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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乡客厅

﹄
建设的启示

李

景

近日，全国首个跨省域的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水乡客厅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正式发布。作为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两省一市共同

打造的体现示范区生态绿色理念的功

能样板区，水乡客厅项目将成为长三

角一体化的创新试验田。

水 乡 客 厅 以 长 三 角 原 点 为 中

心 ，总 面 积 约 35.8 平 方 公 里 。 经 过

3 年示范区建设的实践积累，此次水

乡客厅详细规划的一体化特征更加

凸 显 ，跨 省 域 统 筹 协 调 工 作 不 断 深

化，规划实施监督更加严格，示范区

执 委 会 与 两 区 一 县 携 起 手 来 确 保

“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建 到 底 、管 到

底”，体现了示范区在新阶段的一体

化 发 展 新 思 路 ，共 同 勾 画 出 江 南 水

乡的“新境界”。

水乡客厅详细规划的发布实施具

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它意

味着示范区将会有更多功能区域从规

划图变为施工图，并将加快呈现世界

级水乡人居文明典范的实景图。《规

划》的发布，带来几点启示：

一是空间融合至关重要。提起

一 体 化 ，打 破 传 统 行 政 边 界 的 阻 碍

是最关键的难点。而此次《规划》基

于 跨 域 协 调 机 制 ，真 正 打 破 了 行 政

区 划 的 藩 篱 ，突 破 传 统 行 政 边 界 对

发 展 思 维 的 束 缚 ，做 到 了 三 地 协 同

编 制 ，“ 地 虽 近 路 难 通 、事 虽 小 难 协

调 ”成 了 过 去 时 。 水 乡 客 厅 虽 然 分

属 三 地 ，但《规 划》将 该 地 区 视 为 一

个 整 体 ，并 展 开 跨 省 域 空 间 系 统 的

一体化建构。

二是标准统一刻不容缓。在《规

划》编制前，三地各有各的管理规则

和习惯，就拿地理坐标系统来说，三地各自的数据甚至很难

汇总到一起分析使用。对此，《规划》统一使用国家 2000 大

地坐标系作为一体化数字平台的地理信息基准，三地规划

数据做到了同步转换无缝衔接。示范区执委会还开发出专

用工具，实现示范区内地理数据的快速转换，满足一体化规

划与属地管理的不同需求。

三是制度创新不断探索。《规划》是“一张蓝图管全域”

的生动写照，统筹解决了跨省域 35.8 平方公里的生产力布

局问题，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此外，示范区执委会

还建立水乡客厅总规划师制度，牵头组建水乡客厅开发建

设指挥部，并印发《水乡客厅一体化管理运营标准》，一系

列 制 度 创 新 都 为 水 乡 客 厅 的 基 础 开 发 与 综 合 协 调 打 下

基础。

可以说，《规划》对跨行政区域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

作出了重要探索，也为后续示范区的一体化高质量开发建设

提供有益的经验和保障。未来，还需继续凝聚共识，保证《规

划》在长期开发建设过程中不打折扣、不变样，让三地共建的

水乡客厅真正实现共建、共管、共享，成为示范区一体化发展

的典范和标杆。

可克达拉可克达拉 紫色中“薰”出富美

“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

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1959 年，东

方小夜曲《草原之夜》响彻大江南北，让众人

知晓了可克达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

师可克达拉市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境 内 ，地 处 素 有“ 塞 外 江 南 ”美 称 的 伊 犁

