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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

蒋

波

河南安阳科学治水改善生态体验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十年间上海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达 27.92 万亿元——

优化口岸服务 促进贸易融通
本报记者 李治国

为更好落实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

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要求，近日，自

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开展低效用地

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江苏南京、

无锡、常州、苏州等城市被纳入全国试

点，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以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多

年来，我国城镇化迅猛发展，工业项目

源源不断落户落地，在土地资源约束加

大和土地需求扩张的双重压力之下，许

多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用地逼近“天花

板”。在不少地方，一直存在着一边是

新上项目急需用地，另一边是不少低

效、闲置的土地却在“晒太阳”的现象，

制约着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产业发展离不开优质载体空间，土

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当前，在土地

开发强度、环境容量等强约束下，摒弃

旧的发展方式，通过对布局混乱、利用

方式粗放、使用效率低的存量用地进行

再开发利用，让低效用地“活”起来，实

现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成为缓解土

地供需矛盾的解题思路之一。

推动城乡发展用地从增量依赖向

存量挖掘转变是节约集约土地资源、

挖掘用地潜力、破解发展空间不足的

重要途径。也要看到，存量用地盘活、

低效用地再开发，前期投入较大，收益

主要在项目投产后，怎样引导企业、社

会资本积极参与存量用地转型升级，

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创造条件，需要

多方合力寻找突破口。

加强全面科学规划统筹是前提保障。各地应加快完成低效用地情

况调查和评价，组织编制城镇和产业用地更新专项规划，科学确定低效

用地再开发空间规划单元，统筹土地使用、功能布局、空间结构、基础

设施和公共设施以及建筑规模指标等要求。积极探索土地混合开发、空

间复合利用、容积率奖励、跨空间单元统筹等差异化激励政策。

探索多元开发模式是关键举措。各地应积极探索政府收储改

造、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自行改造、原集体经济组织自行开发、新引

入经营主体改造开发、政府与社会力量联合开发、社会多方合作开发

等多元化模式。应按照“一地一策”的原则，结合地块性质、周边环

境、开发计划等多方因素，对闲置地块设计整治方案。比如，江苏推

出了提高新上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低限等 8 项新举措，促进工业用

地利用方式转变，为产业转型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拓出新空间。2022

年，江苏新上工业项目用地平均容积率达到 1.31，同比提高 15.9%。

数字赋能精准识别是重要抓手。应充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

段，全面掌握城镇和产业用地开发情况，通过搭建土地使用调查数据

库、城镇低效用地数字化监管平台等，开展城镇低效用地信息的查

询、统计、汇总等技术服务，精准甄别低效用地，实行动态更新管理，

全流程监管低效用地再开发。

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唤醒城镇“沉睡的土地”，适应了经济结

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迫

切需要，也是统筹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必然选择。

漳河蜿蜒，洹水汤汤。河南省安阳市

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的过渡地

带，枕山带河，城渠相依。

近年来，安阳聚焦中原地区海绵城市

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融合创新示范，

