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宁，别称“绿城”，是环北部湾沿

岸重要经济城市，也是我国面向东盟国

家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党的十八大以

来，南宁市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实施了一

系列有益创新和实践。近年来，南宁多

次上榜中国十佳宜居城市，逐渐打造出

一座现代化生态宜居绿色之城

“绿城”今日绿更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通讯员 罗清丽

“茵茵绿草，白云蓝天，这就是一幅最美的生
态画。”“我发现南宁的天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
我将把这些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南宁旅游观
光。”近日，到访南宁的51家海外华文媒体记者对
南宁的蓝天赞不绝口。

让记者们纷纷点赞的是南宁人引以为豪的
“南宁蓝”。数据显示，今年8月，南宁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继续保持100%，这是2013年南宁市实
施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以来，首次连续6个月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到“满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宁市围绕绿色发展理念
实施了一系列有益创新和实践，有“绿城”之称的
南宁，多次上榜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并先后摘取了
联合国人居奖、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多块生态文
明建设的“金牌”，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集聚“气”的能量

“南宁蓝”的出现，有天气的眷顾，但主要是得
益于近年来南宁持之以恒地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
作：在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南宁累计淘汰锅炉
391台；在扬尘污染治理方面，南宁市多部门联动，
实施24小时全程监控；对工地源头、消纳场终端和
运输路线实行“两点一线”管理,规范土方作业工
地出入口视频采集标准,完善建筑工地出土台账
和消纳场管理台账“两本账”；推行“一高、两表、四

区、多部位”的建设施工扬尘污染治理模式。
同时，南宁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优

化，开展工业污染源整治、机动车尾气整治、油气
回收和餐饮油烟整治等一系列污染防治手段。“南
宁市的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一年迈上一个新台
阶。”南宁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科唐立松说，“截
至今年7月底,南宁市区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是
115天,比去年同期多28天。”
“色彩”是城市气质和人文历史的重要代表，

各个城市独特的色彩，往往能让居住其中的人们
由衷地感到自豪，同时也能让外来的人们印象深
刻。“南宁蓝”已成为南宁市独特的色彩，成为又一
张亮丽的城市名片。

激发“水”的活力

曾几何时，南宁也遇到过生态保护、内河整治
等“成长的烦恼”。

作为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重要一环，近些年，
南宁利用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一系列“治水”手
段对包括邕江在内的18条城市内河和湖泊实施综
合整治。通过老口航运枢纽、邕宁水利枢纽、“外
引内抬”调节邕江水位等综合治理工程，南宁的内
河水重新“活”了起来、“清”了起来。

如今的南宁，水城建设已初具规模：邕江两岸
百里秀美，南宁城市更加宜居；南湖、五象湖、明歌

湖、明月湖、相思湖如璀璨明珠点缀邕城；那考河、
西津、大王滩湿地公园的建设如火如荼。
“以前一下雨，我们楼单元门口的积水就排不

出去，有时甚至要一个星期才能排干。”南宁市民
蓝先生回忆起排水系统改造前的情景时连连摇
头。城市建设，既要有“面子”，也要有“里子”。自
2015年进入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南
宁就将“探寻海绵城市建设内涵、摸索海绵城市
建设途径、形成海绵城市建设模式”作为打造
生态宜居城市新的“利器”。

目前，南宁市那考河湿地公园、石门森
林公园、五象山庄等海绵化建设已经成为
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其中，那考河湿
地公园项目是国内首个实施并投入运
营的城市水环境流域综合治理PPP项
目，并成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绵城
市”和财政部“PPP模式”双试点样板。

释放“绿”的潜力

近年来，通过两岸景观建设，邕江变得
越来越亮丽。曾经的滩涂河畔，渐渐被绿
植覆盖，带状的滨水公园沿江“舒展”，各色花
卉争奇斗艳，木栈道沿着岸线蜿蜒，一幅繁华
的邕江滨水长廊画卷缓缓铺开。

这一切，都得益于南宁市编制实施了园林绿地
系统规划，构建了以公园绿地为点、绿道绿廊为线、
城市山水为面、周边山水林田湖等为环的“点线面
环”相融共生的城市绿色生态网络。目前，南宁城内
共有绿地广场60多处，市中心森林公园面积达93公
顷，全市植树总量连续数年都在150万棵以上。“绿
城”南宁，正在编织起一张城市生态建设的“绿网”。

