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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活动启动，10多年过去了，我国已有138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城市中森林、绿地、湿地明显增多。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加速，城市中可供建设森林绿

地的土地越来越少，城市缺林少绿现象仍然明显。我国森林城市建设面临提质升级的挑战，需要更

充分地利用城市有限空间，最大限度增加森林绿地面积，努力让群众身边的森林多起来

如 果 城 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过
60%，居民的生活该有多惬意。广
东惠州就是这样的城市。开车经过
惠州闹市，居然会有青蛙从路边树
丛蹦进车里。惠州有26个林业自然
保护区、43个森林公园，森林覆盖
率达 61.28%，实现了城市、森林、
园林三者有机融合，整个城市就像
大园林，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
林业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据悉，自“国家森林城市”建
设活动启动至今，全国已有 138 个

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殊荣。

城市造林不停歇

我国的森林城市建设活动始于
2004年，全国政协、全国绿化委员
会等 6 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关
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在其倡导下，
由原国家林业局组织实施。

我国人多地少，城区寸土寸
金，为何要持续建设森林城市？“我
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城市连
片发展、污染跨区传播、生态系统
破碎、休闲空间不足、外来景观入
侵、伪生态行为泛滥 6 个突出问
题，建设森林城市有着迫切的现实
意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
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成说。

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
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土地大片硬
化挤压着城市生态空间，地下水位

下降，城市热岛效应日益突出，出
现了城市缺水与内涝并存、缺水城
市雨天“看海”的尴尬局面。城市
化对原有绿色空间特别是森林、湿
地等不断地挤压和切割，造成自然
空间的破碎化，限制了动植物迁徙
和基因交流，威胁生物多样性。

几年前，惠州的生态环境问题
也很突出。由于地处全国经济最活
跃的珠三角地区，水污染、大气污
染尤其严重。“那时河水都是黑的，
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很远就能闻

到。”家住惠州市惠城区江北街的温
素娥老人说。

“城市化引发的问题已经从建成
区扩展到整个市域范围甚至城市群
范围，必须树立城市生态环境共同体
的理念，实施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建设
策略，积极建设森林城市。”王成说。

一幅宏大蓝图

“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 6 个
国家级森林城市群、200 个国家森
林城市；到2025年，国家森林城市
将达到300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局长张建龙对经济日报记者说。

具体地讲，就是“三带、六
群”的发展格局。“三带”是“丝绸
之路经济带”森林城市防护带、“长
江经济带”森林城市支撑带、“沿海
经济带”森林城市承载带。“三带”
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发展提供生态

支撑，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提升城乡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六群”则是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
中原、关中—天水 6 个国家级森林
城市群。“六群”作为各区域森林城
市群建设的示范，将提高城市的生
态承载能力，加强城市间的生态空
间一体化。

据介绍，接下来森林城市建设
将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加城市
森林面积、提升城市森林质量、增
加城市居民游憩空间为目标，使森

林覆盖率达到《国家森林城市评价
指标》 要求，城区树冠覆盖率达
25%。森林城市群建设则将针对城
市群发展对林业生态、产业、文化
等多种服务功能的需求，以及有效
应对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期
待，依托河流、湖泊、山峦等自然
地理格局，构建互联互通的森林生
态网络体系。

张建龙表示，在初步建成 6 个
国家级森林城市群的同时，将鼓励
和支持各省 （区、市） 建设有地方
特色的区域性森林城市群。

难题亟待破解

前不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委
托专业调查机构对部分“创森”城
市进行了公众态度调查。结果显
示，市民对森林城市建设的支持率
和满意度超过90%，但也提出“生

产、生活区域周边的绿化还不够”
“郊区可供生态休闲的大型森林、湿
地公园还不足”等问题。

“总体上看，我国城市普遍缺林
少绿。森林面积不足、质量不高、
功能不强，是森林城市建设中面临
的突出问题。”张建龙说。

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地。
目前，全国有 178 个城市正在

努力建设国家森林城市，北京、辽
宁、吉林等18个省（区、市）启动
了省级森林城市建设，广东、浙
江、河南等22个省（区、市）启动
了森林城市群建设。这些城市造林
都面临缺地难题。以北京为例，虽
然总面积 1.641 万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却多达2170.7万人，每平方公
里超过1300人，可谓寸土寸金，哪
有空间建设城市森林？

办法还是有的。
在北京市平谷区有一处森林公

园，绿荫如盖，一望无际。过去，
这里要为中心城区建设提供沙石，
留下大量废弃采石坑、采沙坑。坑
多坡陡，立地条件恶劣，经过反复
研究，平谷区园林绿化局采取削
坡、拉坡、深埋垃圾、大坑回填、
碾压、局部硬化等措施进行地形改
造。为保证苗木成活成林，又大规
模使用植树袋、生根粉、保水剂、
有机肥、营养土等新技术新材料。
最终，废弃采石坑、采沙坑变成了
城郊森林公园。

