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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
黄尚宁报道：广西沿左右江和漓江
流域开展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由最初的“零敲碎打”变为“一气呵
成”，成效明显，推动了自然资源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左右江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及生态
安全屏障。2017 年 12 月，广西启
动左右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工程实施内容包
括左右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与综合
整治、土地整治和土壤改良、石漠
化防治与水土流失治理等，共 308
个子项目，总投资125.56亿元。截
至今年 10 月底，270 个项目已立
项，开工建设 213 个，52 个项目已
完成验收。

项目实施过程中，广西突出重
点，着力打造一批生态修复效果
好、资金撬动作用大的亮点工程，
确保取得“出亮点、出样板、较先
进、可复制”的效果。目前，项目区

已基本完成南宁市西乡塘区美丽
南宁·宜居乡村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与建设二期工程、百色市田阳县巴
某—露美—桥马片区环境综合治
理及生态产业建设工程等典型项
目，在修复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
进乡村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发展
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针对过去流域治理缺乏系统
性、历史遗留问题多、生态脆弱等
状况，广西将桂林漓江流域生态保
护和修复提升工程纳入重大工程
建设规划。实施内容包括漓江综
合治理、生态修复、城市生态提升、
产业生态提升等六大类工程，由
147 个子项目组成，预算总投资
918.8 亿元。目前，已开工各类工
程项目 101 个，包括桂林喀斯特世
界自然遗产地生态景观修复、桂林
市琴潭千亩荷塘湿地保护、叠彩区
大河乡漓江沿线村庄改造、漓江

（城市段）排污综合治理等，完成投
资 24.38 亿元，其中统筹安排各级
财政资金11.3亿元。

广西左右江和漓江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成效明显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活力汉江”正加速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通讯员 杨 戈

发端于秦岭的汉江，是长江的最
大支流。滋养沃野千里的汉中谷地，
与长江共同造就了广袤富饶的江汉
平原。汉江生态经济带是中华腹地
最具生态价值、最具发展潜力的生态
涵养区。去年，随着《汉江生态经济
带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汉江生
态经济带建设全面提速。

逐梦汉江边

2013年10月，湖北省委十届三
次全会提出：“推动‘两圈两带’区域
发展格局的形成。”这标志着汉江生
态经济带开放开发上升为省级战略。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将推
进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纳入其中，汉
江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规划。

2018年10月18日，国务院公布
批复《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汉
江流域经济带的建设和开发进入新
的阶段。汉江生态经济带规划范围
内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实施方案，对
接国家规划，积极行动，将规划蓝图
化为生动实践。

襄阳市以减量化增长为抓手，借
生态优势培育绿色动能，加快发展绿
色经济，加快建设绿色家园，加快完
善绿色制度，加快构建绿色屏障，绿
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十堰市按照“区域统筹、集中连
片、综合整治、绿景兼收”原则，实施

“绿满十堰”行动，大力发展森林生态
旅游和林下经济，绘就生态新画卷。

汉中市启动万人千吨水源地排
查整治、汉江干流入河排口调查评估
监测和建档，颁布实施《汉中市汉江
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全市一二类
水质断面比例达96.4%。

南阳市开展城区绿化，实行内河
综合治理，打造“一河一景观廊道、一
河一建筑风格、一河一商业业态、一
河一文化主题”的滨水生态长廊和水
生态文化景观。

荆门市以海绵城市为建设理念，
加强对竹皮河的治理修复，大力实施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发展通用航
空、新能源汽车等10个重点产业，促
进新旧动能持续快速转换。

随州市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
工业和旅游产业，走产业集约高效、
环境宜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的绿色
发展路径，让市民乐享生态红利。

神农架既要生态高颜值，也要发
展高质量，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
程，加快构建“空间全景化、体验全时
化、产业全民化、景域一体化”全域旅
游产业格局。

共护一江水

汉江全长 1577 公里，流域覆盖
三省十三市（林区），滋养着4000多
万秦巴和荆楚儿女。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让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人民
分享着汉江的甘甜。

在生态发展上，兄弟城市同频共
振：汉中市大力退耕还林、植树造林，
水质常年保持在一二类；商洛市治山
治水防灾害，将山体垮塌的穷山沟建
成了水保科技示范园；南阳市在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1000 米范围内植树种草，库区生态
林面积增至53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 53％；神农架林区全面停止天然
林采伐，伐木工变身护林员；十堰市
平整荒坡、石山，建成连片优质核桃
种植园和花椒种植协作区；仙桃市全
面取缔汉江沿岸的非法砂场码头，并
对汉江岸线进行了生态修复……

行走在汉江流域，渣场变景区、
荒山成果园的例子比比皆是。

襄阳作为汉江流域建设中的中
心城市，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取
舍中作出了选择：2018年以来，全面
关闭了汉江沿岸的非法码头；30 多
公里的岸线及数百亩土地被腾退植
绿；曾被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的磷石
膏堆场变成了绿草青青、鲜花绽放的