牢牢把握“西北依太行，东南临卫河”的地

势特征，完善城市蓄排体系，提升应急防控

能力，统筹洪涝污同治，落实长效化管理，

不断擦亮古城安阳的生态人文底色。

海绵城市呼吸畅通

初秋的安阳，丹桂飘香。在位于城市

中轴线核心位置的 CBD 公园内，草色葳蕤

依旧，霞光溢彩漫天，孩子们奔跑在沿湖的

便道上，几位老人围坐湖边谈笑。

“我每天早晨都会来湖边晨跑，孩子放

学也会来这里散步。这处人工湖和南万金

渠生态水系相连接，融入了城市水系，不仅

给我们提供了亲水、娱乐与休闲活动的公

共绿地，更是一处彰显了城市文化韵味的

生态绿地。”安阳市民李晓杰说。海绵城市

的建设让安阳人切实感受到了城市品位的

提升，为其带来更多的生态体验。

建设海绵城市，规划必须先行，将海绵

城市理念融入整个城市建设与发展全过

程，提升城市形象和内涵。自 2016 年安阳

成为河南省级海绵试点城市以来，安阳成

立了市区两级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立法计划，海绵城

市建设工作纳入各县区、部门绩效考核；出

台了 20 余项制度，健全了“1+1+N 的规划

标准体系”，形成了以“闭合管理”为特色的

“规、建、管、养”全过程管控体系，充分发挥

城市坑塘水系、公园绿地等“海绵体”功能，

让城区“呼吸”变得更加自然通畅。

景观蕴含人文情怀

水让安阳这座千年古都愈显灵动，既

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彰显了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独有的魅力和人文关怀。

近年来，“海绵化”后的安阳奏响了“人水和

谐”的动人乐章。

“万金渠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一条

灌溉渠，但随着历史变迁，渠道渐渐淤积，

我们通过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效果。”安

阳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庆兵说，“南

万金渠全长 4200 米，总面积为 34.6 万平方

米，南万金渠水系提升工程是安阳市建设

海绵城市的一项重要举措。”

南万金渠水系提升工程的设计理念是

让城市回归自然，打造一个集生态、健身、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滨河空间。安阳市住

建局通过科学规划施工，将南万金渠原六

七米宽的河道拓宽为 30 米，将暗渠全部变

为明渠，河道两侧规划绿地，形成水面开

阔、驳岸线较为规整大气又富有湿地体验

的景观水系；河道以生态植草护坡，绿化栽

植、绿化上水，又修建 3 个橡胶坝、2 个跌水

景观以及 4 米宽的透水混凝土园路，建设

广场、地下车库及便利店、公厕等配套构筑

物，兼具人文风景与自然风光。

“我们在整修河道时，将‘线’的概念引

入，利用慢行系统将多园串联起来，河道设

计了丰富的亲水栈道、滨水园路、景观桥及

绿色的配套服务建筑等，河道两侧景观绿地

及河岸绿化以起伏的地形、浓密的林木、开

朗的草坪和清澈的流水共同形成一个立体

的生态景观风景林带，营造出‘人—水—城’

相依相伴、和谐共生的绿色景观廊道。”中国

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

第四分公司副院长王琦向记者介绍，改造后

的南万金渠将用不同植物布置，分为春夏秋

冬4个区段，一年四季美景如画。

“一点一策”综合整治

今年 5 月，安阳市入选第三批系统化

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以此

为契机，这座豫北城市积极转变城市建设

理念，修订出台《关于调整安阳市海绵城

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安阳市系

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示范城市建设工

作方案（2023—2025）》等 4 项文件，明确海

绵城市建设领导机构，细化任务分解，科

学谋划项目，完善机制体制、规划标准及

相关配套政策，并已经将《安阳市海绵城

市建设管理条例》纳入人大立法计划，全

域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我家住在人民大道，以前每逢下雨

总是积水，今年修路听说把排水管网都换

了，整个夏天再没积过水。”家住人民大道

鸿泰苑小区的孟明对记者说。据了解，今

年以来，安阳市实行“一点一策”整治措

施，根据每个积水点的位置、特点及存在

的问题，通过“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

理”的一系列组合拳，截至目前，已完成内

涝积水点改造 30 余处，增强了整体排涝能

力，让市民雨天不再看“海”。

除了积极推进水系提升工程建设外，

2017 年以来，安阳市大力推进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建设城区整治城市黑臭水体沟渠、

