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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地处深圳市边缘、
深惠交界地带的龙岗区，在深圳特区
30 年发展中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景观形态、居民生活方式等，依然
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甚至龙岗居民
会半开玩笑地说，“有时间到我们乡下
玩玩。”

然而，在生态文明视野下，曾经的
“落后地区”却显示出了当初的高瞻远
瞩和厚积薄发，才能在新时期先人一
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典范。

早在 1995 年，龙岗区就委托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龙岗区环境
保护总体规划》，在龙岗发展经济的同
时为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较为
全面系统的规划，为龙岗区建区以来
十几年的环境保护工作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指导作用。

2007 年，龙岗提出了建设国家级
生 态 区 的 更 高 目 标 ，并 全 面 开 展 创
建。以生态区建设为平台，构建生态
区硬约束和长效机制，建立可持续的
消费模式，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清洁生
产 ，加 强 土 地 整 合 ，集 约 利 用 土 地 资
源，探索在紧约束条件下力争以较小

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支撑和实现龙岗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路子，是缓解龙岗
水资源和土地紧约束的问题的必由之
路。

自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就逐渐
为人们所熟知，龙岗人也不断深化对生
态文明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探索和践行
生态文明之路。2010 年，深圳市与日
本、德国、荷兰等国家合作，开启了深圳
国际低碳城的建设。

深圳国际低碳城无论是国际视野、
设计理念还是细节处理，都是生态文明
的具体体现，都是龙岗人对生态文明的
一个实践成果。

承 办 2011 年 世 界 大 学 生 夏 季 运
动 会 的 主 办 场 ，又 恰 逢 深 圳 经 济 特
区 扩容不久，龙岗区迎来又一次发展
机遇。

龙 岗 区 通 过 加 强 环 境 污 染 治 理
和生态建设，使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成为以先进环境设施、技术
和管理水平为支撑的，全面体现深圳
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绿色大运会。

“大运新城”则是在此基础上一步
步走向完善，成为集体育运动、居住、商

业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具有高质
量生态景观和高效生态系统的城市复
合功能区。

龙岗区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先
后以生态街道、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
生态区建设、大运环境质量保障等为
抓手，创造了一个个典范，更是实现了
万 元 GDP 水 耗 19.04 立 方 米 、万 元
GDP 电耗 768.7 千瓦时。淘汰低端企
业 3000 多家，完成 COD 削减量 14.22
万吨。

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达国
家二级标准，达标率 100%。干流河道
水体消除黑臭，水质由劣Ⅴ类上升为
观赏性景观水体。新建、改造各类公
园 130 个，建成绿道 217 公里、生态风
景林 1 万公顷；全区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 52.7%。

龙岗城市建设和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龙岗区已
经成为很多人置家创业的首选，这恰
恰契合了龙岗区的最新定位“生态龙
岗，创业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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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生态文明的典范之作龙岗区生态文明的典范之作

注重顶层设计 实现后发优势
刘晶

◆本报记者刘晶 通讯员李琼芳

编者按
生 态 文 明 的 内 涵 丰 富 ，意

义深远。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对其进行理
解和阐释。不论是深圳国际低
碳 城 的 建 立 、大 运 新 城 的 诞 生
还 是 水 环 境 的 治 理 、绿 化 系 统
的 建 设 ，都 证 明 龙 岗 区 正 在 用
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而几
个 典 范 不 论 是 战 略 眼 光 、工 作
思 路 还 是 实 施 细 节 ，对 于 全 国
其他地方都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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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龙岗”创建标识
深圳市龙岗大道

为绿色出行打造的骑行专用道

龙岗区大运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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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低碳城在哪里？第 26 届
世 界 大 学 生 夏 季 运 动 会 主 会 场 在 哪
里？森林绿化率超过一半、良好天数
最多的城区在哪里……