江滩公园。
在襄阳铁腕治污的同时，安康市

拆 除 了 瀛 湖 上 468 户 养 殖 户 的
3.17万多口网箱；南阳市关闭涉污企
业 800 多家；荆门市投入 20 亿元整
治竹皮河，将一条“龙须沟”变成城市
景观长廊；天门市通过清淤、截污、控
源、生态补水、护水等系列工程，河水
水质不断变好；潜江市对返湾湖居民
进行整体搬迁，建成了国家湿地公
园。

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李
乐成表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
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
式。守住一江清水，要构筑绿色产业
屏障，通过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腾退
化解旧动能，培育发展先进产能，加
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作为流域内发达城市，襄阳以减
量化增长为抓手，全面推进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工业减量
化发展，用绿色理念、绿色标准、绿色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动企
业智能化改造，突破性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打造“中国新能源汽车之
都”；搭建服务业减量化增长平台，电
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新兴业态异军突
起，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农业减
量化增长机制不断创新，襄茶产业扩
能提质，有机产业加快发展，资源循
环利用大力推进。与此同时，各兄弟
城市各展其能，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普遍形态。

在保护汉江生态环境中求发展，
还需要解决各地圈地盘、抢资源、条
块分割、无序竞争情况，这就需要建
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今年8月30
日，湖北省出台了《汉江生态经济带
发展规划湖北省实施方案（2019-
2021年）》，提出建设“活力汉江”：探
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汉江流域
生态补偿试点。探索多元化投融资
模式，建立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融资
项目库，研究建立汉江生态经济带发
展基金，设立省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

汉江生态经济带示范建设专项。

同走生态路

如何加速开启汉江流域生态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新航程”？汉江流
域各城市的选择是：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

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熔岩“回
炉”，被牵引拉制成直径仅为头发丝
三分之一的玄武岩纤维，强度却超过
钢 材 ，耐 腐 蚀 性 超 过 合 金 ，可 耐
1000℃高温……位于襄阳的汇尔杰
公司玄武岩纤维项目制备工艺和技
术水平令世人叹为观止，目前，公司
已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一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

“一个龙头、六大支柱”蓬勃兴
起，“新能源汽车之都”强势崛起，“襄
阳云谷”冉冉升起。襄阳在新型工业
化道路上奔跑的越来越快，在汉江流
域城市群的首位度越来越高，在全国
城市经济中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荆门市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培育行动，成为全国首批、湖北唯一
的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试点城
市；孝感市投资500亿元，打造汇集
产业创新中心、电子信息园、生命科
学园等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新城。

既要“独唱”出彩，又要跳好“集
体舞”。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对口支援
处处长刘洋表示，建议建立流域协作
机制，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共同唱好绿色发展这场大戏。

汉江沿线分布着十堰、襄阳、孝感
到武汉的汽车工业走廊，云梦、应城、
天门、潜江的盐化工业基地，荆襄、保
康的磷化工基地，武汉、仙桃的轻纺产
品出口基地及江汉平原农业商品粮基
地。预计到2020年，总投资近200亿
元的湖北省内汉江5级枢纽可通航，
形成1000吨级汉江航道，与长江、江
汉运河构筑成 810 公里高等级航道
圈，将沿江城市串珠成链，打造一条通
江达海的“水上高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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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时
代，和谐宜居的城市成为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依托。公园城
市建设将引领城市建设新方向、重塑
城市新价值。邢台市把建设公园城
市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

公园城市建设要坚持把新发展
理念贯穿于城市发展始终，着力培育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开辟永续发展新
空间，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构筑开
放发展新优势，形成共享发展新格
局。公园城市是田园城市、花园城
市、园林城市的升级版本，是一种“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都
市形态。公园城市比花园城市具有
更多人文意蕴，比园林城市具有更多
自然风味，比生态城市具有更多发展
特性，具有公共品属性、生态属性和
空间属性的三重内涵，是城市绿化景
观、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市民生活、

城市文脉的深度融合。在公园城市
建设中，要把握城市的发展规律，推
动经营城市理念的迭代升级，形成
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
市；要以“绿色发展繁荣”的大生态观
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加速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融共赢，成为
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力源
泉；要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民生
观，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生产生活系
统，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
使命。

建设公园城市要坚持以生态文
明理念为引领，以生态视野在城市构
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布局高
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将“城市中的公
园”升级为“公园中的城市”，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要注重
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使城市
内部的水系、绿地同城市外围的河
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

