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周刊14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深圳市罗湖区依水而建，水绕城
而行，穿城而过，水系非常发达，素有

“一半山水一半城”之称。据罗湖区
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局长孔德斌介绍，
罗湖不仅拥有深港居民的“水缸”深
圳水库，还有著名的“四湖”——仙
湖、洪湖、东湖、银湖。全区有总长超
过76公里的21条大小河流，深圳河
作为干流，还有布吉河、莲塘河、深圳
水库排洪河三条一级支流，以及其他
17条二级支流。

记者从罗湖区环境保护和水务
局了解到，罗湖计划2018 年全面完
成地下管网改造、2020 年全区所有
河流水质达到Ⅴ类标准、六大河流打
造“一河一景”。未来罗湖将通过河
景联通绿道、串联公园、聚集城市，形
成公园河道一体的休闲圈，打造亲水

“城市会客厅”。
“打造一河一景的目的在于满足

居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还水于
民，让居民有更多休闲去处。”孔德斌
表示，“一河一景”可以将河道与慢行
道、公园、水库、山脉相连，形成完整
的绿色闭环。

然而，城市的发展曾经给罗湖的
河流造成严重伤害。以布吉河为例，
孔德斌介绍，当年的布吉河水清岸

绿，水中鱼虾成群，岸上鸟语花香。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
增长，前几年布吉河水已经变成黑
色，还散发出阵阵臭味。为消灭黑臭
水体，近年来罗湖区坚持多措并举，
持续加大治理力度。目前布吉河正
在逐步恢复昔日的靓丽。

孔德斌表示，通过更新改造，布
吉河将建成集文化、休闲、商业、生态
等功能于一体的黄金水岸。未来，布
吉河还将结合两岸产业格局，依托特
色商圈，将沿岸打造成具有国际水准
的城市发展轴线，成为深圳中轴线上
的亲水“城市会客厅”。

“建设河景的前提是打赢治水攻
坚战。”孔德斌说，当前，罗湖仍面临
雨污分流不完全、地下管网建设不完
整、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污染源难以
消除等难点。

治水首先要摸清家底。目前，罗
湖有商业和住宅小区 1326 个、城中
村 42 个、集贸市场 29 个、垃圾中转
站 54 个 ；市 政 雨 污 管 网 总 长 度
919.94 公 里 ，其 中 污 水 管 网 长 度
380.12公里。

自2014年罗湖区着手推进雨污
分流以来，已累计完成排水达标创建
小区 1269 个，完成 5 个城中村雨污

分流改造，预计将在今年底完成全部
小区和城中村雨污分流的建设工
作。为避免重复开挖，罗湖区在推进
雨污分流的同时，推进排污水和供优
水“双改同步”，加快优质饮用水入
户，实施优质饮用水改造小区 273
个，未来3年还将改造511个小区。

在污水处理方面，罗湖区针对现
有的罗芳污水厂以及滨河污水厂着
手实施提标扩容改造。其中，罗芳污
水厂4月底已完成提标扩容，处理能
力由原来的每天 35 万吨提高到 40
万吨。此外，正在建设的洪湖水质净
化厂，采用“全地下式”设计和“全封
闭式”臭气收集，建成后上面将建成
公园景观，预计明年年中投入使用。

治水提质更要管好护好。孔德
斌介绍，一方面，罗湖着力将全区21
条大小河流，区管的6个泵站以及8
个水库全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纳
入专业管养，并委托专业机构对
4500 个关键雨水井开展定期巡查，
通过溯源进行整治，确保污水不
入河。

另一方面，罗湖以“河长制”促进
“河长治”，通过任命52名河长，构建
六级河长机制、巡管监测机制、水岸
联动整治机制、智慧水务协同机制、

开门治水互动机制“五个机制”，打造
河长协同治水体系。据孔德斌介绍，
2017 年，河长巡河 3000 多次，深圳
河、布吉河罗湖沿岸市民满意度超过
90％。

“环境的保护、河景的建设，不
仅需要政府的努力、需要各部门的
协同，更需要广大居民积极参与。”
孔德斌表示，为了强化河长制，罗
湖区还把河长制延伸到民间。首家
志愿河长服务基地在罗湖绿道U站
落成，聘请了47位志愿河长。自民
间河长办公室成立以来，已巡河
800多次。