答案是：龙岗区
龙岗区位于广东省深圳市东部，

深惠交界地带。辖区面积约 844 平方
公里，是深圳市面积最大行政区。

良好的 自 然 景 观 和 生 态 环 境 是
它 骄 傲 的 名 片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过
50% ，全 区 绿 化 总 面 积 2996 万 平 方
米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为 45.3% ，共
有各类公园 106 个；厚积薄发的经济
实 力 是 它 自 豪 的 资 本 ：在 2004 年 特
区 扩 容 后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保 持 年 均
20%左右的速度增长。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龙岗区
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生态文
明建设为核心，给予其“生态龙岗，创
业新城”的定位，实现了环境治理、科
技创新等一系列的典范之作。

人居环境提升典范
大运新城的崛起

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让
世界认识了深圳市，也认识了大运城
的诞生地——龙岗区。

大运城，作为大运会的召开地，可
以说是一座为大运会而建造的城市，
因此，人们习惯称它为“大运新城”。
它东接龙岗中心城、北连东莞凤岗镇，
通过水官高速、北通道分别与市中心
区、惠州市联系。

大云新城内有便利的交通和丰富
的运动场馆。

龙岗线（3 号线）通过大运站将大
运新城与周边片区连接。大运站，是
地铁 3 号线龙岗线的重要站点，内部除
了供地铁出行外，它还有配有多路公
交线路，大运地铁站及公交站的交通
补给，为大运城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资
源，将龙岗中心城、市中心相互连接，
使得大运城市民实现了绿色出行。

此外，大运新城周边还有水官、机
荷等高快速路，交通配套设施优越便
利。随着未来轨道交通 12 号线、14 号
线和 16 号线的建成，将进一步奠定大
运新城“轨道枢纽、综合新城”的发展
地位。

基于优越的地理位置，龙岗区周
边地区第二产业的高度聚集和大运新
城的特殊区位，为大运新城发展成为
区域生产型服务中心奠定了基础。大
运新城将承接周边地区产业疾速发展
带来的总部需求，发展成为区域中小
企业总部服务基地。

大运新城内，一座为大运会而建
的体育场馆现如今则成为大运城人民
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大运场馆内部有
许多休闲娱乐设施，如环形跑道、足球
场、游泳馆、自动借书机等。

此外，拥有众多比赛场馆也是大
运新城发展坚实基础，借助场馆设施，
努力将场馆区打造为深圳市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体育中心、文化中心和市民
公共活动中心，并借助大运场馆赛事
推广和开发，积极促进周边地区产业
和服务功能升级，为深圳城市名片再
添新的主题。

大运新城除外部产业的聚集，内
部产业发展也日趋完善，内部除了有
大运场馆，还引进了龙岗 cocopark 等
商业设施。目前，已初步形成以天安
数码城为代表的中小企业总部集群和
以留学生创业园为代表的龙岗高新企
业孵化器。

大运新城具有潜力开发用地约 3
平方公里，存量土地约 1 平方公里，分
布在北、中、南三个片区。宝贵的土地
资源和积聚了高人气的大运新城，自
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

《深圳 2030 城市发展策略》提出了
要在全市打造五个差异化发展战略分
区的目标，大运新城作为东部地区发
展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高等
教育、自主创新等城市发展战略的重
要载体。

目前，大运新城已经吸引了香港
中文大学进驻于此，而这对大运新城
地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

在大运新城规划蓝图中，我们看
到大运新城以“生态、脉络”为主题，采
用“上城”的设计理念，规划打造以龙
兴大道为功能发展轴，由北至南串联
科 技 创 新 区 、生 活 配 套 区 、创 意 产 业
区、商务总部区等功能区，构建三大服
务平台和 6个“园中园”。

按照规划，未来龙岗区将以大运
新城的建设承接龙岗中心城主要功能
轴线的延续，形成沿龙翔大道自东向
西的城市主发展轴。同时，以大运新
城为载体，大力发展“新经济”，包括总
部经济、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将为
周边产业功能区服务，一个串联中心
城外围主要产业功能的龙岗“新经济”
走廊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水环境治理典范
龙岗河再现碧波荡漾