河谷。

6 月的伊犁河谷草甸青翠，芬芳弥漫。

走在可克达拉市，城内的大小公园里一簇簇

紫色薰衣草竞相开放，轻轻嗅去，香气四

溢。约 60 年前，上海支边青年徐春棠在四

师六十五团试种薰衣草获得成功，薰衣草在

兵团“扎下了根”。自此之后，伊犁河谷的紫

色花朵越开越盛，这里成为世界三大薰衣草

产地之一，让可克达拉市有了“中国薰衣草

之乡”的美誉。

“新花落城”育新机

见到霍喜龙时，他正在七十团二连的种

植基地里查看新薰二号“太空蓝”的长势。

“多除草，薰衣草能长得更好。”霍喜龙说。

2004 年 ，140 克 薰 衣 草“H- 701”和

“76262”种子坐上卫星，经过 18 天的太空旅

行回到地面，种在了可克达拉市六十五团和

七十团，繁育出了新薰二号“太空蓝”品种。

种了 20 多年薰衣草的霍喜龙依然记得

第 一 次 见 到 新 薰 二 号“ 太 空 蓝 ”的 情 景 。

“2012 年，我听说有一种上过太空的薰衣草

新品种需要试种观察。”彼时的霍喜龙还在

种 H-701，这个品种以炼油为主，但面临着

出油率低、销路不畅等问题。有了新品种，

他便抱着试试的态度答应下来。

2013 年，霍喜龙就收获了“惊喜”。新

薰二号“太空蓝”的花色更为艳丽、气味更加

香浓，产油量也大大提高。于是，新薰二号

“太空蓝”在霍喜龙手里逐年扩大面积。

“最多的时候我种了 500 亩。”霍喜龙

说，多年来，新薰二号“太空蓝”让他的日子

越来越好。如今，新薰二号“太空蓝”更是成

了当地的一张名片。他联合连队的种植户

成立合作社，带动邻里种植薰衣草共同致

富。“这几年，不少人到我这里买薰衣草苗，

疆外客户也非常多”。霍喜龙说，今年已经

有客户预订了 30 万棵苗。

如 今 ，四 师 种 植

薰衣草面积近万亩，“新花”还

在不断迭代。今年 3 月，由四师农业科

学研究所选育的薰衣草新品种“新薰五号”

被农业农村部授予植物新品种权。从新熏

二号“太空蓝”，到如今“新薰五号”即将推广

试种，薰衣草育种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新薰五号’是一种观光型的新品种，

香气纯正、花色艳丽、适应性强，有广泛推广

应用的前景。”第四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技术

员赖刚刚说，目前，研究所收集种质资源

170 余份，制定了新品种配套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和种苗繁育技术体系，在疆内推广面积

达 6.4 万亩，为该师市薰衣草产业发展提供

品种保障。“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薰衣草等

香料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工作，同时配合师市

各团场生产的需要，继续探索规模化生产种

苗技术集成，为团场提供技术服务。”

花繁叶茂守边城

薰衣草种子在可克达拉这座城市落了

地，生了根，如今已成了这座城市的印记。

走在可克达拉市，绿树掩映，鸟语花香，

住宅区楼房林立，公园内湖水萦绕，每一条

道路、每一个转角都景致各异。一座刻着

“每一个初夏，可克达拉的夏季，就连天空都

是 香 的 ”字 样 的“ 薰 衣 草 之 歌 ”雕 塑 屹 立

路边。

在人民公园内，微风拂过，一片紫色薰

衣草花海泛起涟漪，飘来阵阵花香，引来不

少市民赏花拍照。

“每到这个季节，我们这里是最美的。”

市民李强告诉记者，在可克达拉，每个人对

薰衣草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以前每到暑假，很多孩子的记忆都是

去薰衣草田里收花。现在，薰衣草不仅是致

富 花 ，还 是 美 好 生 活 的 见

证。”李强说。

“现在城市里不仅有薰

衣草，还有法国梧桐、白蜡、

国 槐 等 百 余

种 乔 木 ，

有月季、玫瑰、鸢尾等 70 余种花草灌木。”可

克达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闫道峰说。

近年来，可克达拉市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将绿色发展导向

浸入城市建设肌理，打好开放牌、特色牌、生

态牌、共享牌。“2015 年可克达拉建市后，就

开始了高标准规划和大规模建设，2016 年

起城市绿化开始逐渐铺开。”闫道峰说。

如今，可克达拉市完成绿化总面积 1.9

万余亩，城市绿地率达 48％，绿化覆盖率达

50％，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已达 97％

以上。“作为城市建设者，走在路上，听到大

家夸赞绿树成荫，就觉得曾经付出的努力和

艰辛非常值得。”闫道峰说。

从无到有，只是可克达拉植绿的开端，

从有到特，成为这座城市植绿的接续。今年

5 月，可克达拉市以井冈山路、峨眉山路、迎

宾大道三条道路，儿童公园、滨河东西公园

三座公园为重点，打造“三三精品”示范工

程。闫道峰介绍，通过精细化管理，以示范

路、示范公园带动城市绿化环境整体水平提

升，推动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爱绿更要护绿。刘杰是峨眉山路的绿

化管理人员，为了维护好这条重点路段，每

天清晨 8 点半，刘杰就需要带领绿化工人开

始一天的绿化工作。“6 月的重点工作就是

修剪和灌溉，每天都按要求和计划施行。”刘

杰说道。

如今，绿色成为可克达拉发展的底色，

紫色成为可克达拉致富的成色，一座军垦新

城初具规模。“每年我们的绿化面积都有增

加，薰衣草面积近百亩，今年绿化面积整体

增加了 130 亩。”闫道峰说，一座城的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需要更多人用工匠精神来守

