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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产业、生态、文化并举，

形成新兴产业生态圈和新型产

城人融合城市功能，深圳东部

将建起美丽的产城人融合

空间。

深圳国际低碳城升级改

造，一方面是打造更具针对性

的产业空间和资源平台，促进

绿色低碳产业生态优化；另一

方面补充城市功能，提升空间

品质，形成生产、生活、生态

共融的产业园区和美好家园，

把产、山、文、水、城融合

起来。

深圳东部建设产城人融合空间——

聚集低碳产业 提升空间品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跨界”老街重现繁华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为创新研发型企业和机构定制发展空
间、配套可布局轻型生产线的厂房、形成山水
园与古村落协同的生态环境……位于深圳龙
岗区东部的深圳国际低碳城正迎来跨越式发
展，通过产业、生态、文化并举，将形成新兴产
业生态圈和新型产城人融合城市功能，助力
深圳东部发展和周边居民生活幸福感提升。

“深圳国际低碳城经过多年发展，已形
成以低碳为核心的发展基础，我们希望通过
升级改造，进一步推动‘低碳+科技’‘低
碳+生态’‘低碳+文化’‘低碳+休闲’，把
产、山、文、水、城融合起来。”推进深圳
国际低碳城改造升级的华侨城深东集团坪西
项目部负责人陈叶龙介绍，一方面是打造更
具针对性的产业空间和资源平台，促进绿色
低碳产业生态优化；另一方面补充城市功
能，提升空间品质，形成生产、生活、生态
共融的产业园区和美好家园。

打造“绿色名片”

深圳国际低碳城所在的坪地街道原先多
为低端加工制造业，附加值较低，城市面貌
呈“半城半乡”特征，城市化发展水平滞
后。不过，这里有山有水，有一定的土地资
源，适合打造生态低碳城，发展环境友好型
高端产业。

2012年8月，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建
设，作为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
低碳城总面积53.14平方公里，以高桥、坪
西片区约1平方公里为启动区，以丁山河沿
线约5平方公里范围为拓展区。从规划之
初，低碳城就被赋予低碳发展内核，瞄准新
兴产业发展趋势，致力于推动实现高标准发
展和产业升级。目前低碳城运行着多个国际
合作项目，聚集了一批节能环保、高端装备
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研发机构和企业，成
为展现深圳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提升深圳影
响力的重要区域之一。

位于低碳城拓展区的深圳市朗坤环境集
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有机废弃

物处理、垃圾分类后端综合处理领军企业，
以生态环境园模式实施有机废弃物处理，实
现变废为宝，产出生物柴油、清洁电力等新
材料、新能源。“2009年入驻低碳城以来，
企业规模及总体实力显著提升，目前公司在
全国各地投资、建设并运营33个生态环境
园项目，在该领域市场规模为国内第一，投
资建设和运营的广州东部生物质综合处理中
心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有机废弃物处理设
施。”朗坤环境集团副总裁周存全介绍，低
碳城是深圳探索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载体，
随着生态环境、产业配套持续加强，这里的
创新氛围、人才流动、技术交流、技术平台
共享等方面都有改善。

城市低碳文化需要积累、发展和创新，
也需要记录、展示和传承。深圳国际低碳城
2018年建成国际低碳体验中心，形成低碳
文化体验和科普平台，如今已是深圳低碳科
普教育的重要基地。“通过传统低碳生活主
题展、低碳24小时主题展等，展示应用数
字技术和场景互动，多元化呈现现代都市的
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科普低碳文化，将低碳
观念的种子‘种’进观众心里。”国际低碳
体验中心负责人徐昶丰介绍，“在低碳文化
驱动和垃圾分类推行大趋势下，龙岗区在深
圳国际低碳城建起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验
馆，以科普、创意、互动一体的方式强化循
环和低碳生活理念。城市环境更绿色，未来
生活更美好，不仅产业园区建设要倡导绿色
低碳，每个人都应参与低碳行动，为降碳减
排贡献个人力量。”

低碳空间再升级

深圳国际低碳城规划是一次创新试
验，采用滚动开发模式，以城市发展引领
低碳发展。低碳城早期定位是建设气候友
好型的新兴低碳产业集聚区，承载研发办
公、生产、居住、商业等功能，推动形成
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华侨城
介入后仍是在此框架下推进工作。在2016