水流潺潺，清澈见底；河中不时可
见鱼儿游弋；白鹭在河边飞舞戏水；河
边行人或徜徉或骑行，怡然自得”，昔
日的黑水河如今已华丽转身为清流，
端午节时，这里更现市民赛龙舟的欢
乐场景。

它就是龙岗河，发源于梧桐山北
麓，流经 5 个街道，在坑梓街道吓陂村
附近进入惠州市境内，属淡水河上游，
被誉为龙岗区的母亲河。全流域面积
181公里，河长 35公里。

以前，龙岗河没有逃离大部分河
流 的 命 运 ，成 为 经 济 发 展 的 牺 牲 品 。
龙岗河环境问题因发展而来，也需要
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自 2009 年
开始，龙岗区开启了一场“5 年清河，5
年河清”的治河大会战拉。

针对龙岗河流域“污染负荷太沉
重 、环 境 承 载 力 太 小 ”的 根 本 原 因 ，
为 了 实 现 交 接 断 面 水 质 达 标 的 目
标 ，龙 岗 区 采 取 了 两 种 手 段 ：一 是

“减排”，通过优化控制用地布局、调
整 升 级 产 业 结 构 、提 高 环 境 管 理 能
力 、建 立 水 污 染 系 统 控 制 工 程 体 系
等 措 施 减 小 入 河 污 染 负 荷 ；二 是“提
升 ”，通 过 中 水 回 用 、水 资 源 优 化 调
度 河 流 环 境 综 合治理等措施人工提
升环境承载力。

方法正确，落实得力，成效明显。
近年来，随着龙岗河流域污染综合整

治工作的开展与截污治污能力的大力
提升，龙岗河水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
善。龙岗河干流全河段（龙岗辖区内）
水质平均综合污染指数从 2006 年的
2.17 下 降 到 2012 年 底 的 0.49，下 降
77.4%，干流河道水体消除黑臭，部分
河段水质由劣Ⅴ类上升为观赏性景观
水体水质。

龙岗河 入 惠 州 市 交 接 断 面 吓 陂
交 接 断 面 平 均 综 合 污 染 指 数 也 大 幅
下 降 ，至 2012 年 底 达 到 0.56，较 2006
年 下 降 80.86% ，主 要 污 染 物 浓 度 亦
大幅消减。

同时，生态景观逐步恢复。龙岗
河 干 流 综 合 整 治 一 期 和 二 期 工 程 于
2012 年底完工，通过采取岸坡恢复、环
保疏浚等多重措施，修复河道生态，实
现了“黑水河”到“流动的城市绿道”的
转变。

产业转型升级典范
国际低碳城的实现

当低碳、生态等名词还作为时髦
口号被人们广泛宣传时，龙岗区已经
将其变成现实：中国首个国际低碳城
示范区在这里诞生。

深圳国际低碳城位于龙岗区坪地
街道，规划面积约 55 公顷，总建筑面积
约 18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03.7 亿元，
建设周期为 7 年。其中，坪地高桥产业
园作为启动区，重点发展低碳服务业、
智能绿色 IT 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

深 圳 国 际 低 碳 城 完 美 阐 释 了 生
态、低碳的内涵。几个数字能清楚的
证明：新建建筑 100%绿色化、公共交通
100% 清 洁 化 、污 水 利 用 100% 可 再 生
化。

深圳国际低碳城只是龙岗区产业
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产业新城的建设已成为龙岗转型
升级的主要手段，实现了全区经济总
量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资源消耗
量和从业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全区实
现了由产业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变。据
悉，龙岗区经济生产总值从 2003 年跨

越 500 亿，到 2006 年跨越 1000 亿，再到
2012 年跨越 2000 亿的大关（不含坪山
新 区），一 步 步 实 现 了 经 济 发 展 的 飞
跃。

