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①① 生态环境优美的荔枝公园生态环境优美的荔枝公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阳腾杨阳腾摄摄
图图②② 游客漫步在香蜜公园的蜿蜒小径游客漫步在香蜜公园的蜿蜒小径。。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福田区一角福田区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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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的深圳天气依然炎热，走在福田区荔枝公园荔枝湖
畔，只见湖水清澈，碧波荡漾，从湖面拂过的清风带着丝丝
凉意，让人顿觉精神一振。

随着持续不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如今
的福田区常年花团锦簇、绿树葱茏，处处展现出“抬头见碧
水蓝天、推门闻鸟语花香”的花园城区生态活力与魅力，成
为广东省第一批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城区，获评“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

“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和‘城市主客厅’，福田区在某种
程度上代表了深圳的城市形象与发展水平，是深圳的‘门
面’。我们要以‘福田实践’‘福田经验’展示深圳生态文明
建设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典范城区，全面投身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福田区委书记郑红波说。

水环境质量创历史最好

“荔枝湖区域已经实现污水零排放，透明度达到1米以
上，湖水已达到地表水准Ⅲ类标准，是深圳首个污水零直排
示范片区。”深圳市福田区水务局局长何如介绍，荔枝湖水
净河绿的背后是新装的湖水净化循环装置及综合整治工程。
通过对市政管网全面健康体检，福田区从雨污分流、清污分
离、清洁护河、污水零直排、排水管理进小区等方面着手，
实现治水从“治污”向“提质”转变。

水净河绿、碧波荡漾的荔枝湖区域仅仅是福田区近年来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从高处俯瞰福田，满眼
青翠，最引人注目的是水清岸绿的福田河。福田河干流全长
6.8公里，流域面积15.9平方公里，是深圳河的一级支流。
数年前，福田河有约2.13公里黑臭水体，许多市民都避而
远之。

“与荔枝湖等静止水体的治理相比，福田河这类流动
水体的治理难度更大。”何如说，“为了消除暗涵黑臭，
我们通过内源清理、源头截污、初雨收集等方式提升河道
水质。”

福田区在深圳市率先探索暗渠化河流内源、面源污染治
理方案，通过在福田河上游暗涵开展试点，为其他暗涵治理
提供借鉴。福田区共有暗涵5条，目前已完成福田河上游暗
涵、新洲河上游暗涵、皇岗河、凤塘河暗涵清淤截污，新建
排水管20.1公里，暗涵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已建成
箱涵暗河综合监控系统。

记者看到，如今的福田河涵洞侧壁均贴有安全出口反光
标、路标等指示性标识，随处可见照明灯、可视化视频监控
仪等设备。这里水质清澈，水流顺畅，河道及周边区域没有
杂物，曾经水体黑臭、淤积严重的模样一去不返。

河水环境的蜕变来自福田区下大决心铁腕治水。为了推
进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早在2016年福田区就成立治水提质
工作领导小组，由区长担任组长，下设区治水提质指挥部办
公室。福田区还将治水提质行动列入福田区“十三五”重大
行动，作为重点工作任务列入福田区50项攻坚任务和8项
行动中。

河长制推动河长治。福田区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河
（湖）长制体系，让河长成为撬动源头治理的支点，充分发
挥其追根溯源、找准病根的关键作用。同时推进河流（湖
泊）的综合治理和日常管理，实现辖区10条河流和27座水
库（湖泊）、山塘（小微水体）生态保护和日常管养全覆

盖。通过组织实施“百日攻坚行动”“攻坚2018行动”等，
对辖区所有排水建筑全面排查，将存在混流的小区纳入正本
清源工程，进行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完成1410个小区
改造，实现全区2114个排水小区100%达标。全力开展15
个“城中村”70个自然村雨污分流，实现全区雨污分流全
覆盖。协同深圳市水务集团对辖区332个排水口全面查清排
水管网问题，同时实施“消黑兜底工程”，整治缺乏管理的
排水沟渠。

