许昌、濮阳等 8 个城市为省级海绵
城市试点，河南省财政将给予专项资金
补助。

别一棍子打死老年代步车

潘

璠

沈阳“见缝插针”缓解停车难
鼓励用闲置“自留地”建设立体停车场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孙福义

△ 叩开对欧产业合作大门的佛山

新城。 （资料图片）

◁ 佛山在推进城市治理中以镇、村

为基础，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图为经

过“活化”改造的佛山市顺德区逢简村。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继去年提出新建 117 处公共停车场之后，为有效缓
解“停车难”，沈阳市日前再出“大招”——鼓励利用自有
用地建设立体停车场。

沈阳市共有约 180 万辆机动车，且每天仍以 600 多
辆的速度递增。但是，中心城区特别是商业街区的用地
非常紧张。沈阳市的停车位仅有 50 多万个，城市规划建
设跟不上汽车保有量的增速。大量的违章停车，加剧了
城市道路的拥堵状况。

与此同时，位于城区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却有大量
“圈”起来的“自留地”闲置着。为破解“停车难”，该市曾
有 50 余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提案，建议停车设施建设要

“见缝插针”。沈阳市政协委员刘波认为：“最有效的办
法，是利用好中心城区的边角地和老旧小区的空地。”

此次出台的政策，主要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
小区及个人利用自有用地建设立体机械式停车设备。沈
阳市建委将提供免费设计及开辟“绿色通道”。沈阳规
定，对利用自有用地设置地上立体停车设备的，可按机械
设备安装管理，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用地、环评、施工
等许可手续，其建筑面积不纳入容积率计算范围。同时，
鼓励利用自有用地，通过租赁、合作经营等方式吸引社会
资金参与立体停车设备建设。

“早就该出台这样的政策了。”沈阳市浑南区昂立软
件园负责人说，他们在政策出台前就开始尝试自主解决
停车“内部矛盾”。

专家介绍，现在的立体机械式停车设备包含智能机
械式、简易设备式、简易自走式等，都在政策支持范围内，
有助于缓解停车难。具体而言，智能机械式停车设备，是
利用地上空间、用来存取储放车辆的智能机械设备系统；
简易设备式停车设备是在地上空间安装简易停车设备；
简易自走式停车设备是利用地上空间，以钢结构为主体，
车辆通过多层停车空间之间衔接通道直接驶入（出）停车
泊位，从而实现车辆停放的停车设备。

沈阳昂立软件园的立体停车场有卷帘式装备，停车

比较方便。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海绵城市的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响
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指的是城市像海绵
一样，遇到有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

“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
地下水、调节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有条
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
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
然”。海绵城市的核心理念是就地解决水

患，而非把水转移到他处。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0月印发《关于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海
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
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小雨不积水、大雨不
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是指导意
见勾画出的未来生态型城市图景。

海 绵 城 市

从被迫“看海”到就地消纳雨水
到2020年，河南省城市建成区20%以上面积将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