目前，龙岗区产业结构已基本形
成了“一核两廊三区四城”的产业发展
格局。其中，一核，即龙岗区作为深莞
惠产业创新核心区；两廊，即水官高速
创新产业走廊和龙岗大道现代服务业
走廊；三区，即平湖高端服务业（金融）
聚集区、南湾新兴产业聚集区、宝龙高
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四城，即华为科技
城、大运新城、深圳国际低碳城、创意
文化城。

其中，“四城”中的华为科技城占
地面积约 21.9 平方公里。其发展定位
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功能的城
市复合型片区，完善为高新技术产业
服务的配套设施，建设以高新技术产
业为主导、城市服务功能完善、环境优
美、交通便捷的复合型城区。

而创意文 化 城 则 是 通 过 融 合 李
朗 182 设 计 园 、大 芬 油 画 产 业 集 聚
区 、坂 田 创 意 设 计 产 业 园 、深 圳 国 际
创 意 印 刷 文 化 产 业 园 等 重 点 园 区 的
建 设 ，在 全 区 已 初 步 形 成 工 艺 美 术 、
现 代 印 刷 、休 闲 旅 游 、高 端 创 意 四 大
产业集群。

绿化保护建设典范
打造会呼吸的城市

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是拥有幸福感
的必备前提之一。当很多人因为灰霾
天苦恼，龙岗区居民已切实有了优越
感：据 2012 年数据显示，龙岗区仅有两
天为轻度污染。

良好的空气质量得益于龙岗区在
绿化保护方面的大量提升工作。

据悉，全区绿化总面积 2996 万平
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 45.3%，共
有各类公园 106 个，已建成绿道网 407
公里，目前已建成绿道驿站 140个。

龙城公园，绿树成荫，清澈的溪流
沿着山坡而下；龙潭公园内绿意充盈
的湖水，有各式凉亭和座椅，也是各类
太极、健身舞蹈高手、民谣歌手经常出

没的地方。
龙岗区按照打造“公园之城”的要

求，在公园的推进过程中注重生态化、
特色化，完善各类设施，提高公园的管
理水平。

未来 5 年，龙岗区将依托社会资
本，挖掘生态资源和文化特色，打造集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 10 个特色公园，到
2016 年新增各类公园 30个。

深圳市 2 号区域绿道大运支线段
（西坑段）长度 5.68 公里，位于梧桐山
脚 西 北 侧 ，沿 原 边 防 二 线 关 设 置 ，西
起 正 坑 水 库 附 近 石 板 路 、东 至 西 坑
水 库 附 近 石 板 路 ，整 段 环 境 优 美 、风
光秀丽，是深圳市不可多得的人文生
态绿道。

“绿道”在龙岗市民心中已经是一
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更是人们锻炼身
体、休闲的好地方。

龙岗区将生态引入城市，依托丰
富 的 自 然 、人 文 景 观 资 源 ，结 合 龙 岗
区 的 自 然 资 源 条 件 以“田 园 织 网 ”为
理 念 进 行 社 区 绿 道 的 规 划 建 设 ，建
成 后 的 龙 岗 绿 道 成 为 全 市 、乃 至 全
省 具 有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的 标 志 性 工 程
之一。

龙 岗 区 近 年 来 大 力 实 施 绿 化 景
观 提 升 工 程 完 成 132 条 主 次 干 道 的
绿 化 提 升 、改 造 ，新 建 改 造 各 类 公 园
广 场 101 个 ；建 成 了 197.26 公 里 的 绿
道 网 ，绿 化 提 升 总 体 面 积 达 1500 万
平 方 米 ，初 步 形 成 了“ 人 在 城 中 、城
在 绿 中 、山 水 相 依 、城 林 交 融 ”的 现
代化生态绿城。

龙岗河重现赛龙舟

龙潭公园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