为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今年上半
年，罗湖区组织了“大手拉小手，护河
益起行”“与河为邻，河你同行”“美丽
罗湖我是行动者”等多项环境保护和
治水提质主题活动，以期引导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加
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今，罗湖六条河景的建设已经
逐步展开。河景建成后不仅将形成步
道、河道、绿道、廊道四道联通的慢行
系统，形成公园河道一体的休闲圈，
还将串联罗湖的一河六圈三带，联通
罗湖各大商圈，连接城区各大功能板
块，成为亲水“城市会客厅”。

深圳罗湖区将通过河景联通绿道、串联公园

打造亲水“城市会客厅”
本报记者 杨阳腾

50年代一湖碧水，60年代一池
煤灰，80年代一座“黑”山，本世纪初
一堆垃圾……“百湖之城”武汉恐怕
再难找出一个与青山区戴家湖相同
命运的湖泊，它由湖变山，又由山变
湖，再变成垃圾堆，最终蝶变成一座
美丽的公园。死死生生，悲喜交集。

武汉青山区委书记苏霓斌说，戴
家湖的演变轨迹，是我们发展理念逐
步转变的缩影。在那个“先生产后生
活”的年代，曾经一切让位于工业生
产。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意识
到永续发展的重要，生态文明建设就
成了不二选择。

蝶变重生的湖泊

不久前，武汉市戴家湖公园园林
绿化与生态修复项目被住建部评为
2017 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是湖
北省唯一入选项目。

从一池碧水到垃圾山，再到今天
的生态公园，戴家湖的变迁折射了我
国城市发展的思路转变。

戴家湖公园园史馆居民讲解员
胡昇作为青山区的老居民，对于戴家
湖的历史非常了解：“1957 年 10 岁
的我跟着武钢父辈建设者的队伍踏
上青山区的土地，现在已经 60 年
了。当时，在我们居住地不远的地
方，发现一个美丽的大湖。夏天，我
们在这里游泳、钓鱼、捞虾子，那是一

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之后，随着武钢的建设，为之配

套的青山热电厂正式投产，戴家湖成
了青山热电厂的生产用地。电厂每
天产生1200吨粉煤灰，戴家湖从此
成为电厂的贮灰场。

胡昇说：“10 年过去，我们眼看

着这个湖被粉煤灰填平了，变成了一
个大操场，很多小孩在上面踢足球。
又过了10年，逐渐堆积成一个约20
米高的粉煤灰山，人们戏称戴家湖变
成了戴家山。”

戴家山的“崛起”害苦了附近几
个村的居民：每有轻风拂过，灰借风
势遮天蔽日，村民家中只能常年门窗
紧闭；沉降的粉煤灰还污染了地下
水，一些靠井吃水的村民用水成了大
问题。

因为粉煤灰给周边居民造成的
严重影响，青山热电厂从 1998 年开
始给湖畔戴家村104户村民发放“灰
贴”，直到2009年才停止。

随着武汉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市、区两级政府出
台戴家湖公园建设规划，开始整治

“黑山恶水”、恢复绿水青山。2013
年12月，青山区政府、市园林和林业
局共同成立建设指挥部，总投资4.2
亿元的戴家湖公园破土动工。

历经 18 个月的精雕细琢，戴家
湖终于蝶变重生，成为一座综合性生
态公园。

闹市最大的“绿肺”

戴家湖公园位于武汉城市环线
与高铁交叉线上，绿化用地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水体面积 4.67 万平方
米 ，植 树 3 万 余 株 ，绿 化 率 高 达