护，才能提升品、守住质。

“紫花香城”树产业

作为薰衣草之乡，花海观光成了可克达

拉一张新“名片”。

“ 从 5 月 起 ，伊 帕 尔 汗 七 十 团 国 家

AAAA 级薰衣草旅游景区内，就有一批批游

客闻香而来。”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

公司旅游营销总监胡政鑫说。

“景区内种植了约 500 亩薰衣草，目前

每天接待游客平均约 1200 人。”胡政鑫说，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景区今年投

资约 2000 万元进行提升改造，包括新建民

宿、餐厅以及夜游赏花等项目，还签约了

245 家旅行社，预计今年游客接待量

将达 50 万人次。

2020 年，兵团“十四五”重

点文旅项目——可克达拉伊

帕尔汗薰衣草文化产业园开

始建设，陆续建成的研发中心、生产中心和

配套项目为薰衣草产业发展带来新动能。

“今年，我们最新研发的香氛系列已经

上市，产品按照新疆 6 个有名的景区命名，

比如，喀纳斯、那拉提、火焰山等，一上市就

成了热销款。”伊帕尔汗研创中心负责人罗

瑞介绍，芳香植物研究与应用兵团重点实验

室投入使用后，研发方向转为香氛、日化和

个护系列产品，目前已研制开发 5 大类 12 个

系列 120 多种产品。

产业园的规划建设还在继续。1300 亩

的种植基地、游客服务中心正在建设当中，

薰衣草博物馆也将于今年开工建设，钻石礼

堂、花海民宿、风情商业街等也在招商当

中。“产业园整体项目预计 2025 年完工，我

们将把产业园建成集吃、住、行、游、购、娱、

康、养、学、研、产于一体的城市商业中心，成

为四师可克达拉市的亮丽名片，实现城市、

产业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新疆伊

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靖说。

七十团职工林勇从研究薰衣草到种植

薰衣草，再到成立合作社、注册公司，已经和

薰衣草打了 30 多年交道。如今，林勇所在

的合作社种植薰衣草面积达 2000 余亩，合

作社社员超 60 人，其生产的溯香源系列产

品包括精油、洗护、文创等 4 大类 70 多种。

每年带动 1000 人以上就业，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今年，我们种植的薰衣草还获得了

有机认证，相信今后产品销售会越来越好，

也能带动更多人通过薰衣草增收致富。”林

勇说。

薰衣草干花，也成为当地职工鼓起钱袋

子的另一产品。“我 2018 年毕业之后就做起

了薰衣草干花生意，一年大约收 15 吨干花，

收入达到 50 万元左右。”七十团四连职工陈

哲说，除了干花，花束包装和薰衣草香包销

路也不错。

“今年，我拓宽了线上销售渠道，希望能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家乡的薰衣草。”陈哲对

未来充满信心。

碧波再现墨水河
本报记者 刘 成

翠绿的芦苇随着微风摆动，白鹭静静地

立在水面上，游弋的水鸟不时激起一圈圈涟

漪。“现在墨水河不黑了也不臭了，变得越来

越漂亮，夏日，我晚饭后就喜欢来这里玩

耍。”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城中河——

墨水河畔健身的市民迟萍告诉记者，经过整

治，墨水河已经成为即墨区市民休闲的好

去处。

墨水河是青岛市北部区域的一条入海

河流，全长 41.5 公里，流域总面积 317.2 平方

公里，主要流经城阳区和即墨区，是承载沿

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母亲河。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由于治污水

