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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环境瓶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报记者李维黄昌华刘立平
通讯员曹浪波

在株洲河西区，10公里长的湘江风
光带宛如一条绸带，装扮着株洲这座湘
江岸边的城市。

风光带的火车头广场上，蒸汽机
车、电力机车和“蓝箭”号动车车头 3个
恍若隔世的大家伙，向人们诠释着株洲
的历史——“火车拖来的城市”。

凭借优越的交通和区位条件，株洲
成为中国南方的铁路要冲，更肩负起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江南工业重镇的重托。

作为共和国的“工业娇子”，株洲经
历过辉煌。然而，工业重镇造就的辉煌
灿烂却难以为继，到本世纪初，株洲半个
世纪工业发展的污染沉积“爆仓”、环境
负担“过载”、市容卫生劣化，城市发展渐
露疲态。

“总量不大、质量不优、后劲不足”
制约着株洲工业的发展，以资源消耗为
主的传统发展路径和先污染后治理的
基本模式，让环境污染成为百姓的心头
痛，也成为株洲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绊脚石。

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让株洲
这辆烙着传统工业印记的列车，必须驶
入绿色转型的自新之路。

“黑色”坐标
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130多

个“第一”，但也欠下50年的环
境债

株洲市体育中心坐落在湘江之畔，
而与体育中心隔江相望的是株洲曾经
的另一张名片——清水塘工业区。

如果说株洲是新中国的江南工业
重镇，清水塘则是株洲工业的核心。株
洲硬质合金厂、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株洲
电厂、株洲洗煤厂——“一五”期间的
156个重点项目中，4个落户这里。而株
洲冶炼集团、株洲化工集团、株洲玻璃
厂、株洲选矿药剂厂的建设，愈加凸显了
清水塘在共和国工业版图中的地位。

电力机车的摇篮，空空导弹的故
乡，硬质合金的骄子，有色金属冶炼的基
地……在这里曾经诞生了131个新中国
工业史上的“第一”，清水塘见证了一个
个工业文明缔造的传奇。

然而，在中国污染的地图上，株洲
也曾经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清水塘的
名字更是一个“黑色”坐标。

半个世纪以来，清水塘工业区持续
排放工业“三废”，成为株洲乃至湖南最
大的工业排污口。区内的工业废水主
要通过霞湾港排入湘江，历经长年累积
沉淀，霞湾港底泥中镉、铅、砷等重金属
超过国家土壤污染标准，清水塘成为了
湘江流域最为严重的污染区域之一。

2003年，一座体育场给清水塘带来
了命运的转折——这一年，株洲筹办湖
南省第十届运动会，而为这届运动会建
设的体育场馆选址位于清水塘工业园
的下风向。面对不可回避的环境问题，
有关部门建议体育场馆改址建设。

改址体育场还是治理清水塘？株
洲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小
康社会的标志之一，然而以清水塘为缩
影的工业株洲，与这个目标相差甚远。

“宁要 GDP少一点，也要把株洲的
环境搞好一点。”当时的株洲市委领导果
断做出决定。“与其躲避，不如治理”，改
址就是逃避困难，治理才是正视问题，污
染问题一天不解决，株洲的可持续发展
就是空谈。

体育场的选址，恰恰正是株洲选择
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它给了株洲一次
思考现有发展方式的机会，一个重新审
视自我的机会，向污染宣战，开启了株洲
一个新的发展里程。

摘掉“黑帽”
一面治理污染刮毒疗伤，一面

取缔关停割臂断腕

2003年，在全国 118个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成绩单上，株洲位列倒数第六。

严峻的现实让株洲人又一次意识到
改善环境的紧迫性。当年，株洲市委市
政府毅然决定——正式启动创模工作。

创模对株洲人而言，既是压力，更
是动力。于是，蓝天碧水净土静音、清水
塘环境综合整治、湘江污染综合整治等
行动陆续展开，以创模为抓手的治污攻
坚让株洲的污染治理进入了快车道。

对污染企业，株洲市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造和治理，2004年以来，株洲市先后
完成了株洲冶炼厂铅烟气制酸、株洲化工
厂钛白废酸回收、湖南智成化工中水回用、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处理回用
工业废水工程等253项综合治理项目。