年第四届国际低碳城论坛上，龙岗区政府
和华侨城集团签约开展战略合作，主要是
推动破解低碳城面临的核心产业根植、低
碳品牌提升、城市产品创新，以及存量空
间发展瓶颈破解等挑战。”陈叶龙说，城市
发展的根基在产业，引入华侨城推动升级
就是要依托华侨城30多年成片开发、综合
营城的经验，以城兴产，以产促城，从而
留住人才，聚合人气。

“补充城市功能，提升空间品质是改造
升级的重要环节，华侨城在低碳城推进的第
一个项目是低碳乐城改造，初步弥补了低碳
城的高端服务配套。”深圳华城国际低碳城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波介绍，低
碳乐城原址是一栋废弃多年的闲置建筑，但
地理位置不错，处于低碳城1公里启动区
内。“低碳城缺少优质的餐饮和住宿配套，
以前在低碳城举办活动，嘉宾吃住要去比较
远的地方，很不方便。我们用一年时间进行
升级改造，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低碳城最好的
服务配套。”

站在低碳乐城向外望去，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深圳国际低碳城会展中心。这是一
组低能耗建筑群，采用室外环境、绿色交
通、绿色建材、能源综合利用等十大低碳
环保技术系统、90多项低碳生态技术。深
圳国际低碳城的细节设计以环保低碳为导
向，净化处理后再排放的城市地面道路污
水、利用废弃钢铁做成的公园各式雕塑、
使用截桩做成的各式休闲景观或凳椅都体
现着城市建设中回收利用的理念。低碳乐
城是绿色建筑二星评定标准建筑，多方面
融入了循环元素。

提升产业园区品质

“低碳城的前期发展始终围绕低碳二
字，下一阶段的升级改造也将如此。”张海
波介绍，2020年6月正式开工的国际低碳
城文化中心项目是低碳城新阶段建设的重头
项目，也是深圳市2020年重大建设项目，

计划投资60亿元，将建成办公、研发、无
污染生产厂房、商业及其他公共配套设施，
也将建成低碳城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整
个项目以低碳活力轴为统领，在设计上顺应
气候特点，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气候条件进行
通风除湿。”张海波表示，他们特别强调应
用绿色低碳技术，以海绵城市作为项目开发
基础，以大数据、AI、智慧城市等先进技
术助力片区绿色低碳开发。

另一个重头项目是坪西片区土地整备
利益统筹项目，这是对深圳城市二次开发
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华侨城集团“文化+
旅游+城镇化”战略的纵向延伸。“我们希
望通过首开项目坪西创新广场和坪西创兴
园，引进龙头企业，在低碳城形成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地。”陈叶龙介绍，坪西创新
广场以裙房模块化搭接组合，匹配企业发
展全生命周期，为入驻企业提供多样选
择，将打造集科技孵化、产业加速、生产
研发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园区。坪西创兴园
分设生产和生活板块，生产区以不同的空
间组合和划分满足不同规模的企业需求。
生产区和生活区通过风雨连廊相连，提供
舒适的就业环境和公共活动空间，提升产
业园区的空间品质和人文关怀。

“在产业园区的设计中，我们强调打造
美好生活之城，在花园中建城市。园区不设
围墙，以绿道和连廊串联，实现人车分流、
高效通行。我们也想将周边绿地系统与项目
建设融合，将更多景观空间释放给行人，形
成环境优美的生产、生活氛围。”陈叶龙说。

此次升级改造，生态及人文环境的提升
还包括低碳城公园建设、丁山河两岸景观提
升和客家围屋历史文化特色村落打造。“在
公园建设上采用低介入修复，尊重大自然的
生态。丁山河两岸景观提升侧重建成亲水环
境，打造集生活休闲、生态观景、海绵科普
于一体的活力滨水带，同时将围屋历史作为
整条线路当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在展现可以
触碰的绿色低碳理念之外，强调文化体验，
诉说历史，展示未来。”张海波说。

城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
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全力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
个根基，就要善于运用先进的
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
法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系统化、
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全
面提高社区治理效能，不断开
辟 城 市 社 区 治 理 现 代 化 新
境界。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治理体系是推进社区治理系
统化，进而推动城市社区治理
现代化的基本点。健全社区治
理体系，需要充分发挥各治理
主体的作用，理顺治理主体之
间的相互关系，有效整合各种
社会治理机制和资源，使其在
互动中凝聚力量，最终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充分发
挥各自的治理优势。

