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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站在贵州省习水

县习酒镇阳雀岩观景台眺望，悠

悠赤水河奔腾向前，浓郁悠长的

酒香随着河风飘荡散开；河岸东

侧的山坡，习酒公司1.9万吨酱香

酒 及 配 套 项 目 二 期 工 程 初 见

雏形。

据悉，项目全部完工后将形

成一个集酱香制酒生产区、包

装物流园区、基酒贮存区及功

能配套运营中心、商务体验中

心、习酒文化城为一体的白酒

产业园区。

白酒产业是习水县工业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去年，该县白

酒产量达到 8 万千升，白酒产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118 亿元。受此

带动，习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 亿元大关，跻身“中国西部百

强县”。

地处黔北、川南、渝西接合

部的习水县过去因交通不便贫困

程度深、贫困人口多。同时，习

水的发展优势也十分突出，地处

黔川渝“旅游金三角”区域，是

贵州重要的白酒产区之一，煤炭

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厚重。

如何突围？“必须扬长避短，

在全省产业布局的大盘子中找准

定位。”习水县委书记向承强告诉

记者，该县着力打好“特色牌”、走

好“优势路”，最终确立了“酒旅并

举”战略，让独特的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区位条件转化成现实生

产力和发展竞争力。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坚定

不移做足酒文章。习水县一方面

积极扩大产能，推动实施习酒、

茅台 201 厂、安酒等项目，扩大

白酒产能；另一方面，习水县抢

抓贵州省延长白酒产业链的机遇，引进 17 家白酒包材企业，打

造了温水、二郎两大白酒包材产业园区，为白酒及配套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力。

此外，习水县还发挥气候凉爽、红色文化厚重的优势，大力

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成功创建 3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9

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酒旅并举”战略的实施，带动习水县地区生产总值在

“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约 12.9%，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26%，完

成了由贫困县到全面小康达标县、再到西部百强县的历史性

跨越。

习水县在做大做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同时，还深耕第一

产业，“生态畜牧业+”“有机高粱+”“林果+”等多业态不断成

长，以生猪、麻羊、肉牛、有机高粱、蔬菜为主导的现代农业产

业链初步形成。

向承强表示，“十四五”时期，习水县将紧紧抓住中央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发挥好交通区位优势，全

面融入成渝经济圈。为此，习水县提出，要发挥好产业园区、城

区、坝区、旅游景区和红色文化创新区的主战场和桥头堡作用，

破解制约区域合作的“藩篱”，推动产业要素向“五区”聚集，

引进一批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五区”的率先融入，辐

射带动全域开放，进而打造成为成渝地区康养度假的“后花

园”、能源供应的“加油站”、产业转移的“加工厂”、绿色安全

的“菜篮子”。

围绕这一目标，习水县将在“十四五”时期大力推进新型工

业化，全力推动建设“世界优质酱酒基地”“全国白酒配套基

地”“西南农特产品加工基地”“黔川渝能源工业基地”“黔北西

部新型建材基地”，力争在“十四五”末期全县白酒产能突破 20

万千升、产值达到 380 亿元，白酒包材产值规模达到 60 亿元，

“五基地”的经济总量力争达到500亿元。

此外，习水县还将发挥好绿色生态优势，用好红色文化品

牌，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紧紧抓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

机，推动“旅游+”多业态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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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我国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沟壑区

的甘肃省庆阳市，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因基础设施较差，功

能较弱，城市内涝时有发生，雨水下塬集中

排放，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筑涝坝、修池

塘、打水窖、种草木……这些是庆阳“固沟

保塬”采取的传统办法。

2016 年 4 月，庆阳入围全国第二批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市，特别是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中，一场针对黄土高原湿陷性地质地

貌特征和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的海绵

城市建设保塬战随即打响。

做好“水文章”

庆阳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域 29.6平方

公里，规划实施项目 256项，总投资 65.05亿

元。这对位于黄河中上游湿陷性黄土高原

地区的庆阳来说，无疑是机遇也是挑战。

庆阳市确立了“全域协调、生态优先、因地

制宜、统筹推进”的海绵城市建设基本原

则，并立足实际明确了建设高原湖城、林

城、海绵城的目标。

“庆阳市属于湿陷性黄土地质干旱气

候地区，比较缺水，夏季降水集中。建设海

绵城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采取措施，把雨

水像海绵一样收集起来，再蓄存、净化、综

合利用。”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秦晓宏说，以雨水、污水、供水、

排水、中水五水齐治做好“水文章”是海绵

城市建设的关键所在。

在庆阳市和谐广场，不仅对市民聚集

场地进行了铺砖，外围用陶瓷透水砖铺建

了健身步道，地下还铺设了盲管，在东南角

建设有 200 立方米的蓄水池，雨水通过绿

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被截流、净化，下渗

到盲管进入蓄水池蓄存，再多余的雨水排

入市政管网。

“海绵试点区一年的雨水收集量达到

1446 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小水库。”秦

晓宏说，“我们还对这里的小水系进行改

造，广场中心音乐喷泉的用水来自于收集

的雨水。”