91.8% ，每 年 可 吸 收 二 氧 化 碳 1.8
万吨、释放氧气 1.2 万吨、吸滞粉尘
200余吨。

伴随着生态功能的修复，戴家湖
再次成为宜居宜业之地，青宜居、青
康居、天兴花园等多个小区相继在湖
区周边落成，棚户区居民住进楼房，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童丽萍是土生土长的戴家湖人，
爬过煤灰山、住过棚户区，现在是青
宜居社区的文艺活动骨干，谈及戴家
湖的污染，她记忆犹新，“附近居民苦
不堪言，哪家要是晚上没关窗户，第
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灰可以当被子
盖”。

现在，童丽萍每天带领社区居民
到戴家湖公园锻炼，打鼓舞龙跳广场
舞，戴家湖公园俨然成为周边居民休
闲娱乐的天堂。“早上晨练和晚上散
步的人多了，环境改善了，我们非常
幸福地生活在这里。”童丽萍说。

“生态优先、以人为本”，戴家湖
公园秉承这一设计理念，通过营造城
市公园景观、城市运动空间、生态自
然景观，建成集生态防护、景观观赏、

休闲健身、文化展示、公共服务和防
灾避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公
园，使红钢城、工人村、青山镇地区的
20 多万居民不仅不再吃黑灰，还拥
有了一个新的生态休闲娱乐区。

园内的运动休闲区通过规划布
局各种运动、健身场地，将运动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态观赏区通过对
自然景观和水体景观的营造，再现戴
家湖碧波荡漾的美景；湿地游憩区通
过对湿地特色景观的打造，满足游人
运动、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活动
需要。

在2015年9月举办的第十届中
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上，戴家湖
公园作为分会场广迎中外游客，展示
着武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

生态回归的样本

近日，记者来到戴家湖公园，只
见园内绿意葱茏，紫茵台、芳草园、时
光道、工业记忆园、柳荫广场、湖心岛
等景点各具特色。公园入口处还保
留了一截长约 10 米、高约 2 米的粉
煤灰层断面——“灰土上的花园”，唤
起人们对那段灰色历史的记忆。利
用废弃零件打造的《突破》《封存》《岁
月》《力量》《历史的回音》5 组雕塑，
则充分体现了青山区工业历史文化
特色。

为铭记过去，警示未来，在园史
馆门口，武汉戴家湖公园管理处特意
立下一块碑，记录了戴家湖 47 年的
命运变迁。碑文结尾写道：“47 年
间，戴家湖‘让湖便湖，叫山便山’的
命运，终于画上句号。‘扭曲’自然是
葬送人类的明天。今天，我们立碑记
录武汉城市工业化进程中的这段‘弯
路’，只为：永远不再出现这种伤害！”

“过去为了发展，我们牺牲了戴
家湖。现在同样是为了发展，我们要
找回戴家湖。”青山区相关负责人说，
工业城区的转型发展，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再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据介绍，青山区还将建戴家湖公
园二期，范围为戴家湖公园以南、建
设十路以东、三环线以西、冶金大道
以北，建设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二
期建设将注重城市生态修复，并致力
于为市民提供休闲放松的绿地空间。

戴家湖公园二期建成后，与戴家
湖公园一期将共同形成武汉市最大
的城市公园。同时，作为武汉高铁交
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将成为武汉市的
门户公园，见证青山区从工业重镇到
园林城区，再到青山绿水公园城的发
展变迁。

武汉市青山区有一处见证城市生态文明回归的湖泊

“死而复生”戴家湖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付光耀

戴家湖公园景色。 熊 琦摄

由湖变山，又由山变湖，再变成垃圾堆，最终蝶变成一座美丽的公园——戴家

湖的死死生生，成为城市发展理念逐步转变的缩影

开完“小区圆桌会”，小区“长”
出了200多个电动车停车位，并安
装了集中充电装置；在充分调动社
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自治工作后，
困扰小区居民多年的环境杂乱、偷
盗频发等一系列“老难题”迎刃而解
……日前，南昌市西湖区澳利雅苑
居民姚木华高兴地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他们小区的新气象离不开居民
自治这一模式。“居民自己的事只有
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做好。”姚木华感
慨地说。