2020年，福田区水环境质量提升再次获得突破，深圳
河、新洲河、福田河、皇岗河、小沙河、凤塘河等6条河流
水质全部达标，其中福田河1月至5月平均污染指数同比下
降超60%，深圳河口水质达到地表水IV类标准，为1982年
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好水平。

“水变清了，环境变好了，鱼鸟都回来了，还有青蛙一
直呱呱叫，我们都爱来这里散步。”福田河的治理成果让市
民纷纷竖起了大拇指。人们桥上看风景，桥下赏鱼游，岸边
听蛙鸣，勾勒出繁华都市里山水草木、花鸟鱼虫和谐共处的
亮丽风景线。

福田区区长黄伟说，福田区委、区政府高度关注市民对
生态环境的关切。近年来，通过批量治水，多维度推动环境
品质提升，现在的水环境质量达到了深圳有历史记录以来最
好的水平，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绿色生态福利。

打造环境竞争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福田区始终坚持发展与保护
并重，突出强调‘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努力做好生
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郑红波说。

2019年，福田区采用“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方
式，推动大分流、细分类；2020年又从“战、谋、精、
动、督”五个字上下功夫，推动治水、治气、治废、治污攻
坚，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田区空气环境质量稳步
改善，空气优良率为98.9%，PM2.5平均浓度19.3微克/立
方米。声环境质量持续提高，1月至5月福田区环境噪声
信访投诉量在去年下降 19.35%的前提下同比再下降
7.86%。福田区还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先行示范城区创建，
实现全区所有物业小区“楼层撤桶+定时定点集中投放+
厨余专门收运”“三个100%”。生活垃圾日均产生量同比
减少 16%，厨余垃圾收运量达全市 40%左右，居全市
第一。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局长杨军介绍，福田区坚
持从大处着眼，从细处着手，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精细化管
理。每周开展一次“利剑四号”行动，对入河、入管两类排
污口开展“查、测、溯、治”溯源执法。推进“降尘”“减
排”“削峰”攻坚行动，针对工地扬尘、餐饮油烟、汽修、
印刷等主要大气污染源开展集中整治。指导建筑工地从控制
噪声源、保护被传播者和切断传播途径三大要素着手，降低
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搭建与产废企业、医疗机构的
交流平台，保障辖区危险废物100%集中处置。今年4月至
5月，因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不利，福田区启动了4次应急
减排联动，联合区住建局、各街道办累计检查工地530家
次，整改155家，检查印刷企业10家；监测非道移动机械
23台，并组织汽修企业、印刷企业等排放挥发性有机物企
业实施错峰生产。

建设生态制度体系

好环境的打造离不开制度的保障。福田区利用政府
的“有形之手”，推动生态制度体系建设。早在2011年便
成立辖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委员会”，由书记和区长任
双组长，区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区直属各有关单位、各街道
办主要负责人为委员会成员，实行领导小组例会制度和重大
事项会商制度，全面推进福田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福田区
重视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历时两年编制并颁布了《深圳市
福田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文本（2017—2020）》，连续7年
印发福田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年度行动计划以及
每年度创建工作总结，稳步推进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

同时，福田区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重点监察范
畴，执行月度督办和季度督办机制。考核结果直接列入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中，实施“一票否决”制度，对
工作不力、行动迟缓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问责制，追究相关
责任。为加快培育政府绿色发展政绩观，福田区探索构建
全国首个中心城区生态文明核算体系。通过实现对全社会
不同层面的生态文明价值核算，进一步量化分析区域生态
文明发展水平，形成 《中心城区生态文明核算体系
（ECACC）》 研究报告，构建 ECACC 核算体系软件
V1.0，有利于决策者及时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策略。福田区
还探索研究绿色发展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形成《中心城区
绿色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报告，强化生态文明建
设在党政实绩考核中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
共同义务。福田区注重构建长效宣传机制，丰富参与方
式，推动全区人人行动。从2011年起连续8年开展低碳
竞赛，制作《低碳一家子》动漫，利用运营“幸福福
田”微信公众号、投放宣传片等活动，提升公众认知
度。同时发动专家及群众力量，组成香蜜公园理事
会，开启“公园造福市民、市民服务公园”新模式。