到 2020 年底，庆阳市实现了试点区域

内 90.6%的雨水不外排，径流污染削减率达

62.32%，雨水利用率达 34.35%。通过源头

地块类海绵项目的有效实施，建设了8处城

市公园、9处城市广场、28处街头绿地，新增

城市绿地 50.5 万平方米以上，人均绿地面

积 13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0%以

上，为西部湿陷性黄土高原地区建设海绵

城市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解决内涝顽疾

“以前就是‘大什字游船，小什字看

海’。”家住庆阳市西峰区中街幼儿园巷的

市民白金虎说，海绵城市建设前，每到汛

期，老城区的一些路口等处会发生不同程

度内涝积水，严重影响出行。

庆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西峰城区地

下管网建设标准低、防洪排涝能力不足的

问题日益凸显。

最近在庆阳市西大街，雨水管网改造

现场热火朝天。“我们新建了两条直径 800

毫米的雨水和污水管道，废除了几十年前

老旧的砖箍涵，不仅解决了老城区内涝问

题，还解决了合排的环境污染问题。”庆阳

中建陇浩海绵城市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生产副总经理田振国说，这是市内 17 条内

涝项目治理工程之一，以前雨污水合流，雨

季汛期会发生内涝，通过实施雨水管网项

目，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现在达到了 2 年一遇降雨不积水，30

年一遇暴雨不内涝的防洪标准。”秦晓宏

说，通过海绵城市内涝治理项目建设，新增

城市雨水管网 52公里，污水管网 56.8公里，

治理黑臭涝池 5处，消除内涝点 17处，彻底

解决老城区雨污混流、地下管网建设标准

低和排水不畅等问题，破解了城市内涝顽

疾，提升了城市防洪排涝能力。

同时，庆阳市通过老旧道路、住宅小

区、机关单位和校园海绵化改造，使城市能

透水、有弹性、有活力。

“我们建设的中水系统 22.5 公里管道

全部连通，可利用中水 480 万立方米，中水

资源的利用率从不到 15%达到 62%，雨水中

水综合利用，经济效益在亿元以上。”秦晓

宏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的中水达到国家

规定的排放标准，可为湖体补水，也可浇灌

绿地和冲洗路面。

结合黄河上游庆阳湿陷性黄土地质特

点，在海绵城市规定动作创建基础上，庆阳

市还实施了一些创新性动作，从源头、过程

到末端系统化治理。

“经过以海绵城市建设补短板，城区基

础设施大步提前。”秦晓宏说，经过建设，将

达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

臭，热岛有缓解，水土少流失，水源有保证”