坑塘 31 个，治理河道 119 千米，清理坑塘

5.45万平方米，清理淤泥、垃圾 95.55万立方

米，封堵排污口 3432 个，拆除岸边违建厕所

98 座，拆除岸边违章建筑 7.55 万平方米，沿

岸截污分流新建污水管网 201 千米，新增公

共绿地 102.66 万平方米，新增水域 56.66 万

平方米⋯⋯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日益清澈

的城市水体，更是日渐宜居的城市环境。

海绵城市建设归根结底是一件民生实

事，除了“和谐、美丽”的直观变化，最核心

的关键词在于“生态、惠民”。近年来，安阳

市实施河道整治 187 公里，建设提升蓄滞

洪区 4 个、百亩以上调蓄公园 17 个，新改建

雨污水管网 365 公里，消除内涝积水点 25

处，水灾害防御能力大大提升，安阳市区黑

臭水体、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2022 年地

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居全省第一位，给百姓

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杨庆兵说，在安阳城市建设科学发展

的蓝图中，海绵城市建设已成为提高城市

品牌形象的一个重要支点，成为功能完善、

宜居城市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载体，安阳

将构建多部门联动超标应急防控体系，通

过科学编制高精度内涝风险图，建设 9 条

行泄通道，10 条应急疏散通道，7 处应急避

难场所，构建集水文气象、防洪排涝、蓄水

用水于一体的智慧管理平台，让这座城市

像海绵一样有弹性、会呼吸，给老百姓带来

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金秋时节，大运河畔，河北

省衡水市阜城县霞口镇刘老人

村北的百年老梨园内，一个个

大鸭梨挂满枝头，梨农们正忙

着采摘、分拣、装箱。“这批梨挂

果时间长，口感很好！”刘老人

村党总支书记刘连山说。

刘老人村地处广袤的华北

平 原 腹 地 ，大 运 河 从 村 旁 流

过。良好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这

里肥沃的土地，村子现拥有百

年以上老梨树万余棵，素有“运

河古梨第一乡”之称，所产的

“阜城鸭梨”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认证。

“现在发展形势好，主要是

路子对头，当初也面临‘守着金

鸡不下蛋’的困境。”谈到梨果产

业的发展，刘连山打开了话匣

子。上世纪 90 年代，一味追求

产量，过度使用化肥，造成梨果

品质急剧下降。“产量是上来了，

但地力却毁了，梨不好吃，产量

再高也只能砸在手上。于是有

些果农砍掉了百年梨树，改种别的。”回忆起

曾经的砍树风波，刘连山至今仍觉心疼。

抱着金饭碗没饭吃，如何改变？村里

确立了品牌化规范化发展思路，于 2011 年

成立梨果产业合作社，把 3000 多亩梨树全

部流转，统一规范管理，探索不施化肥、不

打农药、质量全程可溯的有机种植模式；并

与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农科院果树研究所

等合作，编制《阜城鸭梨生产技术规范》；

2015 年又与北京多维集团合作，流转本村

及周边村土地近万亩，规划建

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打造集

种植、观光、采摘、旅游、深加工

于一体的高科技示范园区。村

里还先后注册“百年老梨”“阜

城鸭梨”商标，努力提高市场知

名度和品牌美誉度，所出产的

鸭梨连续 3 年在河北省农博会

上被评为“梨王”。

如今的百年梨园老枝再吐

新芽、重焕生机，鸭梨、酸梨、面

梨、新梨七号、雪青等新老品种

满园争辉。“每亩梨的平均收入

在 7000 元以上，最高等次的鸭

梨一个能卖 10 元，就这还供不

应求。”刘连山说。

一业兴，百业旺。“梨树浑

身是宝。梨可以直接吃，还可

以深加工制成梨汁、梨干，梨花

可以加工成茶，梨木可以加工

成家具。村里还深入挖掘历史

文化、梨文化和运河文化，建设

了 8 景 10 园 28 处景点，乡村生

态游成为增收致富的又一产

业。”刘连山说，除了丰富果品观光旅游资

源、提高梨果产品附加值，村里还发展起

“互联网+农业”，实现高端梨果“百年老

梨”上网售卖。

2022 年，刘老人村集体收入超过 70 万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5 万元。“接下

