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开福区，自古就是商贾云集
之地，但随着城市的发展，长沙城市功能
格局悄然改变，开福区也因客流不足、商
业不旺等趋于沉寂。

潮 宗 街 曾 是 长 沙 最 大 的 一 条“ 米
街”，却只留旧时米店遗址；伍家岭为长
沙四大传统商圈之一，随着传统商贸逐
渐萎缩，一度被称为长沙商圈中的“没落
贵族”；毛家桥曾是长沙首屈一指的水产
市场，因“全长沙最便宜的价格”而受追
捧，但已经关停。

2004 年，开福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仅
有 2 亿元。2005 年，全区 206 家企业中
有 204 家破产改制，数千名职工下岗待
业⋯⋯

然而，到了 2015 年，开福区地方财
政总收入就超过 120 亿元，税收收入在
长沙率先跨过 100 亿元台阶。2016 年，
该区实现地方生产总值 800 亿元，增长
1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3 亿元，
增长 9.5%；固定资产投资 720 亿元，增长
15%；地方财政总收入 133 亿元，增长
11%，其中税收收入 114 亿元，占比达
85.5%，税收总量连续两年居湖南城区
首位。

是什么助推老城区开启幸福之门？

“三金”产业让城区富起来

近年来，开福区利用先天的滨江资
源优势和后发的开放平台优势，调整产
业结构、抓项目稳投资、抓产业稳实体、
抓热点稳消费、抓服务稳市场、抓融资稳
供给、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6 年，开
福区形成了独特的金融、金霞、金鹰“三
金”产业优势。

芙蓉中路近 8 平方公里的金融生态

区，集聚了全国性或省级金融总部机构
59 家、各类金融分支机构和新型金融机
构 300余家，金融业实现税收 38亿元，一
个高效益的区域金融中心正在开福区
崛起。

去年 7 月，地处开福区的金霞经开
区获批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金霞经开
区发挥集水、陆、空、铁、管“五元化”于一
体的交通枢纽优势，大力发展物流产业、
开放型经济，相继开通“五定班轮”“五定
班列”。欧洲班列 2015 年 11 月开通，12
月就由每周 1 班增加到每周 2 班，2016
年 6 月又增加到每周 3 班。目前，湖南
35%的报关量和 40%的关税都在开福区
完成。

近年来，开福区以湖南广电为核心，
布局全区文化创意产业，金鹰文化区建
设上升到省级层面。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和《湖南省“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文化强省目标，要加快推
进金鹰城大型全媒体节目生产基地、马
栏山创意集聚区等重大项目建设，开福
区文创产业将迎来发展黄金期。

民生发展让城区“暖”起来

开福区坚持有温度的发展，从看得
见的城区公园、保障性住房、新学校，到
看不见的低保连年提标、城乡居民就业
领域拓宽、社保覆盖范围扩大⋯⋯一项
项民生举措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开福
区投入 26 亿元，新改扩建 20 所中小学幼

儿园，新增学校用地面积 27.2 万平方米，
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2.1 万个；全省首个城
区残疾人综合服务大楼在开福区诞生；
1.6 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得到解决；健身
器材覆盖率达到 100%，城区 15 分钟、农
村 30 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基本形成；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实 现 全 覆 盖 ，参 保 率
100%；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58.7 万
人，参保率 97.3%⋯⋯近 5 年来，开福区
投入民生资金 200 亿元，占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的 85%以上。

为了拓宽就业渠道、扩充就业岗位，
近 年 来 ，开 福 区 持 续 推 动 创 新 创 业 。
2015 年，开福区成为“长沙市创新创业
示范区”。同年，该区出台《创新创业在
开福三年行动计划》《支持创客空间发展
的 实 施 意 见》等 系 列 文 件 ，每 年 安 排
5000 万元创新创业专项资金，支持初创
型小微企业的发展。政策扶持，育肥了

“双创”土壤，越来越多创新企业及创新
人才不断涌现，在开福工商分局登记的
新增企业达 5000 余户，个体工商户累计
新增 6983户。

生态建设让城区绿起来

开福区以“绿色城市”建设为抓手，
追求“宜居宜业、人见人爱、精致精美”的
城市建设目标。开福区启动了大规模拆
违行动，按照“拆除一片、清理一片、美化
一片、提质一片”的原则，把拆违还路、拆
违治脏、拆违改造、拆违增绿、拆违添景