的目标，庆阳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原海绵

城，为西北湿陷性黄土地区海绵城市及水

土保持工作探索出可行之道，打造示范

样板。

生态逐渐改善

在庆阳市张铁沟海绵试点现场，沟道

内的涵管和箱涵都已完成施工，塬面上栽

植着各类树木。

“张铁沟沟道与兰州路直线距离不足50

米，如果不及时治理，危险显而易见。”秦晓

宏说，庆阳市城区周边总共有32条沟道，而

张铁沟、火巷沟、小崆峒沟对城区的危害最

大。以前雨水、污水合流排放，还对马莲河、

蒲河、渭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污染。

庆阳市结合市情实际，将海绵城市建

设与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沟壑区固沟保塬

工作统筹谋划，开展试点；在建设思路上，

把“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与“控源、拦沙、固沟、护城、

治河”的固沟保塬理念融会贯通。

“以前水到沟头是漫流，如今塬面上的

固沟保塬工程源头上调整排水流向，整治

后沟头高，塬面低，避免了对塬面冲刷造成

水土流失。”秦晓宏说，在海绵化建设改造

中，对下沟采取了箱涵措施，沟道下还以塘

坝形式搞了5个大型的水面，在水面之间搞

了 12 级的跌水，并设置雨污水一体的处理

泵站进行生物净化。同时，对一些危险的

山体、塬面进行削坡处理，并选用本地适生

的树种进行绿化。

庆阳还在城市周边沟道修筑拦蓄坝，

种植防护林，建设生态湿地，达到“固沟

保塬、护城治河”目的。另外，规划实施

火巷沟、张铁沟、小崆峒沟综合治理项

目，提出“塬面整治与沟道治理并重，生

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共举”的海绵城市建设

理念，通过海绵城市与“固沟保塬护城治

河”的有机结合，打造火巷沟森林公园、

张铁沟海绵公园、小崆峒沟地质公园，新

建 23 座拦蓄坝，12 万平方米生态湿地，

新增36万立方米调蓄容积，使试点区域每

年每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由 6988吨减少到

1988吨以内，有效遏制了塬面萎缩，防止

水土流失。

甘肃庆阳塬面整治与沟道治理并重、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共举——

固沟保塬建设海绵城市
本报记者 李琛奇 赵 梅

日前，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茶农正在采摘

春茶。近年来，江华县大力盘活山地、林地发展茶叶产业，全县茶

叶种植面积达7万余亩，共有茶叶加工企业48家，有力促进了农民

增收。 蒋克青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张 虎 祝 伟 徐 达

塔吊林立、巨臂旋转、车辆穿梭……近

日记者在山东青岛平度市各个重点项目建设

现场看到，施工都在紧张进行。

从旧城改造到工业制造，从人才教育

到生物医药……众多行业领域的大项目、

好项目快速落地、加快建设、相继投产，

为平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为重点项目提供承载的是平度的“四

区八园”。去年以来，平度市启动“园区

建设年”攻坚行动，搭建开发区、临空经

济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等“四区八

园”12个园区，为项目落地提供了有效载

体和平台。

“一年来，全市上下‘一切围绕园区

转、围绕园区一切转’的氛围空前浓厚。”

平度市园区办有关负责人表示，2020 年

平度“四区八园”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31

个、占全市签约项目总数的 81%，当年落

地 82 个、占全市 61%，支撑作用、聚集效

应加速显现。

按照工业集群化、集群园区化、园区社

区化、社区城镇化思路，平度市以“市级领

导任园区长，平台公司负责基础配套，市直

部门全程跟踪服务，招商事业部负责定向

招商，属地镇街负责群众工作，产业基金培

育产业”工作体系，牵引全域产业、工作重

点、力量资源向园区聚焦聚集聚合，推动

“四区八园”点面共进、全面开花。

比如，平度同和高新区借助亿达未来

园区运营优势，推广个性化定制式园区发

展模式，实现集聚产业、服务企业、运营园

区环扣式发展，2020 年累计引进过亿元项

目19个。南村临空经济区以获批山东省智

能家电产业集聚区为契机，做大做强智能

家电、高端制造、智慧物流等三大百亿级产

业链，海信配套产业园、万洋众创城等总投

资 279.5 亿元的 22 个项目加快建设。白沙

河包装产业园建设标准厂房、国有公用型

保税仓，集成包装印刷全产业链，打造江北

地区最大的原纸和智能包装印刷设备销售

基地。

项目快速落地建设离不开平度园区优

质的营商环境。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修

编为契机，平度市完成园区地供应5388亩、

盘活利用 940 余亩、处置闲置土地 821 亩，

缓解了部分项目迫在眉睫的用地需求。比

如，投资 66 亿元的万洋众创城项目签约 3

个月开工建设，成为万洋集团江北地区首

个开工项目；投资 21 亿元的万汇户外休闲

国际产业园 11 个月建成投产，刷新了一个

又一个项目建设速度。

据统计，2020年，平度市固定资产投资

支撑项目从 285个增加到 516个，已开工项

目从 146个增加到 465个，青平两级重点项

目开工率 97%、投资完成率 100%，新开工纳

统项目达到 431 个，是 2019 年纳统项目总

数的1.57倍。

山东平度搭建“四区八园”发展载体——

项目快速落地 聚集效应显现
本报记者 刘 成

实施城市更新的内涵是推动城市结

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升，转变城

市开发建设方式，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开

展城市体检，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继而实现宜居、绿色、韧性、智慧、人

文城市的建设目标。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发

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如今，城市发展正由大规模增量

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

并重，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不

仅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还要更

加注重解决城市发展本身的问题。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走出

一条内涵集约型高质量发展新路。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扩大内需的

重要路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均接近

90%，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占 全 国 比 重 超

85%。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谋划推进一

系列城市建设领域民生工程和发展工

程，有利于充分释放我国发展的巨大潜

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发展新

动能。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开

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过去“大量建设、大量消耗、

大量排放”和过度房地产化的城市开发

建设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推动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从粗放型

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集约型发展，将建

设重点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量建设，逐步

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存量提质改

造，能够促进资本、土地等要素优化配

置，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解决城市发

展中的突出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

题，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

板，推动城市结构调整优化，提升城市

品质，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才能让

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加舒心和便利。

着力解决“城市病”
亢 舒

甘肃省庆阳

市西峰区南湖雨

洪集蓄项目。

陈 飞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