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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推动绿色增值强生态

增加“含绿量”提高“含金量”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作为苏北第一家实

现园林城市全覆盖的设

区市，宿迁坚持生态立

市，以建设生态经济示

范区为重要载体和抓

手，通过加大环境治理

力度、健全生态保护机

制、强化清单管理等措

施，全力打造“生态宿

迁、绿色家园”，走出一

条生态与发展相统一的

新路，实现了生态与发

展的双赢。

宿迁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市，
同时也是全省经济最薄弱的地区
之一。近年来，宿迁积极转变发展思
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重点发展绿
色产业，积极打好生态牌，以建设江
苏“生态大公园”为抓手，走出一条环
境增加“含绿量”，发展提高“含金量”
的路子，让昔日的经济“洼地”逐渐成
为创新发展的“生态特区”。

“绿色之城”展魅力

“宿迁水美、树美，城市更美，不
管走到哪儿，都像在公园里行走一
般，每天清晨，清脆鸟鸣不绝于耳，推
开窗户满目皆绿。”宿迁市民汪忠告
诉记者。汪忠做苗木生意 20 多年，
对于家乡的生态发展、绿色蝶变，他
用了“苏北水城”“绿色家园”“生态氧
吧”这样的定位标签。

生态是宿迁的城市底色。头枕
骆马湖，脚偎洪泽湖，腰缠大运河、古

黄河两条“玉带”，大自然的馈赠与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交融碰撞，
喷涌出满城的绿。宿迁始终坚持“生
态立市”的发展战略，全力打造“生态
宿迁、绿色家园”，见缝插绿，破墙透
绿，让市民推窗见绿。

眼下，宿迁越来越多的机关单位
的庭院正在“打开大门”，成为市民休
闲、健身、游憩的开放场所。宿迁市
建设大厦、宿豫区财政局前段时间完
成开放改造，这两个“共享庭院”绿地
面积总共约 15.2 万平方米，融合了
周边区域建筑、景观，合理配置了座
椅座凳、健身器材、垃圾箱、亮化等服
务设施，受益人群达7.8万人。

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既是发展所需，也是民心所向。围绕
江苏省确定的“江苏生态大公园”发
展定位，以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为重
要载体和抓手，宿迁编制完成了生态
经济示范区《发展规划》和《实施意
见》，并把生态理念贯穿到2018年度

绿色发展综合考评体系中，“生态经
济发展”占考评总分的 40%。将“生
态”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全力
打造河湖清秀的生态公园、田园风情
的特色公园、创新发展的活力公园、
包容共济的开放公园、民生富足的幸
福公园。

在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宿
迁不断健全生态保护机制，率先建立
了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的生态保护
机制，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
理体系，实施落后产能常态化淘汰机
制和提前主动退出激励机制，去年以
来，单位GDP能耗下降6%左右。

作为苏北第一家实现园林城市
全覆盖的设区市，目前，宿迁市中心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39.97%、
42.93%和15.27平方米。

绿色产业增动力

3年前，江苏东旭亿泰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选择落户宿迁，就是看中了
宿迁优越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营造绿色营商环境，筑好
梧桐树，引得凤凰归，另一方面在招
商引资上，摒弃“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的陈旧观念，强化清单管理，明确各
类产业环评、地耗、水耗、污染物排放
等规范，坚持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的项目“零容忍”，让绿色引领成为产
业转型的重要考量，宿迁走出一条生
态与发展相统一的新路，实现了生态
与发展的双赢。

从京杭运河到骆马湖畔，从绿色
港口到成片园区，从古色楚街到电商
云集，昔日的苏北边城已逐步成长为
现代化中等城市，“江苏生态大公园”
展露美丽新姿。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宿迁市实
施“工业兴市、产业强市”战略，打造

“生态+特色”标识，大力发展食品饮
料、纺织服装、机电装备、家居制造等
特色产业，智能家电、绿色建材、功能
材料等新兴产业，以及电子商务、现
代物流、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构筑“双新一特”产业体系，
推动重点产业集聚发展、做优做强。

位于宿迁市宿城区的激光装备
产业园是当地 8 个先进特色产业园
之一，2016 年启动建设，不到 2 年时
间，已成功引进华工激光、天弘激光
等 20 多个项目。现在，宿迁正瞄准
江苏乃至华东地区先进的激光设备
制造基地目标，大踏步前进。

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宿迁
经济充满想象力。以京东为代表的
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如今已入驻当
当、小米、途牛等知名互联网企业近
300家，年电商交易额超过200亿元，
成功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智能家
电“无中生有”，短短3年多时间就集
聚了格力电器、双鹿上菱等总投资超
百亿元的十多个大项目，连同早期落
户的家电检测、家电玻璃、包装印刷
等企业，初步形成了“大中小齐全、上
下游配套”的家电产业链，成功获批