来，我们将提升梨果科学管护技术，严格按

照编定的 28 道生产工艺进行标准化、绿色

化生产，让小鸭梨撬动大产业，实现乡村振

兴。”刘连山说。

大运河畔梨果香

本报记者

王胜强今年前 8 个月，上海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值超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6%，外贸规模

较十年前扩容 1.8 倍。农产品、金属矿砂等商品进

口规模不断扩大，电动载人汽车等外贸“新三样”产

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0 月 10 日上午，在位于上海黄浦江中游的龙

吴港，江上船来船往，码头边停泊的货轮装货卸货，

一派繁忙景象。码头岸边，上海海关所属龙吴海关

关员正在对一批从智利进口的散装铜精矿原料进

行监卸，通关后将运往长三角地区企业用于冶炼金

属制品。今年以来，龙吴海关共监管进口海运散装

铜精矿货物 45.81 万吨，同比增长 9.68%。

“龙吴港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铜精矿进口港口

之一，这些铜精矿主要来自秘鲁、智利、墨西哥等

国。”龙吴海关物控查检二科副科长王佳说，“我们

依托建立‘口岸联络员’制度，积极引导企业叠加使

用‘提前申报’‘无陪同查验’‘船边直提’等通关便

利措施，助力大宗商品安全高效通关。今年以来，

铜精矿等大宗商品整体通关时间较去年缩短约

49.5%，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上海是我国大宗商品进口的主要口岸之一，十

年来，伴随着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矿产

等领域合作加深，上海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金属

矿砂进口量稳步提升。2023 年前 8 个月，上海口岸

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金属矿砂 154.1 亿元，

同比增长 69.1%。

印度尼西亚的咖啡、南非的柑橘、坦桑尼亚的

芝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涉及地域范围广，农

业资源丰富，为开展国际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随着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合作日

益深化，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一带一路”从

上海口岸进境，被端上国内消费者的餐桌。2023 年

前 8 个月，上海口岸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农

产品 926.3 亿元，同比增长 17.1%。

10 月 9 日上午 9 时许，洋山南港码头，在洋山海

关的监管保障下，1922 辆国产汽车逐一驶向“艾利

克拉”号汽车滚装轮，准备驶往智利的圣安东尼奥

港，其中不乏欧拉等品牌新能源汽车。“目前我们码

头汽车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航线共有 15

条，包括去往泰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海通临港码头运行部计划调度科值班经理李雍说。

“我们不断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在口岸

一线以实际行动守国门、促发展。在保障滚装轮出

口汽车‘零延时’的基础上，建立‘预约查验’机制，

配置专业班组对接，优先受理处置查验作业；加强

与出口企业、港口单位沟通协调，靠前提供咨询服

务，优化港区物流通道，大幅提升货物通关效能，为

电动载人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保驾护航。”洋

山海关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陈永华说。

在全球产业升级转型与净零碳排放大趋势下，以

电动载人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顺应国际低碳

潮流，在广阔的“一带一路”新市场收获越来越多的本

地用户，持续释放外贸出口新动能。前 8 个月，上海

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电动载人汽车、锂电

池、太阳能电池金额分别为 201.2 亿元、273.5 亿元、

48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9.5%、78.8%、69.4%。

“一带一路”倡议与基建密切相关。今年前 8 个

月 ，上 海 口 岸 出 口 工 程 机 械 8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1%，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占比 52%。

十年间，上海口岸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

口总额累计达到 27.92 万亿元，占外贸比重超三分

之一，“中欧班列—上海号”实现中欧线、中俄线、中

亚线去程和回程全覆盖，“沪滇·澜湄线”国际货运

班列实现通车，连续五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推动共

建国家在经贸领域合作⋯⋯上海正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

陵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柑橘 5.0 智能分选生

产线”日前正式投产，能

够精准识别柑橘的糖度、

水分及果肉损伤情况，并

对 柑 橘 表 皮 的 瑕 疵 、 色

泽、果径大小进行精细化

分选后装箱。目前，该产

业园已实现柑橘产业链全

覆盖。

张国荣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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