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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滨海湾新区生态先行赢得发展先机

粤港澳大湾区里的“生态明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圈几何中心的广东东莞

市滨海湾新区，规划总面

积83.3平方公里。《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了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特 色 合 作 平 台 的 定 位 。

2017年10月份揭牌至今，

新区以生态建设先行，全

力打造兴业宜居智慧湾区

新城，不仅为自身的发展

赢得了先机，更为生态环

境压力日益增大的粤港澳

大湾区增添了一颗熠熠生

辉的“生态明珠”

春回大地，在广深沿江高速公路
东莞段的“滨海湾 长安”出入口，一
个全新的湿地景观带吸引了往来人
们的驻足。如茵绿草环抱着一湾清
澈见底的小湖，湖水边，翩然灵动的
宫粉紫荆、鲜黄明艳的黄花风铃木、
绯红似霞的木棉等各色春花竞艳枝
头……许多人惊讶不已：两个月前还
是一片荒草丛生的滩涂，何以转眼变
成了赏心悦目的美景？

打造“一廊三绿心”

“这里是东莞唯一‘山海河林田
草’融为一体的区域。”广东省东莞市
委副书记、滨海湾新区党工委书记张
科介绍。新区面朝伶仃洋，拥有 40
公里长的滨海岸线，既有威远炮台、
海上疍家等历史人文景观，又有威远
山、木棉山等自然资源，河网水系发
达，狮子洋、磨碟河等水系在此入海。

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生态优势？
滨海湾新区精心规划了“一廊三绿
心”的生态建设格局。

铺开新区的规划设计图，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条集生态、景观、休闲、
运动于一体的“滨海景观活力长
廊”。据介绍，新区坚持“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邀请国际一流
规划设计团队参与“滨海景观活力长
廊”的规划设计竞赛。“我们希望既展
现深厚历史积淀、壮美海岸线景观，
又具备承接国际马拉松、国际文化交
流等活动的空间，将新区建成国际一
流、湾区领先、最具魅力的滨海景观
休闲带。”张科说。

如果把“滨海景观活力长廊”蜿
蜒的海岸线比作项链的话，那么“三
绿心”—5000亩的威远岛森林公园、
3000亩的中央农业公园、2000亩的
磨碟河湿地公园，则是镶嵌其间的3
块翡翠。

扼守珠江口的威远岛山脉郁郁
葱葱，如同伶仃洋畔的一道绿色屏
风。据统计，岛内拥有5.6平方公里
森林，20 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未来的威远岛森林公园，将凸显高低
错落、山海相映的特色，并充分利用
岛内海战博物馆、威远炮台群、虎门
大桥等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承

载区域国际交往、历史文化展示、生
态休闲等活动的重要平台。

位于磨碟河出海口的湿地公园，
则将区域内的沙角东都市田园、大岗
山森林公园、红树林湿地等连为有机
整体，充分展现莞草、莞香、红树林、
白鹭等具有东莞特色的滨海生态符
号和湿地风光，成为新区生态保护、
生态体验的核心。

中央农业公园则依托沙角半岛
3000 亩连片基本农田，着眼产业与
生态的深度融合，拟打造以生态旅游
和亲子游为主题的田园文旅片区，探
索发展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创意农
业等现代农业新兴业态。

水清岸绿磨碟河

塞古涌，原本是东莞的“龙须
沟”，是制造业重镇长安镇污染最严
重的一条河涌。而今，记者漫步河涌
边，只见河水清亮，新种植的红树林

在水中郁郁葱葱。
塞古涌是磨碟河的 6 条支流之

一。在滨海湾片区，总长近8 公里的
磨碟河作为重要的跨界河流，串连起
滨海湾新区、虎门镇和长安镇，大沙
河、蚝坦涌等支流纵横交汇至交椅
湾，汇入伶仃洋。由于长年累月的工
业污染，导致磨碟河水质恶化、黑臭，
严重影响了沿岸城市空间的拓展。

近年来，东莞高度重视水生态文
明建设，滨海湾新区也开始加速推动
磨碟河综合治理，提出 2020 年磨碟
河片区河涌全面消除黑臭。去年 10
月份，磨碟河综合整治规划获得通
过，确定投资 43.17 亿元，对磨碟河 1
条干流6条支流进行整治，整治内容
包括水污染控制、水质提升、岸线和
滩涂保护与利用、沿岸景观品质提
升、海绵城市等。

目前，涉及磨碟河片区综合整治的
截污管网建设正加快推进，已建成管网
109.36公里，在建管网133.8公里，力争
2019年底建成。随着磨碟河生态风光带

规划建设及干支流水污染控制、水质
提升等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生
态整治已初见成效。

绿色项目引进来

“短短一年间，这里的环境有了
很大的改观。水干净了，鱼就多起
来，鸟也被吸引过来。这么多白鹭、
海鸥、野鸭、鸬鹚……我近水楼台先
得月，过来蹲点拍摄非常方便。”新
区交椅湾启动区厦岗社区居民、广
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孙永林说。