“中国家电产业基地”。
不同特色的绿色产业集群已形

成，其集聚效应越来越强。
“今年以来，新特产业产值占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提 升 至
78.1%，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13.1%，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高耗能行业
产值双双下降，产业结构进一步变

‘轻’变‘绿’。”江苏省宿迁市政府副
秘书长骆志弘介绍说，今年1月份至
8 月 份 ，宿 迁 特 色 产 业 实 现 产 值
1049.1 亿元，增长 9.9%。新兴产业
实现产值184.5亿元，增长23.1%，其
中绿色建材、智能家电、智能电网实
现产值增速均在25%以上。

江苏宿迁城市新貌。 （资料图片）

重庆丰都县因地制宜发展林产业

撂荒地打出“生态牌”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张建华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重庆丰都县
武平镇蜂子山村。放眼望去，只见满
山遍野的油茶树花果并存，挂满枝
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在山间
劳作的52岁村民郭建中告诉记者，这
里原本是一片荒芜的山坡地，得益于
林业产业的发展，近几年种植了连片
油茶树，绿了荒山也富了口袋。

重庆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
长江穿境而过。近年来，当地积极构
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以“因地制宜、
适地适树”的原则发展起速丰林、油
茶、经果林等林业产业，实现了山增
绿、林增效、民增收。

此前，郭建中家里的 10 多亩土
地因无力耕种而荒芜多年。2012
年，他用这 10 多亩撂荒地入股丰都
县森林经营所合作种植油茶。“不久
前，我刚刚拿到 3000 多元的油茶产
业分红。”郭建中说，加上种植和管护
油茶树的务工收入，全年增收超过 2
万元。

在丰都，像郭建中一样以闲置地
入股发展林业产业的农户有 2 万多

户。记者了解到，用撂荒地发展林业
产业后，不少农户打起“生态牌”，办
起了农家乐。武平镇蜂子山村村民
罗清华告诉记者，他家的农家乐每年
接待游客 1000余人次，年增收近 10

万元。
丰都县森林经营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丰都是传统农业大县，由
于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造成部
分耕地荒芜。为了充分利用撂荒地

发展林业产业，丰都县森林经营所根
据农户缺少资金等实际情况，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农户以土
地入股，公司以资金入股，解决了种
苗、管护、采集等费用；果实由公司统
一收购、统一销售；利润按五五分成。

目前，以“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进行的林业产业项目已经覆盖了
丰都全县50%的乡镇街道，总面积超
过6万亩，其中包括速丰林4.7万亩，
油茶2.2万亩。丰都县还启动了三代
杉木引种造林试验，在不同海拔的乡
镇试种，计划到 2022 年建成三代杉
木储备林基地 20 万亩，配套建设三
代杉木苗木繁育基地，解决三代杉木
基地造林的苗木供应问题。目前，丰
都县已建成三代杉木试验种植基地
5000亩。

昔日荒山瘠地，今朝绿岭青坡。
行走在丰都城乡，处处绿意盎然。在
丰都名山、保合等乡镇街道的速丰林
基地，速丰桉树和优质泡桐树已长成
林，满目苍翠；在三建乡，板栗、笋竹
已长出新叶，在风中摇曳；在包鸾、双
路等镇的三代杉木试验种植基地，杉
木林层层叠叠……

长江丰都段，两岸青山拥着一江
碧水，生态美引来白鹭栖。走进紧邻
长江干流的丰都县十直镇上坝村，不
时可以看见成群的白鹭，它们或翩翩
飞舞，或惬意觅食。“这种对环境特别
挑剔的鸟类都在我们这里安家落户，
你就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美！”村民们
都这样说。

进入11月后，我国北方地区进入
供暖季。与往年相比，甘肃省金昌市
的空气质量好多了，蓝天也更多了。

“空气好了，离不开国家环保税
收政策所发挥的导向作用。”甘肃电
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烜说，环保税新政出台后，公司及
时对 4 台机组脱硫、脱硝及除尘等
烟气处理装置进行了升级改造，大
幅降低了排放浓度，“今年我们符合
国家环保税优惠政策规定，前三季
度两个厂累计缴纳环保税47万元，
跟去年同期的排污费相比减少了
116万元，降幅达71%”。

“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
征”的原则，让环保税发挥了重要的
激励作用。环保税开征以来，甘肃税
务系统通过全面落实环保税政策，严
格加强税收征管，积极引导排污企业
不断加大治污减排力度。截至今年
10 月底，全省共申报环保税收入
1.9 亿多万元，同期减免税 5344 万
元，实际入库税款1.3亿多万元，减免
税额占全部申报收入的27.9%。环
保税政策的激励作用有效发挥，让企
业的排污压力转换为改造升级动力。