“蓝天白云、湖绿岸青、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
市民能够享受的最普惠民生福祉。”郑红波说，福田
区在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
保持稳中向好，发展质量保持领先。

统计显示，2019年，福田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4546.50亿元，同比增长7.2%。全区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为27.58 万元。质量效益全面
彰显，地区生产总值地均集约度为57.80亿
元/平方千米，同比增长 7.2%；税收地均
集约度为23.21亿元/平方千米，同比增长
8.1%，居深圳全市各区之首。集约度水
平领先，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建设用地、
水耗、能耗均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环境，福田区主要经
济指标持续向好，经济运行回升态
势明显，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2225.7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交出了一份超出预期的

“半年报”，充分彰显了福田
区经济良好的发展韧性。

深圳福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

花园城区尽显生态魅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这是每个城市居民心中的
期盼。

在公园建设方面，深圳福田区稳步推进，公园总数达
119个，占辖区总面积10%以上，大大小小的公园成为美丽
福田的颜值担当。2017年7月开门迎客的香蜜公园以公共
开放和生态保护为原则，汇集了城市休闲娱乐功能，将文
化、休闲、体验融为一体。如今，漫步在香蜜公园的蜿蜒小
径，随处可见市民三五成群散步锻炼的身影，很多家长领着
孩子在公园游乐区嬉戏玩耍。

不仅景色美环境优，香蜜公园还使用智能照明、无线网
络、环境监测、安防监控等10多个标准化系统，确保公园
日常管理智能化、数字化，这也是福田区在政府服务、公园
管理、城市建设等领域推进国家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的体
现。园内分为运动休闲区、果树园区、生态水系区和花卉生
活区，设有自然展览厅、活动中心、资源循环中心、管理服
务中心、花卉博览园、图书馆等公共建筑，既满足市民休闲
娱乐的需求，还辅有室外花卉科普展示、生活教育功能。如
今，香蜜公园拥有了专属的粉丝群“蜜蜂”，以丰富多彩的
活动、品质一流的公园景观、设施完备的便民设施，成为深
圳市民乃至周边城市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被誉为深圳最
美公园。

福田公园体系里不仅有香蜜公园这样的新晋“网红”，
更有莲花山公园、红树林生态公园、笔架山公园、园博园等
特色鲜明、景色宜人的大型公园；另外还有128个社区
公园，公园与公园之间还有绿廊、绿带和绿道串联。

2011年7月份，福荣都市绿道作为福田重大民生
工程改造完成，一个环境优雅、设计别致设计别致，，包括生包括生
态态、、休闲休闲、、运动运动、、文化等功能区的都市绿色休闲大走文化等功能区的都市绿色休闲大走
廊出现。福荣都市绿道全长 33..0808 公里公里，，占地面积占地面积

10.27万平方米，贯穿7个社区，惠及居民25万余人。绿道
不仅有缓跑径，还有形式多样的漫步径，缓跑径每百米画有
标识，漫步径贯穿街心公园、游乐场、球场、运动健身设施
以及休闲亭等，时而是木质长廊，时而散布地砖，构建起城
市人的“慢”生活。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福田区建区30
周年。8月24日，福田区2020年十大“民生福礼”正式向
社会发布。其中，环境“福礼”提出打造百姓身边的公园，
今年将高标准新建、改建10个社区公园，让“百园福田”
更加大放异彩，让周边的居民能够“推窗见绿、出门进
园”；打造20个社区居民参与、精巧典雅的社区共建花园，
美化城市景观，促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福田区区长黄伟表
示，福田区委、区政府将
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
之忧，为“双
区”建设贡献

“福田力量”。
文文//李小芳李小芳

推窗见绿 出门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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