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27771（广告部） 发行部：6711379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绿色城市04
2017.08.02 星期三 责编:刘秀凤 电话: (010)67102492 传真: (010)67114048 E-mail:chanjing9999@sina.com

《 徐 州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07~2020）》（2017 年修订）日前
获得国务院批复，明确要逐步把
徐州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和谐
宜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
鲜明的现代化城市。至 2030 年，
徐 州 市 区 规 划 人 口 达 到 500 万
人，城镇人口 450 万，城镇化率达
到 90%，市区级城市中心 10个。

近年来，徐州的绿色发展成
效显著，不仅获得“2016 年中国
人居环境奖”，还成为水利部确定
的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试 点 。 实 现 从“ 一 城 煤 灰 半 城
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转身
后，徐州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园
林宜居之城。

脱胎换骨煤城变绿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

“一城青山半城湖”

徐州依山带水，岗岭四合，山
包城、城环山，五大山系从主城区
延伸四郊。徐州市 70%的山体因
长期开山采石，遭受严重破坏。

在有 130 年煤炭开采史的徐州，
“黑”和“灰”曾是这座城市的主色
彩，并成为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城市之一。

徐州作为江苏省唯一的老工
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这座
百年煤城必须回答一连串命题：
资源逐渐枯竭，发展的着力点靠
什么？生态环境恶化，幸福的宜
居地在哪里？产业结构单一，振
兴的新动能何处寻？地处苏鲁豫
皖贫困带，如何扛起“中心城市”
大旗？

“还城市以绿色，向生态要效
益，用产业促振兴，带动区域大发
展。”践行苏北发展新理念，徐州
市委书记张国华表示：“徐州一定
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全面振兴
老工业基地，在淮海经济区建设
中发挥龙头作用。”

为此，徐州狠抓修复、狠抓治
理、狠抓减排，坚决不要被污染的
GDP。

在国家 5A 级景区云龙湖，逾
7 平方公里水域与云龙山交相呼
应，演绎彭城山水的风景。徐州，
正以青山绿水的全新景致和“楚
韵汉风”的城市气质，成就生态园
林宜居之城。

在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
中，徐州共实施 90 个具体项目，
主城区 防 洪 标 准 达 百 年 一 遇 ，
河 道 排 涝 标 准 达 20 年 一 遇 ，区
域 供 水 覆 盖 率 达 92% ，城 镇 废
污 水 达 标 处 理 率 达 95%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达
100%，水 土 流 失 治 理 率 达 88%，
新建、改建河湖生态护岸比例达
97%。通过不断努力，徐州完成
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从“一城煤灰
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
华丽转身。

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
融入江淮生态走廊，构

筑区域生态保护屏障

如今的徐州，已经成为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 、国 家 森 林 城 市 、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国 家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国 家 水 生 态 文 明 城 市 。
今年年初，住建部公示“2016 年
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徐州
名列其中。

由灰变绿，徐州的实践表明，
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样是生产力，
生态包袱也能变成生态资源，带
动生产发展。

“把融入江淮生态大走廊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龙头工程，实施
两轴、两湖、10 个生态特色片区
和 20 个生态敏感点的生态空间
规划，建设生态景观、新型城镇、
经济发展、综合交通和文化旅游
五个走廊。”徐州市市长周铁根
说，徐州要构筑区域生态保护屏
障体系，将来每个县（市）区至少
有一个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生态
片区。

在产业发展方面，徐州把服
务外包产业作为推进转型的抓
手，初步形成了软件研发外包、物
联网外包、工业设计外包、动漫创
意外包为重点的产业体系，2016
年完成合同额 4.49 亿美元。除此
之外，生物医药、环保装备等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也 发 展 迅 速 ，使 徐
州的产业面孔更加多元。

未来，江苏将打造“1＋3”的
功能区，即以扬子江城市群作为
工业经济主战场，同时打造沿海
经济区、生态经济区和以徐州为
中心的淮海经济区。江苏省委书
记李强明确要求，在淮海经济区
建设中，徐州要发挥龙头作用。
百年煤都华丽转身后，正迎来全
新的发展机遇。

洛阳之美，美在牡丹，源于生态。
生态之美，始于天成，重在保护。
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

记李亚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绿
色空间、发展绿色产业、倡导绿色
生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去年以来，洛阳市打响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严格管控扬尘
防治、工业企业治理，实施蓝天工
程、碧水工程、林业生态行动，扎
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
城市“颜值”。

让绿色成为城市底色

如果说钢筋水泥构筑了现代
城市的骨架，那么，植树造林则为
整座城市补充了“绿色血液”。绿
色是城市生态的底色，是人们幸
福感的基点之一，林业生态行动
正是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

境期待的民生工程。
在隋唐万亩生态园林项目一

期现场，桃花、樱花、梨花竞相开
放，姹紫嫣红。园内植被高低错
落，宛若一个天然森林氧吧。家
住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旁的市民李
瑞说，这里绿树成荫、风景如画，
瞧着就心情舒畅，大伙儿闲暇时
多了个好去处。