今年9月份，生态环境部公告了
2018年第一季度158家主要污染物
排放严重超标重点排污单位。公告
发布后，甘肃省税务局对省内相关
企业超标排放和申报纳税情况进行
了核查。对涉污企业敦煌市某供热
公司，敦煌市税务局与环保局进行
了联合检查复核，截至 10 月底，该
公司已累计缴纳环保税59.93万元。

在超标排污企业面临税收损失
的同时，积极加强排污治理，实现达
标排放的企业享受到税收红利。

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限公司是
兰州市榆中县的重点工业企业，也
是环保部门重点监控的企业之一。
说起环保税，该公司财务总监陈卫
东并没有觉得“压力山大”。

“我们在48个排放口安装了除
尘、脱硫等设备和自动监测设备，实
时监测污染物排放各项数据指标，
确保达标排放。”陈卫东说，今年前
三季度，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限公
司申报环保税 167 万元，享受环保
税减免 122.6 万元，减免税占到了
申报环保税额的 73%，环保投入为
企业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环保“费改税”
让企业压力变动力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张万刚

深秋时节，位于大别山地区的安徽省金寨县马鬃岭，漫山遍野的红叶

与成片的青松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绝美的水彩画。 左学长摄

秋染大别山

四川崇州

森林康养助力全域旅游
本报记者 刘 畅

“空气清新植被好，爬山健身少
不了！”距四川成都市中心约 50 公
里处的崇州市白塔湖周边区域，一
条串联周边 5 个乡镇 43 公里的登
山步道成了成都、崇州两地市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

这条登山步道于 2016年 10月
份动工，仅用2个多月就实现了全线
贯通。步道连接山体、田园、林盘和
历史古迹，满足了现代人“知快守慢、
张弛有序”的生活要求。“早上8点从
成都出发，开车一小时过来，上午登
山游玩，中午还能到附近的农家乐吃
顿饭，多惬意！”成都市民余先生说。

满目葱绿的步道是崇州发展森
林康养产业的缩影。崇州拥有森林
面 积 4 万 多 公 顷 ，森 林 覆 盖 率
42.99%。“四山一水五分田”的自然
禀赋让崇州有了“翡翠之城”的别
称，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独具优
势。2014年，四川在全国率先提出

“森林康养”理念，着力培育发展森
林康养新业态。至今，四川省各级
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森林康养产业
超过 2000 亿元，取得国家森林康
养基地试点单位28处，开展森林康
养农户数近 3 万户，开展森林康养
单位数1000余个。

近年来，崇州以“全域旅游、全
业旅游、全域景区”理念为指导，明
确“森林康养、古镇医养、山水怡养”
主攻方向，努力夯实康养旅游集聚
区建设，努力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截至目前，崇州已建成森林
康养基地 5 处，打造森林人家 7 个，

创造森林生态旅游产值10亿元。
近日，在崇州街子古镇举行的

“中国·四川第四届森林康养年会”
上，来自国内外的相关专家纷纷为
崇州森林康养助推全域旅游发展支
招。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何莽
表示，森林康养不仅包含森林浴、森
林度假等基于森林平台的传统旅游
和疗养业态，同时也应当涵盖运动、
文化养生等不同业态，包括运动产
业、文化产业等。

从崇州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地政
府规划的康养旅游服务业集聚区位
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龙门山脉与成都
平原过渡带，这里是崇州推进全域旅
游转型升级的核心承载区，面积341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10平方
公里。集聚区以街子、三郎、怀远等
七个镇为主体，由森林康养、古镇医
养和山水怡养三大功能分区构成，以

“旅游+”和“+旅游”为双向融合发展
手段，加快推进重大引领性旅游项目
建设，加速健全医疗、酒店、体育等8
类要素，建设天府康养旅游聚集区、
天府古镇文化核心区，构建“古镇聚
落、街巷生活”的乡愁意境。

据了解，崇州编制了《崇州市康
养旅游服务业集聚区总体规划》，制
定了产业全景图、产业生态发展路
径图，从生活生态、产业生态、创新
生态、政策生态分阶段制定发展路
径，严格执行“总规统揽、旅规统筹、
旅委初审、旅标实施”的规划机制，
刚性推动康养旅游服务业集聚区高
品质规划、高质量落地。

市民在宿迁市三台山森林公园内游玩。 （资料图片）

重庆丰都县蜂子山村村民在查看油茶挂果情况。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2014年，四川提出“森林康养”理念，着力培育森林康养

新业态。近年来，依托独特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崇

州以“旅游+”和“+旅游”为双向融合发展手段，加快推进重

大引领性旅游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森林康养基地5

处，打造森林人家7个，创造森林生态旅游产值1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