与此同时，南宁还在推进“绿满南宁”“绿满邕
江”绿化工程，建设百里环城森林生态圈。大力实
施“增花添彩”工程，提升民族大道等城市主干道
路和街区园林景观效果。严格保护和高标准打造
青秀山和五象岭森林公园，形成隔江相望的两个
城市“绿肺”。

目前，邕江两岸已基本建成邕江滨水公园、自治
区党校—三岸大桥南北岸等约31公里的绿色景观
带，多个滨江景观项目建成开放。邕江综合整治示
范段、邕江滨水公园（荔园山庄段）、江南滨江休闲公
园3处滨江景观已成为市民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
“气”是城市之脉，“水”是城市之灵，“绿”是城

市之魂。南宁，正在用绿色发展理念描绘着生态
宜居城市的崭新风貌。

我是广西电网公司一

名员工，主要从事宣传工

作。因为工作的原因，我

常常要到各地出差。看过

长河落日，也见识过大漠孤烟，但我心中最眷恋的依

旧是家乡的“南宁蓝”。

南宁的天是蓝色的，清澈通透，如一块历经岁月

摩挲、光华内敛的翡翠；南宁的雨，是蓝色的，丝丝缕

缕、缠缠绵绵，似水墨画里层层晕染开来的湿润；南

宁的石板街，是蓝色的，静静地依偎在临江驿，宛若

从未被打扰的梦境……

“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常放”。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构成了“青山环城、碧水绕城、绿树融城”

的城市风貌。为了守护南宁的碧水蓝天，我所在的

广西电网公司已在南宁建成33个电动汽车充电示

范点，共有175个交、直流充电桩。南宁市还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推动绿色出行。

芳草茵茵，奇树繁花，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放

眼望去，碧水蓝天惹人醉，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已经

成为南宁最佳的城市品牌，南宁也因此被评为了“国

内十大宜居城市”。能在这个蓝色的城中工作生活是

一件幸福的事，工作之余，站在龙象塔上极目远眺，身

心舒展，更让人生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豪迈。

今天的南宁日新月异，溢满生态宜居的勃勃生

机。“南宁蓝”正舞动着海天相间的气韵，向着梦想的

蓝海进发。

（本报记者 童 政整理）

作为地处亚热带的城市，南宁

因绿而名，这是南宁得天独厚的自

然禀赋。但是，伴随着城市的快速

发展，南宁也面临着生态保护、内

河整治、大气污染防治等“成长的

烦恼”。这里，道路也曾灰头土

脸，工地也曾尘土飞扬，冬天也一

度出现过雾霾。

那么，南宁是用什么唤回了

“南宁蓝”“邕江绿”呢？答案并不

神秘，那就是恒心、决心与精心。

恒心，就是坚持。南宁因绿而

名。“中国绿城”的名片是南宁人引

以为荣的骄傲。党的十八大以来，

正是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

南宁市才能提出“推动绿城品质升

级，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总目

标，才会确定以“治水、建城、为

民”的工作主线，才愿坚持不懈地

探寻海绵城市建设内涵、摸索海绵

城市建设途径、形成海绵城市建设

模式。

决心，就是要有硬招，敢于

动真碰硬。南宁在扬尘污染治

理过程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

事。一个重点工程项目工地因

为扬尘污染被市政部门处罚。

后来有人上门说情，说重点工

程事关南宁发展，要是处罚耽

误了工期，谁都负不起责任。

对此，市政部门回应，重点工程

更要带头做好扬尘治理，宁可误

了工期、不能污染了空气。最

终，该工程不仅被执行处罚，还

被当地媒体曝了光。

精心，就是要精细管理、精

准施策。例如，对工地源头、消

纳场终端和运输路线实行

“两点一线”管理，完善

建筑工地出土台账和消纳

场管理台账“两本账”

等。同时，南宁市加大工

程车的监管力度,建立多

部门共管新模式，优化扬

尘污染联防联控智能管

理，提升扬尘污染治理科

技化水平等，还试点按每

平方米尘土重量来考核道

路保洁工作，把每一项工

作做得细之又细。

南宁市在生态宜居城

市建设方面的恒心、决心和

精心，换来了市民的信心、放心和舒

心。公园里晨练的爷爷奶奶，匆匆而

行的上班族，教室里读书的孩子们，

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蓝天下、绿水边的

幸福，绿色发展理念，还原了一个城

市原本应有的色彩。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韦静：

最难忘是“南宁蓝”

还城市自然禀赋
童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