开窗见绿、出门进园，已成为
越 来 越 多 洛 阳 市 民 的 生 活 日
常。去年以来，洛阳构建区域生
态格局，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加快
城镇绿地建设，推进乡村绿化美
化等，力求实现“山上森林化、山
下林网化、环城沿河顺路景观化、
乡村田园化”的目标，初步构建了

“青山相望、绿带贯穿、森林成片、
绿点均布”的绿化格局。

使清流贯穿河洛古城

山川秀美，关键在水。审视

洛阳的地域空间，伊、洛、瀍、涧、
黄 5 条河流穿境，塑造了独特的
城市框架。做好“水”文章，释放
水生态红利，是洛阳必须答好的
时代命题。

为此，洛阳市打响了水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施碧水工程，推进

“四河同治”，着力优化城市空间
格局，提升城市品位，打造生态亲
水城市。

去年以来，洛阳市以伊河、洛
河、瀍河、涧河“四河同治”为统
领，营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滨水环境。孟津县退休职工周先
生经常到瀍源生态水系公园散
步。如今，公园里拱桥小岛相连，
湖面碧水如镜，原先干涸破败的
荒沟景象一去不返。周先生说，
这几年他亲眼见证了瀍河河道孟
津段生态河道治理工程进展，希
望这项工程能持续推进下去。

不仅如此，洛阳还大力整治
污水直排。去年以来，洛阳市对

造纸、印染、氮肥制造、有机化学
原料制造等重点行业实行严格的
环境准入政策；整治钢铁、有色金
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
等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对其
实施清洁化改造。

把蓝天留在百姓身边

为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洛阳
加大环境执法监督力度，采取控
尘、控煤、控车、控排、控油、控烧
等措施，通过组合拳打赢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以产业结构优化
推动减排降污，取缔违法“小散乱
污”企业，将“小散乱污”企业整治
情况纳入环保信息平台和执法监
管平台。

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洛阳
PM10 年 均 浓 度 降 到 105 微 克/立
方米以下，PM2.5年均浓度降到 74
微克/立方米以下，城市区优良天
数超过 199天。

甘肃省兰州市 2017 年第三
次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会日前
顺利完成，兰州在国内首创的

“1+5”低碳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也初见成效。这一平台涵
盖了环保、节能、资源、交通、低
碳等领域，部分板块进入最后
调试阶段。

在兰州环境能源交易中心
一楼的成果展示大厅内，“兰州
蓝低碳全景云图”展示了整个
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大屏幕上
的 GIS 地图数据可视化工具，直
观地反映出对城市低碳现状的
评估情况。

“通过系统地对城市能耗、
碳排放、生态承载力等主要指
标进行监测，建立碳排放总量
的控制、分解、落实机制。”兰州
市 环 境 能 源 交 易 中 心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说 。“ 之 所 以 要 建 立
低 碳 城 市 管 理 云 平 台 ，主 要
是为了更好地摸清家底，通过

平台的搭建，强化温室气体排
放数据管理和应用，加强温室
气体排放趋势预测分析，挖掘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实现 2025
年兰州市达到碳排放峰值的预
期目标。”

据 了解，继 2015 年排污权
交 易 标 准 化 服 务 平 台 上 线 之
后 ，兰 州 经 过 不 断 摸 索 和 创
新 ，移 动 源 排 污 权 交 易 服 务
平 台 、水 权 交 易 服 务 平 台 、
节能量交易服 务 平 台 、碳 交 易
服务平台四大交易平台逐步建
设完成。

移动源排污权交易服务平
台通过完善机动车综合管控体
系，进一步规范移动污染源的
管控，推动高排放车辆持续淘
汰，优化机动车存量，降低低空
面源污染，削减移动源污染物
排放总量。

水权交易服务平台通过水
权交易试点，结合水资源开发
利 用 实 际 情 况 ，实 现 工 业 、农
业、城镇生活等不同类型取用

水用户的初始水权分配、交易、
回购与储备机制。通过政府调
控、市场引导、平等协商，将所
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实现水
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水资源
的供给保障能力，提升水资源
利用效率。

节 能 量 交 易 服 务 平 台 通
过 节 能 量 交 易 ，建 立 政 府 主
导 、市 场 化 配 置 的 节 能 量 交
易 体 系 ，鼓 励 企 业 通 过 实 施
节 能 技 术 改 造 、提 高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而 形 成 节 能 量 ，把 节
能 量 作 为 资 产 ，通 过 市 场 交
易 平 台 进 行 节 能 量 指 标 出
售，转化为所有权的收益。

未 来 ，兰 州 市 将 以“ 大 环
境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的 区 域 发
展 战 略 为 依 托 ，持 续 深 入 探
索 资 源 有 偿 使 用 制 度 和 生 态
保 护 补 偿 机 制 。 以 绿 色 金 融
为 支 撑 ，深 化“1+5”平 台 ，整
合 资 源 要 素 ，用“ 互 联 网 + 绿
色 生 态 ”，助 推 生 态 文 明 机 制
创新。