社区治理精细化，是社区
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创新，
也是衡量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推动社区治理精细
化，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
是强化社区网格化治理。要创
新“网格+党建”“网格+警
格”“网格化+矛盾调解”等
模式，常态化走访民情、了解
需求、排查矛盾、发现隐患，
并将收集的信息录入系统，实
现地域、人员、工作全覆盖；二是精准对接社区居民需
求。通过深入调研、逐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围绕
民意调查中群众反映的意见建议靶向施策，制定问题清
单，精准对接居民服务需求；三是培养社区工作专业人
才。积极适应现代治理新要求，优化队伍体系，培养专业
人才，打造专业队伍，善于运用专业知识、技能等提升社
区治理效能，增强社区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聚焦社区
治理中的矛盾与问题，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将社区
各项事务纳入法治轨道，实现规范运行。一要建设法治社
区，坚持硬法软法共治；二要增强法治观念，提升依法治
理能力；三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法治氛围。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要利用新技术赋能社区治理，
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社区更聪明一些、
更智慧一些。首先打造社区智慧治理大脑。切实做好信息
智能化的“通、聚、用”工作，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
通、内外畅通的网上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次搭建多主体数
字化平台。整合社区治理多方面信息资源，创建“治理大
数据云”，通过发挥社会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网格化服务
管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矛盾纠纷调解、平安建设民意
调查等数字化平台的作用，实现对社区数据的梳理、归
集、共享和利用。再次要构建城市社区智慧治理新模式。
要深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构建

“1+N”的“大云牵小云”体系，建好管理云、延伸服务
链，拓展大数据在公共安全、智慧城管、智能交通等领域
应用示范，加快构建社区智慧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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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山塘老街位于上海
市和浙江省边界，山塘老街以河为界分为南
北两段，河北边俗称北山塘，隶属上海市，河

南边俗称南山塘，隶属浙江省，两条老街由一
座山塘桥相连，“一桥两山塘”由此得名。日
前，南北山塘举行开街仪式，沉寂了一段时间

的山塘老街以全新的面貌回归。
在北山塘，有一家山塘阿婆杂货店，店

主沈阿婆今年已经72岁了，一直生活在山
塘老街上。“老早以前，店里的顾客很多，
南北山塘的村民来买肉、买菜。新路修好
后，顾客就变少了。不过这两年人又多起来
了，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以前，浙江和
上海的老百姓来往都走山塘桥，后来在桥的
东面修建了马路和新桥后，老百姓都不从老
街走了。“山塘老街现在换了新貌，变得干
净整洁了，游客也多起来了，百姓舞台还有
戏看，我喜欢这热闹劲儿。”沈阿婆喜笑颜
开地说。

记者了解到，这几年，老街所在的上海
金山区廊下镇积极探索全域旅游的有效途
径，通过明月山塘项目建设，整体改造山塘
老街风貌，环境整洁了，景点增多了，周边
民宿开起来了，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此地，
让山塘老街重现繁华。

南山塘的小钱是位“95后”，在自己家
开起了小餐馆。自从南北山塘一体化发展以
来，他发现家乡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在

上海的酒店学过几年厨艺的小钱毅然决定回
到家乡创业。据小钱估算，现在他家餐馆的
客户70%至80%都来自上海市。“接下来随
着两地不断合作发展，山塘老街的名气越来
越大，相信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2018年3月15日，“区域协同·乡村振
兴实验室——明月山塘”正式挂牌成立，明
月山塘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
南北山塘共推的重要发展项目，目标是打造
风貌统一、彰显特色、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的“大山塘”。

在长三角一体化和沪浙联动发展的进
程中，上海与浙江省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
携手打造集古镇风韵、田园风光、文化体
验、休闲生态、旅游度假、现代农业观光
及深度参与、综合服务于一体的“明月山
塘”跨省景区。

此次南北山塘老街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
众人面前，除了全新的整体外观，还有独特
的业态，通过对店铺实施复古风格改造，再
现当初山塘老街的繁荣景象。目前，山塘老
街已开设米行、酱园、杂铺等。

江苏如皋：

为城市新添天然氧吧

深圳国际低碳城一角。 （资料图片）

明月山塘是南北山塘共同推进的重要发展项目。 （资料图片）

鸟瞰蓝天白云下的江苏省如皋市龙游河，碧水如镜，岸
畔树木葱郁，风景如画。

近年来，如皋市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围绕龙游河
实施生态修复综合整治工程，通过源头治理、水系沟通、生
态修复、水岸同治等一系列措施，将龙游河打造成“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景观河，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的天然
氧吧。 吴树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