等有机结合起来，新建社区公园 4 个，拆
违复绿 11 万余平方米。其中，长沙最大

“城中村”朝正垸的 136 万平方米违建，
不到半年时间基本完成清除，创造了拆
违控违的“开福速度”。

一个城市有了绿色，就有了生机。
开福区的“百园之区、绿色开福”建
设，共投入造绿建设资金 5.5 亿元，高
标准改造和新建了湘江风光带、浏阳河
风光带、秀峰山公园及 31 个社区公园
和 街 头 小 游 园 ， 新 增 绿 化 面 积 1.8 万
亩，城区绿化率提高至 42.6%。如今的
开福，基本实现“开窗见绿、推窗见
景、百米见园”。开福区改造芙蓉路、
营盘路、福元路等“六纵八横”城市主
次干道，实施湘江大道、三一大道、金
融生态区及出入城口美化工程，亮化了
3 条河流和近 500 栋楼宇，使该区成为
星城一道亮丽的风景。

“城市化和产业化是支撑开福区发
展的两大动力。”开福区委书记沈裕谋在
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开福
区委、区政府致力做好‘福’字文章，让生
产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更加舒心，
在这里开启幸福、创造幸福、收获幸福。
但是，旧城开启幸福门，必须找准新的竞
争力。近年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坚持以
财税为中心，以项目论英雄，向改革要动
力，向产业项目要实力，向城市项目要魅
力，向民生项目要合力，才有了如今的经
济实力和城市品质，有了旧城发展的新
动能。”

长沙老城区挖掘发展新动能——

开 福 如 何 开 启 幸 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也
在迅速增加，“垃圾围城”的
形势日趋严峻。如何合理有
效地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关
注焦点。

在重庆梁平区，一个由
北京德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城市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不仅克服了传统
填埋和垃圾堆肥所造成的二
次污染问题，较好地实现了
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
量化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
实现了垃圾的资源化再生利
用，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在
梁平工业园采访时看到，一
辆辆满载生活垃圾的环卫车
在过磅计量后，驶入德兆环
保公司的垃圾处理车间。经
过机械手分选、物理综合分
选、高温降解等全机械化 4
级分选系统处理后，这些垃
圾中的废纸、塑料、金属、橡
胶等被回收利用，建筑废料
及灰渣石用于填埋或制成免
烧砖，餐厨等有机垃圾则进
入到“工业胃”装置，快速降
解后被制造成有机肥。垃圾
的回收利用率达 95%以上。

“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在产量迅速增加的同
时，其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有机物增加，可燃
物增多，可利用价值增大。”北京德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顺潮说，只有让废弃物循环利用，才可以实现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填埋、焚
烧、堆肥，但这些方法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垃圾填埋占用
土地资源，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
英气体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堆肥的处理周期长、占地
面积大。

区别于填埋、焚烧和堆肥等传统的城市垃圾处理方
式，北京德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生活垃圾清
洁化资源化实时处理技术”（IS 技术）被形象地称为“工
业胃”。该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工业胃”装置，通过
仿酶催化剂的降解作用和高温高压的辅助方法，使垃圾
中的有机质迅速分解消化，转化为可供农业生产的有机
肥料。

梁平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业胃”项目的投产
运营，让梁平区实现了生活垃圾的日产日清、高资源化利
用、无二次污染，完全契合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路子，和
传统日处理 300 吨垃圾的填埋场相比，新技术占地面积
仅为填埋法的十分之一，每 100 吨垃圾还可转化出 25 吨
有机肥。

对于农业大区梁平来说，IS 技术的应用还有效促
进了当地土壤改良和农产品增产增效。梁平区和平稻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在 2015 年拿出 500 亩稻田施放由“工
业胃”生产制造出的有机肥料。“比我们使用传统化肥
种水稻，每亩增产几十斤，效益很明显。”公司负责人
伍宝年说。

长沙市开福区曾因城市格

局的改变而趋于沉寂。经过深

入思考和探索，老城区如今又找

到了发展的新动能——利用金

融生态区、金霞经济开发区和金

鹰文化区建设发展相关产业，带

动开福区地方生产总值和财政

总收入不断攀升；通过推出一系

列民生举措和投资进行生态建

设，促使老城区环境不断改善，

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重庆梁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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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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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垃圾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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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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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陆牧

如何让城市的老建筑“活”起来，焕发
新生机？有专家认为，合理地开发利用，
也是保护老建筑的方法之一。要“唤醒”
老建筑，想办法让它们走出“深闺”，就要
与新的城市风貌融合共生。近年来，青岛
市市南区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探索保
护利用新途径，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

市南区是青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
核心区，聚集了全市 40%以上的文保单
位和大部分历史建筑，是国内少有的文物
资源高度聚集的中心城区之一。据统计，
目前市南区共有各级文保单位 72 处、265
处历史优秀建筑和 41 处名人故居以及八
大 关 和 小 鱼 山 两 条“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街”。这些老建筑建于 20 世纪初期，集中
了俄、英、法、德等 20多个国家的风格。