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邢台市按照
“园中建城、城中有园、城园相融、人
城和谐”的理念，构建城市公园、街头
游园、郊野公园和城市绿化环境组成
的全域公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充
分发挥环城绿道网、市域水网的串联
作用，连通所有的城市节点，形成全
民共享、覆盖全城、蓝绿交织的生态
空间，实现全城景观化、景区化，努力
铺就“绿满邢襄、水润古城”的生态底
色。通过大力实施街道绿化、市区彩
化、拆后绿化、游园建设等工程，邢台
市新建游园 62 处、新增绿地 134 公
顷，特别是利用采煤塌陷区建设的园
博园，成功举办了河北省第三届园博
会，为采煤塌陷区综合治理提供了解
决方案。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
的生命与价值不在高楼林立，而在于
有文化、有精神、有品质。城市历史
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

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
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
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
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
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
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
国情怀。提升公园城市文化内涵，要
通过保护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设施、
镌刻文化符号、开展文化活动，强化
人们对文化的感知体验，不仅要依托
大型标识建设，打造文化“大符号”，
也要依托小微型景观、小品雕塑，打
造文化“小符号”。邢台有3500多年
的建城史，是华北平原上第一座城
市，也是中国古典园林雏形的诞生
地。邢台市通过串联祖乙迁邢大型
群雕、园林艺术馆、太行文明馆等文
化设施，展示地理风光、自然资源，
传承人文历史，让人们尽享邢襄文
化，在春风化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建设“绿满邢襄、水润古城”的公园城市
□ 河北邢台市市长 董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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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南地区的永嘉县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千年古县、
中国文化旅游大县，也是“全国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近年
来，永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三
农”工作，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高标
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把乡村打
造成了干净美丽、各具韵味、富有
活力的家园。

永嘉旅游资源丰富，境内的楠
溪江是全国唯一以山水田园风光
见长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楠溪
江的历史大半是由舴艋舟所书
写。“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李清照笔下诗情画意的舴艋
舟，在楠溪江已有 1500 余年的历
史，它不仅是文人笔下的那叶轻
舟，还是永嘉楠溪江沿岸古老的交
通工具，承载着楠溪江人的乡愁，
更是难舍的文化符号。

2018 年，永嘉县启动了“舴艋
舟复活”工程，寻找老匠人，复兴传
统工艺，挖掘船工文化，传承楠溪
船歌。永嘉还用舴艋舟串联起楠
溪江沿岸的岩坦镇的14个村庄，在
水路上勾勒出一条“楠溪古韵乡村
振兴示范带”，探索出一条文化、经
济、生态、服务四位一体综合发展
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沿着楠溪江一路向北，300 里
碧水古村，到处是火热的场景，楠
溪古韵示范带擘画出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生动现实。花漫源头、屿北
古村等亮点遍布楠溪上下，争奇斗
艳，为98万永嘉人的“母亲河”增添
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源头村位于楠溪古韵乡村振
兴示范带最北部，地处楠溪江上
游。这里曾是环境脏乱差的典型
村，近年来，源头村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将生态环境建设与新农村建
设紧密结合，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如今

的源头村道路整洁，各家各院种满
花草，村内民宿、农家乐、生态停车
场等基础配套设施齐全，花街、孝
心廊、源头埠头、舴艋舟文化馆等
旅游资源丰富，游客可居住在花漫
源头欣赏新村风貌，可置身舴艋舟
文化馆了解舴艋舟的历史与传承，
还可行舟江上，品鉴楠溪山水风
光。漫步源头村，一幅恬然和谐景
色跃入眼帘，一条清澈的溪流，一
幢幢新颖的农家住宅，一片生机盎
然的绿化景观……一座生态型村
庄正呼之欲出。

从源头村乘坐舴艋舟顺流而
下，便来到了因“一门三进士，父子
两尚书”著称的屿北古村。屿北村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保存
着 45 座完整的古式四合院建筑。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居民生活和老
屋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
了既保护好古村文化，又让村民的
生活有奔头，永嘉县在全省首创

“整村置换”开发模式，建“新村”换
“旧村”，探索政府、村民、村集体和
企业四方共赢的古村振兴样板工
程。屿北村计划建成面积5平方公
里的集古村复活、文化影视、多彩
森林、创意田园于一体的文旅综合
体。目前，屿北村仕学堂等两座文
化展馆已对外开放，完成了以“馆、
玩、吃、戏、夜、住、节”七字为主题
的屿北村旅游策划提升方案。匾
额博物馆、祖师爷博物馆等六大展
览中心正在有序建设。

楠溪古韵乡村振兴示范带建
设是永嘉乡村振兴的缩影。今年
以来，永嘉通过打造“岩坦楠溪古
韵示范带”“鹤盛山水诗画示范带”
等1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已累计完
成投资总额12.6亿元，积极融入温
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建设，撬动
当地绿色崛起，推动“一处美”向

“一片美”再到“整体美”的转变。

浙江永嘉县高标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

座座古村处处美
本报记者 周明阳

践行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襄阳大力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经济样板区、先行区、体验区，辐射带动作用日益

显现。图为襄阳市建成的161公里沿河生态护坡。 王 虎摄（中经视觉）

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的苍坡古村景色。 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