如果没有废弃采石坑、采沙坑
怎么办？那就向空中发展。西安就
是空中造林的典范。

来到西安大唐西市购物中心楼
顶，一出电梯，就见紫薇绽放，绿树成
荫，顿觉心旷神怡。这片楼顶绿地有
个大气的名字——大唐西市空中花
园。这里种了5000平方米草皮，栽
了900棵树。树种有紫薇、玉兰、国
槐、红枫、白皮松、红叶李、胡桃、桂
花、银杏，兼顾季节、品种、颜色的搭
配，能够保证四季有绿，花开不绝。

为鼓励绿化屋顶，西安市政府
规定：花园式绿化每平方米补助
285 元，组合式绿化每平方米补助
220 元，草坪式绿化每平方米补助
180 元。有了政府的大力倡导，一
时间屋顶绿化蔚然成风。原本无地
造林的西安城区，自2011年实施立
体绿化以来，屋顶绿地以每年10万
平方米的增幅迅速扩张，不能不说
是个奇迹。

张建龙告诉记者，各地林草部
门正充分利用城市有限空间，最大
限度增加森林绿地面积，实施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尽力打造出近
似自然的群落式森林，努力让群众
身边的森林多起来、美起来。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进入质量精准提升阶段

城市缺地，森林何处安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在山东省莱西市2万亩姜山湿
地之畔，山东省内首座基金小镇
——青岛姜山基金小镇正在蓬勃生
长。自去年6月启动，至今年7月底，
小镇已注册基金企业 227 家，认缴
资金规模251.85亿元，实缴资金规
模34.99亿元，这些基金成为金融资
本和实体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
核”。

今年2月份签约的AESC动力
电池项目总投资60亿元，项目全面
达产后，将实现年产 9000 兆瓦时
电池生产、电池配套及运营；南开教
育基地预计今年10月份启动建设，
将用5到7年，逐步建成含学前、小
学、初中、高中、国际学校、金融学
院、教育科研和教育培训等在内的
南开系列教育机构……

莱西市副市长江联军告诉记
者，自基金小镇建立以来，基金团队
利用本身成熟的产业资源和掌握的
信息优势帮助政府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如今，通过资本运作招商，发挥
基金公司优势，利用财政资金撬动
民间资本吸引优质项目落户，已成
为莱西市招商引资的主攻方向之
一。“过去招商，很多优质项目投资
方要求享受减免税收、土地优惠等
政策，地方政府比较头疼，但现在通
过产业基金方式来合作，由政府背
书，投资方更加感兴趣，项目成功率
也比较高。”江联军说。

“项目能快速落地，离不开莱西
市政府的政策优惠、服务提速，也离
不开中科汇金基金公司给予的充足
资金保障。”莱西市超低能耗被动式
绿色建筑产业园近日开工建设，项
目投资方北京天一新能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江海红告诉记者，“项目一
期投资10亿元，先期开工投资4亿
元，当项目遇到资金瓶颈时，基金公
司当即决定注入 1.6 亿元建设资
金，保证项目顺利进行”。

江海红遇到的情况并非个例。
如今，这种基金公司运作模式在莱
西日渐成型，也成为莱西基金小镇
建设的最大亮点。“通过基金助推产
业，是莱西市建立基金小镇的主要
目的。”江联军告诉记者，过去企业
与银行对接，银行只能带来资金，但
基金不仅能够解决资金问题，还能
在全生产链中参与产业发展。

“当前，莱西市正处于新旧动能
转换关键期，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
兴产业不断发展。下一步，基金小

镇将进一步引进各类投资基金及其
管理机构，发挥资本撬动作用，助推
新兴产业发展和当地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江联军说。

在基金助推莱西市产业发展
的同时，可以看到基金产业本身也
是财富密集度高的绿色产业，能够
直接为莱西市创造大量绿色税收。

“基金小镇成立以来，已为当地
带来了超千万元税收。随着基金注
入促进项目发展，其产生的税收增
量将更为显著。”青岛姜山基金小镇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恒强告诉
记者。

要让基金更好地发挥作用，成
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核”，首先
要确保基金及管理机构在莱西的扎
根、集聚，莱西良好的营商环境和

“保姆式”入驻服务为此做了不少
努力。

基金小镇建立了“管委会＋市
场主体”的运营模式，成立了姜山基
金小镇管委会，下设综合协调部、审
批保障部、招商运营部、风险防控
部；设立了青岛姜山基金小镇管理
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基金小镇的招
商、运营、管理和服务。通过管委会
与运营公司的有效衔接，确保基金
小镇运营管理专业化、市场化、灵
活化。

为吸引基金到莱西市落户、发
展，莱西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金融
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支持姜山
基金小镇发展扶持政策》，对基金企
业及管理机构从落地租房补贴、金
融人才服务、贡献奖励等多方面进
行扶持。秉承“服务为本”的理念，
莱西开辟了基金小镇绿色通道，为
入驻机构提供工商注册、银行开户、
税务登记等全流程服务，各方手续
无缝对接，企业落地注册流程快捷
高效。