平落后，环境基础设施不足，流域污染未得

到有效治理，墨水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墨

水”河。

从 2017 年开始，即墨区围绕“全线截

污、全线清淤、全线绿化、全线贯通道路、全

线中水回用、全线整治村庄”的河道治理战

略，持续加大中小河道综合治理，他们

采用 PPP 模式筹措资金 27 亿元，对

流经城区的墨水河、龙泉河两河

进行综合整治。其中，河道

治 理 工 程 主 要 打 造 以

“两河三段”“四区九

景”为依托的河道景观文化长廊，涉及河道

清淤、驳岸工程、拦蓄水工程、截污管线工

程、景观工程等，河道治理总长度共计 30.2

公里。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我们采用可视化

手段查看设计效果，查漏补缺，完善设计，落

实生态环保的理念；并建立智能监控系统，

不仅能监控河道水位、水质，而且在行人发

生危险时，能及时发出报警信号，以便第一

时间实施救援。”墨水河、龙泉河综合整治项

目经理颜晶告诉记者。

由于项目位于城区，施工环境复杂，地

下水位高，不良地质如流沙、填埋垃圾、高强

度岩层等交替出现，直接影响工程进展。对

此，中标单位创新应用了深井降水、轻型井

点降水、帷幕止水等多种降排水措施；沉井、

逆作井等顶管井与人工顶管、机械顶管等地

下暗挖多种施工工艺。一系列技术在应用

中又不断创新改进，在保障工程顺利推进的

同时，也“收获”了丰硕的技术成果。该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申请了 12 项

新型实用专利。

“就说顶管施工吧。施工中，在河床上

要敷设几十公里的污水和中水管道，深度平

均达七八米，最深处超过 10 米。如果用开

挖的方式，考虑放坡护坡，施工作业面很宽，

难度大、工期长、费用高，我们采用顶管施工

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颜晶介绍，施工

过程中，挖深井后，把每段 2 米长的管道沿

着敷设方向，前端装上盾构机，用千斤顶一

节一节顶进去，“最长的一段我们一口气顶

了 150 米。”

一系列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项目的施

工技术水平，也提升了项目的整体品质。通

过建设沿河截污管道、铺设中水管道，墨水

河、龙泉河垃圾及污水得到治理，实现了“系

统完善、管网配套、垃圾分类、中水回用”；通

过水系梳理、河道清淤及拦蓄水规划建设，

对主河道河底淤泥进行全面清理，最终达到

了“河道顺畅、堤绿坝固、洪水可排、雨水可

蓄”；通过建设滨河车行路、沿河慢行系统和

跨河景观桥梁，两河形成了两条整体贯穿性

的滨水景观道路。

在治理墨水河过程中，即墨区坚决在截

断污染源头上下功夫。首先对墨水河流域

进行项目限批，除审批治污减排环保工程

外，即墨区环保局对申报的涉水排污工业项

目均实行限批。截至目前，共关停企业 20

多家。同时，分散在墨水河两岸的 20 多家

养殖场也搬离了墨水河。

“清淤和截污是综合治理的核心，我们

沿河设置截污主管道，此步骤全线都要配

套实施，全线进行清淤，同时沿河要配套实

施雨污分流的配套改造，在河道主城区的

适宜位置，要进行初期雨水的管道布设和

收集。同时为了截污，还要建设中水泵站，

第一期即铺设 8 公里的中水回用管道，把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后的尾水，作为打造

墨水河上游景观的补充用水。”即墨区住房

城乡建设局排水和河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赵廷说。

“为了加强治理后河道管理，我们还专

门成立排水和河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河

道的管理维护和卫生保洁等。”赵廷介绍，

该中心搭建了墨水河智慧管理平台，依托

智慧平台科学管控河道，将排水管网、污水

处理厂、泵站、河道水位调度、水质检测、设

施管理等纳入平台，通过水质、水位、水量

以及安全巡视等视频监控，实现墨水河河

道及沿河设施监管科学化、数据可视化、调

度智能化。

城市因水而灵动，因绿色而宜居。经过

连续多年的全域河道治理后，即墨区市民发

现，穿城而过的墨水河、绕村而行的龙泉河

河水清流，水鸟翔集，绿树掩映，正成为人水

和谐的休闲园、景色宜人的景观带、水清岸

绿的生态区。

“墨水河真是大变样！没治理之前河里

垃圾成堆，现在河两岸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娱

乐的场所，我每天都到墨河公园晨练，心情

格外愉悦。”家住墨水河西岸朝阳小区的市

民陈方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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