多年来，在周边地区轰轰烈烈
的工业化进程中，这片台风频发、海
水倒灌的海湾逐渐成为被人们遗忘
的角落，直到一年多前仍是一片荒
芜的盐碱滩涂，废弃垃圾和水葫芦
滞留海堤，海水污染严重。从去年
开始，滨海湾新区按照“净化、绿化、
美化”的“三部曲”思路，快速推动交
椅湾启动区景观提升。新区干部用

“绣花功夫”一点一滴将滩涂变为了
生态景观，累计种植植被750亩，打
捞海上垃圾5000吨，使得近6平方
公里的海域内水质明显好转。

生态的提升招回了海鸟、引来
了游人，更引得绿色产业项目纷至
沓来。“我是虎门人，没想到小时候
记忆中东莞的海又回来了！”前来考
察的正中投资集团总裁邓学勤欣喜
地说。2月19日，滨海湾新区管委
会与正中投资集团签署了正中创新
综合体项目，将依托正中集团医药
及健康基金平台，围绕滨海湾新区
产业发展规划，引进生命信息、高端
医疗、健康管理等生命健康服务业
和高端制造业，打造优质产业集群。

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的要求，未来滨海湾新区将建设
成集聚高端制造业总部、现代服务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基地的大
湾区特色合作平台。如今，优美的生
态环境已经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赢得
了先机。随着环境品质对产业项目
的磁吸效应逐步彰显，目前，滨海湾
新区已成功引进紫光芯云产业城、
OPPO智能制造中心、欧菲光电影像
产业、威远岛金融科技城等新兴产
业项目，投资总额达2830亿元。

福建三明

绿色金融打通“两山”转换通道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近年来，云南昆明市加大滇池自然环境保护力度，滇池水质得到明显改
善。图为游客在滇池海梗大堤观赏红嘴鸥。 胡智慧摄 （中经视觉）

绿色湾区需更多“滨海湾探索”
郑 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了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的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成为其中浓墨重彩的章节。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生态环境已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突出短板。尤其在以

“世界工厂”闻名遐迩的珠三角地区，
40 年来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
工业模式起步，随着制造业壮大，在
生态环境方面已有太多欠账。就如
纳入东莞滨海湾片区的“中国服装之
都”虎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重镇”
长安等镇，多年来在为国家创造了

“金山银山”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像
塞古涌这样的“龙须沟”。

滨海湾新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所
发生的巨变，为我们增强了早日还清
生态欠账、建成宜居宜业宜游国际一
流湾区的信心，更为其他地方建设

“美丽湾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记者在调研采访中发现，滨海湾新区
的许多经验做法，其实与《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文明
建设方针高度吻合，能够带来多方面
的启示。

搞生态就必须要花大钱吗？滨
海湾新区用实践告诉我们：并非如
此。漫步交椅湾启动区的湿地公园，
虽不见名贵花木，却随处可见打造高

品质生态景观的匠心及节约资金、资
源的苦心：盛放的格桑花花籽，是新
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孙世宏
从自己当年的援藏地西藏林芝托人
带来的；滨海步道旁如曲水流觞般的
溪流景观，是新区干部就地取材在海
边捡拾生蚝壳铺于溪底打造的。新
区干部还经常利用工作余暇到湿地
种番薯、捡垃圾，数月间便实现了启
动区绿化全覆盖……

如何才能又快又好地实现生态
修复？滨海湾新区依托原有的生态
本底、因地制宜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做
法可谓一条捷径。在寸土寸金的新
区，大面积规划滨海生态廊道和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农业公园，用原有的

“山海河林田草”资源构建起“一廊三

绿心”的生态格局；在滨海湿地上种
植莞香树、莞草等本地特色植物，培
育起由红树林、芦苇、兰花草等多样
性植物构成的沿海生态屏障……一
系列措施，迅速提升了生态系统的质
量和稳定性。又黑又臭的塞古涌，经
清理后栽上红树林、莞草，3 个多月
间便实现了水质转好，鱼鸟回归。

生态建设的成败，归根结底还是
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看清了这一点，滨海湾新区在生态环
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一方面
从源头开始构建绿色产业体系，OP-
PO智能制造中心、紫光芯云产业城、
平安威远岛智慧城……一系列高端制
造业和新兴服务业项目，为未来产业
实现绿色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
面，在城市规划中注重森林绿道、滨海
湿地步道等公共慢行系统建设，着力
培养人们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不会再走多年前竭
泽而渔的老路。我们期待着大湾区
各地在绿色发展方式上进行更多有
益探索，让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
湾区早日建成。

2018年，福建省三明市生态质
量 7 个考核指标中有 6 个居“全省
第 一 ”：市 区 空 气 质 量 达 标 率
99.2%；全市110个小流域断面Ⅰ-
Ⅲ类水质比例96.4%；18个国（省）
控断面水质100%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质……

但是，三明市并没有因为保护
生态而影响经济发展。2018年，三
明市人均GDP9.16万元，居全省第
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8.1%、9.1%。

“成绩的取得是三明市积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结
果。”三明市市长余红胜说：“要把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必须打通‘两
山’转换通道。这个通道是什么？
就是绿色金融改革。”