本报讯 冬天不集中供暖，
依靠加厚外墙保温等技术，就
能让室温达到 26 摄氏度，节能
率高达 90%以上。现在，建设这
种超低能耗建筑，在北京将可
享受资金奖励。

近日，《北京市超低能耗建
筑示范工程项目及奖励资金管
理 暂 行 办 法》（以 下 简 称《办
法》）正式发布，今后，北京的超
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将享受资
金 奖 励 ，标 准 为 第 一 年 1000
元/平 方 米 ，之 后 逐 年 度 递
减 ，同 时 农 宅 也 首 次 被 纳 入
示 范 项 目 范 围 。 按 照 规 划 ，
到 2018 年 ，北 京 将 建 设 不 少

于 30 万 平 方 米 超低能耗建筑
示范项目。

《办法》要求，建设单位、村
委 会 或 乡（镇）政 府 为 申 报 主
体，城镇示范项目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农宅示范项目规
模在 10 户以上，或总示范面积
不少于 1000 平方米。想申报成
为示范项目，需要向项目所在
区住建委提交申报材料，经过
初审、专家评审、北京市住建委
官网 7 天公示，才能最终被确认
为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享
受财政奖励资金。

此外，超低能耗建筑示范
项目还需要对建筑物的气密性

进行两次专项检测，并由专家
进行现场专项验收，才可被授
予北京市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
目证书及标牌。

《办 法》规 定 ，今 年 10 月 8
日之前确认的项目，按照 1000
元/平方米进行奖励，且单个项
目不超过 3000 万元；今年 10 月
9 日~2018 年 10 月 8 日确认的项
目，按照 800 元/平方米进行奖
励，且单个项目不超过 2500 万
元；2018 年 10 月 9 日~2019 年 10
月 8 日 确 认 的 项 目 ，按 照 600
元/平方米进行奖励，且单个项
目不超过 2000 万元。

夏莉

本报记者鄢祖海 通讯员杨
海垚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园博
园 在 建 设 中 贯 彻 海 绵 城 市 理
念，每年可节水 24 万吨，依靠雨
水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据了解，武汉园博园内共
设 6 个弃流池用于雨水收集，每
个池的储水量达 200 吨。这套
收集雨水的系统可将污染物复
杂、污染程度高的初期雨水与
后期雨水有效分离，并进行沉
淀过滤，供给园区内绿地灌溉、
水景、水池用水。

位于南区的灌溉泵房，相
当于园区自有的自来水厂，每
小 时 的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100 吨 。
前期收集的雨水在这里经过处
理后，再通过 9 公里长的管道分
流，可抵达每个展园预留的供
水点。武汉园林建筑规划设计

院副总工程师李良钰说：“通过
雨水收集、循环使用，基本可以
满足园区灌溉用水需求，这极
大地降低了武汉园博园的养护
成本。”

“今天早上刚下了一场大雨，
园内多个水体依旧清澈，这是怎
样做到的？”面对全国节水型城
市复查专家组专家的疑问，李
良钰说，奥秘就在杉杉湿地。

杉杉湿地紧邻金银湖，是
园博园九大主题花园之一，水
域面积 6400 平方米。金银湖的
水为劣Ⅴ类水质，经过湿地植
物初步净化后，可达到Ⅳ类水
质。初步净化后的水体，在压
力泵的助力下，被输送到园博
园区制高点——高 30 米的荆山
之顶。水自荆山顺势而下，经
10 个巨大的梯形石块，一直流

入园博园北区的楚水之中。“这
样的设计自然而经济，通过层
层瀑布，增加了水体含氧量，也
进一步改善了水质。”

楚水经过进一步处理并去
除杂质后，再次被送回荆山之
顶，经过小瀑布、花溪等景观重
新汇入楚水，从而让水真正循
环起来，成为真正的活水。

百年煤都百年煤都洗烟尘迎绿色洗烟尘迎绿色
江苏徐州绿色转型成效江苏徐州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显著，，成为淮海经济区建设龙头成为淮海经济区建设龙头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曹晓煜

洛阳提升城市颜值打造宜居空间
构建绿化格局，实施碧水工程，加大环境执法监督力度

◆本报记者刘俊超 邵丽华

兰州首创“1+5”低碳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摸清环境家底 挖掘减排潜力
◆白刘黎

北京鼓励超低能耗建筑
到 2018 年，建设面积不少于 3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奖励千元

武汉园博园靠雨水自给自足
水处理系统设计诠释海绵城市理念

城市变形记

作为全国首批地下综
合管廊试点城市之一，湖
北省十堰市目前已经启动
17 条管廊建设，累计开挖
沟 槽 22.7 公 里 。 工 程 计
划 在 今 年 9 月 底 之 前 全
面 建 成 ，11 月 底 前 完 成
全 部 管 线 安 装 施 工 。 图
为十堰市北京北路地下综
合管廊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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