减负：从“对上负责”
到“对下服务”

西湖区是位于南昌市中心、人
口密集的老城区，区域内80%以上
的小区是建筑年代较为久远的老旧
社区。“相比新城区，老城区的社区
治理面临很多难点。”西湖区民政局
局长张武松表示，房屋及基础设施
陈旧老化严重、居民楼进入“问题
期”，老城区居民社区不同程度存在
没有专业物业或物业公司管理服务
不到位的情况……这些因素让社区
治理工作更加繁重。还有更重要的
一点，长期以来，社区居委会作为基
层自治组织却承担了大量政府行政
职能，上级单位方方面面的工作都
要居委会落实，如组织评选、开展各
类检查、提交报表等，居委会总体上
处于疲于应付“上级”的状态。西湖
区委书记梅茂发表示，满足社区民
众的需求才是居委会的第一职责，

“万能居委会”“社区万能章”这些问
题必须逐个破解。要“眼光朝下”引
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构建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推动
社区治理从理念到实践创新，夯实
西湖区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石。

梅茂发介绍，在体制机制上，西
湖区成立以区领导为组长，相关职
能部门为成员的区社区治理和服务
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对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工作进行明确和责任分
解；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建立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以“政府扶持、专业
支撑、项目运作”为特色的城乡社区
社会组织联动服务机制，制定政府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项目清单，从政府下单转变为百姓
点单、社会组织接单、政府买单的社
会服务新模式。

“把我们从超负荷行政工作中
解放出来，才有更多的时间走近居

民，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西湖区
抚生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工作站站
长秦莹说，“减负”之后，社区实现了
从“对上负责”到“对下服务”的转
变，社区以“小区圆桌会”为载体，团
结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
相关单位、“两代表一委员”等共同
参与小区事务管理，解决了选聘物
业公司、问题电梯维修、二次供水等
一系列“老难题”。

增效：从“坐等靠要”
到“自治共享”

社区治理的成效好坏，直接影
响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西湖区在
做好退出部分职能的同时，还以居
民自治为突破口，推进社区治理和
服务创新工作，推行“民事民决民
办”。“社区自治程度的提升、自治制
度的形成与完善，将在无形中增加
很多‘社区工作者’，有利于社区与
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互
动。”西湖区区长黄小燕说，这里的
居民老年人居多，在“居民领袖”带
领下，老人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
性越来越高，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下塘塍上 87 号楼是开放式小
区，一直以来没有物业管理。“我们
社区召集该小区的党小组成员、楼
栋长和单元长成立楼院自治委员
会，设立议事平台，依靠居民力量解
决难题。”下塘塍上社区居委会主任
徐娟说。

位于西湖区的莱茵半岛小区，
过去由于安保设施落后、安保人员
配备不足，偷盗案件量曾高居南昌
市小区前三名。小区居委会面对管
理矛盾，探索实行完全自治，组建了
党员牵头的新一届业委会。利用线
上社区“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线下

“圆桌会”收集居民意见，上报“居民
议事厅”讨论，列出清单并制定解决
方案。“运行两年多来，莱茵半岛小
区由原来的偷盗猖獗转变为公安部
门表彰的安全小区，由原来的卫生
脏乱差转变为环境优美小区。”莱茵
半岛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邓赟说。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是实现群
众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
西湖区将在全区探索社区自治与共
治。”黄小燕说，通过社区自治，社区
实现了从“坐等靠要”到“自治共
享”，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
通过广聚民智、广借民力，带动社区
治理呈现新气象。

南昌市西湖区探索社区自治新模式

减负增效

走出“万能居委会”困局
本报记者 刘 兴

南昌市西湖区十字街街道莱茵半岛社区居民在社区改造的小公园商量

文明养狗事宜。 刘 兴摄

书香伴假日

许多小读者在海南省图书馆看书。暑假期间，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
海南省图书馆读书、学习，在这里度过充实的假日时光。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