江联军告诉记者，今年，莱西将
着力进行基金小镇物理空间建设，
形成基金集聚效应，助力当地经济
发展。“基金小镇成立之初，各基金
充分发挥了本身的招商作用，‘带着
项目来’，促进政府与项目的交流合
作。而随着投资公司纷纷入驻，基
金小镇实体建设步伐日益加快。”

根据规划，到今年年底，基金小
镇将完成道路、水电、绿化等基础设
施建设，小镇客厅和首批基金办公
楼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小镇内其
他重要建筑分批进入施工阶段，姜
山基金小镇将初具雏形。

青岛（姜山）基金小镇蓬勃生长

推进金融资本

与实体经济互动发展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侯义凤

广东省惠州市青山绿水环抱，环境优美宜人。 黄俊毅摄

莱西市装配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产业园在基金小镇运作平台的支持下

顺利开工建设。 侯义凤摄

世界冬季城市市长会议今年 9
月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这次会议
互动的话题是“冬季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与会城市都分享了自己的

“妙招”。
“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的冬季城

市，面临的供暖、交通、环保等问
题更相似也更突出。”美国盐湖城市
经济发展局局长莱拉·弗里茨说。
这也是世界冬季城市市长会议的宗
旨：联合地处北方、气候相似的会
员城市，鼓励彼此间信息和技术交
流，以解决冬季严寒给城市带来的
不便，为冬季城市创造舒适的生活
环境。

如何让市民在冬季也能享受清
新的空气？引入清洁能源供暖成为
冬季城市的共识。集中供暖、地源热
泵、燃气供热……沈阳市清洁供暖的
方式多种多样。目前，全市清洁供暖
面积为1.5亿平方米，占全市供暖面

积 的 48% ，2020 年 争 取 提 高 到
70%。美国盐湖城计划到2040年之
前，全部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供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来自世界
上唯一的北极圈内省会城市的芬兰
罗瓦涅米市市长埃斯科·洛特文南
说，作为四季分明的城市，随着季节
温度变化，使用的能源类型也要应季
调整。该市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发展
水力发电，还在尝试煤层气、沼气发
电，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资源被用来进
行能源输配。

如何及时除雪也是一个“恼人”
的事。沈阳市在冬季基本能做到雪
停即清，除了动员最广泛的人力之
外，大规模采用机械化除雪功不可
没。日本札幌市与会代表见上雄一
说：“近年来，札幌市开始利用不断进
步的信息通信技术解决除雪难题。”
加拿大埃德蒙顿市副市长蒂姆·卡特
梅尔认为，冬季城市在设计规划上要

提前提早制定，包括城市基础设施、
道路、交通、照明、社区建设等。解决
冬季自行车通行难、照明时间长等问
题应规划先行。

其实，在这些市长眼里，冬季的
冰雪并非只带来不便，其还是发展旅
游产业、体育产业的“白金”资源，是
冬季城市的独特魅力。

加拿大的很多城市利用寒冷多
雪的特点积极发展冰雪运动，吸引城
市居民及外来游客参与。在埃德蒙
顿市，建有70多条滑雪滑道，最长的
有60公里。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感
受到城市生活的冬季之美。白俄罗
斯明斯克市副市长维克多·拉普捷夫
说，利用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开展大
众体育运动是冬季城市提升居民宜
居度的可行手段。明斯克市建立了
25 块冰球场地，既为专业运动员提
供日常训练和比赛用地，也可供市民
休闲健身。明斯克市每年举办很多

大中型冰雪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成
为市民共同的追求。

法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马
克·拉米说，法国在冬季娱乐休闲领
域享有盛誉，希望法国的城市能够与
沈阳加强联系，共同发展冬季旅游项
目。他建议，沈阳可以在节日期间组
织一个类似法国东北部“圣诞市场”
这样的传统集市，让城市居民体验不
一样的冬季氛围。

来自圣诞老人故乡的埃斯科·洛
特文南也表示，希望世界各地的冬季
城市能够携手在冬季旅游业方面推
进深度合作。

城市美好落脚点在哪儿？沈阳
市市长姜有为总结为“五感”：让市民
对城市有归属感、对环境有舒适感、
对工作有成就感、对生活有幸福感、
对社会有安全感。

看来，城市美好的愿景，并不止
于一个冬季。

冬季城市：美好生活有妙招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农贸市场“智慧”起来

在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康园菜市场，市民正在扫码支付。康园菜市
场是合肥市探索“智慧”农贸的试点，市场内每个摊位都安装了电子屏，市民
只需扫码即可实现移动支付，还可在市场搭建的软件平台对商家进行点评、
对所购蔬果农残物进行快检、维权投诉等。 张大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