余红胜介绍，为推动绿色金融
改革，三明市近年来主要抓了 4 件
事：构建政府牵头政银企联动的绿
色金融改革领导体制，高位推进改
革；构建一整套绿色金融统计监测、
效果评价、正向激励等政策导向体
系；重点从“绿色贷款、绿色基金、绿
色保险、绿色债券”四位一体全面探
索创新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以三
明农商银行为主体，试点探索绿色
银行运行机制。

“这几件事情，重点解决了3个
现实问题：钱从哪里来？产业向哪
里转？银行往哪里贷？”余红胜说。

“过去老百姓有句俗话，‘要致
富，上山去砍树’，如何实现不砍树
也能致富？”余红胜说，三明创新了
林权抵押贷款、普惠林业金融“福林
贷”等产品，又拓展出了“福田贷”

“福竹贷”“福茶贷”等产品，取得良
好成效，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金融活水。
目前全市林权抵押贷款 120.1 亿
元，占全省总量的57%、全国的十分
之一。其中“福林贷”目前已授信
13.6 亿元，累计放贷 11.5 亿元，惠
及1403个村10863户林农，没有一

分钱不良贷款。
三明是老工业基地，如何推动传

统产业从“傻大笨粗”、高污染、高耗
能向绿色转型？余红胜介绍，三明市
在全国率先推行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3项
改革，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强化
节能减排，加快企业绿色转型，解决
了“产业向哪里转”的问题。比如，三
明市开展排污权交易改革，发放全省
首例排污权抵押贷款，目前全市排污
权出让成交总额3.26亿元，位列全省
第一。2018年，全市排污权出让成
交总额近1.48亿元，企业获利超过
1.15亿元。

三明市还率先推动涉重金属企
业、化工企业、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
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并在三元
区黄砂化工园区建立园区整体投保
机制，与保险公司一道共管环境、共
控风险，目前共有191家企业投保，
保额1.49亿元，有效促进了企业提
升环境风险管理水平，降低了政府
负担和企业经营与财务风险。

过去，银行向绿色产业贷款内
生动力不足。为此，三明市通过构
建绿色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价机
制，设定15个指标对银行机构绿色
信贷工作进行评价，形成鲜明的“指
挥棒”，让金融机构对开展绿色金融
服务有压力、有动力，从而解决了

“银行往哪里贷”的问题。2018年，
三明市绿色贷款 88.56 亿元，占全
市贷款余额的 6.47%，走在全省前
列。目前，80%的市级银行机构已
发放绿色贷款。

绿色贷款划分有12个用途，三
明已在10个用途上发放贷款，其中
占比最高的是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
源项目贷款，占比 31.89%，包括水
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
贷款；其次是绿色交通运输项目贷
款，占 31.62%，主要是支持公交公
司等购置新能源汽车；第三是绿色
林业开发项目贷款，占19.9%。

亲近红嘴鸥

随着水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项目的推进，伶仃洋岸边呈现出碧波荡漾、绿树环绕的美景。 （资料图片）

从2017年到2018年，滨海湾新区在荒芜的滩涂上打造出了如画的生态美
景。图为同一块滩涂在水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完成前后的对比图。

（资料图片）

共赏美景 呵护珠峰
本报记者 刘 瑾

前不久，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
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进入珠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绒布寺以上核心区旅游”，并将
涉及珠峰保护区核心区的旅游帐篷
营地搬迁至 S515 省道绒布寺附近
公路两侧100米以内的实验区。

“绒布寺以上区域为珠峰保护
区核心区。”珠峰保护区管理局副局
长格桑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分为核
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本
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
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
动”。2018 年，珠峰保护区功能分
区重新调整并获国务院批准。调整
后，属实验区的绒布寺一带依《条
例》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
习、参观考察、旅游等活动。

对此，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刘友宾表示，新的旅游中心营地与
之前相比仅下撤 2 公里，不影响游
客观赏珠峰美景。

始建于 1988 年的珠穆朗玛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西藏日喀
则市定日、聂拉木、吉隆和定结 4

县，总面积3.38万平方公里。位于
中国境内及中尼边界上的5座海拔
8000米以上山峰均在区内。

近年来，随着珠峰保护区旅游
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游客人数持续
增加。在珠峰保护区核心区开展旅
游活动，不仅违背《自然保护区条
例》有关规定，也给珠峰保护区带来
生态环境压力。

刘友宾表示，生态环境部将会
同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采取多项措
施。例如，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措施，
加强自然保护区日常监管巡查，对
珠峰大本营5200米以下区域旅游
景点周边环境进行整顿，建立专门
队伍定期清扫转运垃圾，对珠峰大
本营5200米以上区域垃圾进行专
项清理。同时，完善环保基础设施，
在珠峰保护区北大门至珠峰大本营
沿线设置垃圾箱，安放修建生态环
保厕所、移动厕所等，并为每支登山
队配备便携式马桶。

据了解，目前珠峰生态环境已
有较大改善，定日县城至珠峰大本
营道路沿线区域已无明显生活垃圾
堆积和污水乱排现象，登山线路周
边的垃圾得到初步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