2016 年是市南区老建筑集中“复活”
的一年。4 月 20 日，“蝴蝶楼”以电影主
题博物馆和影后胡蝶个人纪念馆的形式
对公众重新开放。这座沐浴海风 82 年的
别墅，是 1935 年电影《劫后桃花》的取景
地；6 月 1 日，“地质之光展览馆”开馆纳
客。这幢 1600 平方米的花岗岩建筑，因
科学家李四光和诗人柳亚子在此居住过
而闻名；8 月 26 日，中国首家电影生活馆
——1907 光影俱乐部新装亮相，这是中
国现存最早的电影院⋯⋯

在市南区，老楼新生的故事不断上
演。昔日陌生而神秘的历史建筑逐渐向
公众开启了封闭的大门，青岛市民和来自
各地的游客得以从时光的记忆中找到这

座城市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和对
未来的承担。

老建筑的“复活”并非偶然。近年来，
市南区以八大关、小鱼山两条“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为核心，先后保护修缮花石楼、
梁实秋故居等 41 处文保单位和历史建
筑，形成历史优秀建筑——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城区 4 个层
级的体系布局。2011 年以来，累计投入
1.01 亿元资金用于文保单位的保护修
缮。区国有投资公司也搭建文化产业发

展基金融资平台，构建多元化文物建筑保
护利用融资渠道。目前，全区聚集了 30
余处文博场馆，其中注册博物馆 15 个，达
到 3.7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的水平。下
一步，市南区还将打造文博集群，发挥文
保单位和历史建筑汇聚优势，积极引进博
物馆、美术馆等特色项目。该区将陆续推
出比利时领事馆项目、美术馆、雕塑馆等
文博场馆。仅青岛湾区域就将引进嘉木
美术馆、邮电博物馆等 10余家文博场馆。

谈起青岛的老建筑就不能不提里

院。目前青岛保存相对完好的里院建筑
有二三十处，主要集中在市南区中山路附
近。“1903 里院客栈”矗立于保定路 10
号，目前在装修中，历史建筑的整体结构、
旧砖、旧木材等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
留。在去年 11 月份举行的首届“中德历
史城区保护与发展青岛论坛”上，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伍
江表示，里院建筑保护应遵循整体性保护
原则，不应只保护建筑单体。“里院也许很
难适应现代家庭生活的需要，但如果经过
适当改造，增加新的功能，可能会满足另
一种需要。”他还表示，老城区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把“现代化”引入老城区，才能迸
发活力。未来几年，市南区拟依托老建筑
引进数十处客栈、民宿等产业项目，打造
涵盖文化体验、旅游休闲等功能的复合式
业态，不断壮大以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为
支撑的文旅产业。

据市南区文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市南区将加快西部城区复兴发展步
伐，延续老建筑原有功能，探索多元化保
护利用途径，2017 年争取保护利用文保
单位和历史建筑 20 处，恢复发展一批知
名中华老字号，推动名人故居、博物馆、美
术馆、咖啡茶艺馆集群发展。市南区还将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
进老建筑、院落改造与文化博览、时尚、旅
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文博场馆、总部经济、
青年旅社等特色产业，以及文艺沙龙、特
色书店、文化旅游等新业态。

青 岛 老 建 筑 集 中“ 复 活 ”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春梅

本报讯 记者喻剑从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获悉：截
至 2016 年底，深圳市累计有 591 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
价标识，建筑面积 5320 万平方米，其中 36 个项目获得国
家三星级、6 个项目获得深圳市铂金级绿色建筑评价
标识。

建科大楼、南海意库、万科中心⋯⋯深圳拥有全国最
早的一批绿色建筑三星级和全国绿建创新奖一等奖的高
端示范项目。深圳发展绿色建筑的优势，主要表现为“4
个国内率先”，即率先探索建立建筑节能减排制度体系、
率先全面推进绿色节能建筑建设、率先集中开展绿色建
筑和建筑节能试点示范、率先培育发展绿色节能建筑相
关产业。

同时，作为我国首个住宅产业化综合试点城市，深圳
将装配式建筑提升到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高度，并持
续探索“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EPC+BIM”的 4 位一体
推进模式，努力打造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的“深圳模式”，
将建筑工业化、信息化与绿色建筑深度融合，关注建筑质
量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百姓福祉。

深圳绿色建筑达 5320 万平方米

66岁的刘师傅在社区集市上为居民修理雨伞。

一场周末社区集市在上海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举行，

由街道组织社区内有磨刀、锔锅、修表、修伞等手艺的志

愿者们一起走上街头，帮助街坊邻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修修补补小难题。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老 手 艺 集 市 解 生 活 小 难 题

青岛市市南区骆驼祥子博物馆。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金融生态区高楼林立。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