作为湘潭、长沙的上游城市，为保护
湘江母亲河，株洲市全面落实“省一号重点
工程”——湘江保护和治理，并且制定了

“基本消灭烟囱、基本关停污染企业、基本
解决污水直排湘江问题”的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一江四港”（“一江”即湘江，“四港”包
括白石港、枫溪港、建宁港和霞湾港）和湘
江河东城区段综合治理。

针对重金属污染问题，株洲市完成了
霞湾港、大湖等重金属污染的水域底泥治
理工程，启动清水塘历史遗留废渣治理工
程，清水塘的工业污染得到有效治理。

“市里还投资 2.2亿元，建成清水塘工
业污水处理厂，对株冶、株化、智成等15家
企业的废水集中进行深度处理，为清水塘
地区所有外排的工业废水添加了‘双保
险’。”株洲市环保局局长李必农告诉记者。

如果说治理污染是刮毒疗伤，那么关
停企业就是割臂断腕。

“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坚决不批，
能够改造的坚决改造，改造不了的坚决关
停。”李局长说的这“三个坚决”是株洲对于
污染企业的态度。

“十一五”期间，株洲不惜以每年牺牲
30亿元工业产值、3亿元税收为代价，分批
依法关停和搬迁了113家污染企业和落后
生产线。

“拆一根烟囱，就代表关闭或改造了
一家污染企业。”近 5年，株洲累计拆除烟
囱452根，累计关停污染企业162家。据株
洲市环保局统计，“十二五”以来，全市粗
铅、次氧化锌、活性氧化锌、硫酸锌、铁合
金、金属颜料等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已基本
取缔。

经过一系列的整治，清水塘乃至整个
株洲的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2005年，
株洲退出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后十位名单，污染大户的“黑帽子”
从此摘掉。

2013年以来，株洲环境空气质量数据
在长株潭三市连续三年保持第一；2014
年，株洲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34
天，比上年增加 10天；湘江株洲段水质保
持Ⅲ类，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单因子评价）为100%。湘江株洲段连续8
年未发生污染事故。

转型升级
是在破烂不堪的衣服上“打

补丁”？还是换“新衣服”彻底改
变形象？

摘掉“黑帽子”以后，清水塘工业区不
断加大环保投入，实施技术改造，环境质量
虽得到改善，但污染问题却难以根治。

原株洲市委副秘书长、市“两型办”主
任陈玉明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在清水塘地

区株洲做的许多工作，好像是在一件已经
破烂不堪的衣服上不停地“打补丁”，只有
考虑换上一件“新衣服”才能彻底改变清水
塘的形象。

就在株洲思考转型发展方式的时候，
2007年 12月 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
改委行文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美好愿景
是小康社会的准确诠释，也正是需要株洲
探索的发展新路径。

对株洲而言，清水塘老工业区以冶
炼、化工产业为主，区内企业相对分散，很
多老厂的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绿色发展、
腾挪转型既是企业发展壮大的迫切需求，
也是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的突破口。

为此，湖南省政府率先将清水塘老工
业区列为首批启动的 5大示范区之一，编
制了《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
方案》，成立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工作协调指挥部，确定了清水塘老工业
区“三年攻坚、五年完成搬迁、十年建成生
态科技新城”的战略目标。

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最难的就
是企业的搬迁。企业怎么搬、人往哪里去、
钱从哪里来，一个个问题接踵而来。

为此，株洲市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先难后易，抓大带小，限期关停，整体退
出；综合施策，多方联动；以人为本，妥善安
置”的办法实施。

对于企业职工，通过“政策安置一批、
转移就业一批、转型就业一批、移交管理一
批”的方式，做好安置工作。通过“中央、省
财政支持一部分，政策和各种税费返还一
部分，市场融资筹措一部分，土地经营补充
一部分”的方式，多方筹集资金。

2014年 7月，旗滨醴陵厂区一条生产
线正式点火，作为株洲市第一家启动绿色
搬迁“退城进园”的示范企业，80天，完成征
地拆迁，411天，首条生产线建成点火。无
论是征地拆迁，还是项目建设，这个投资
50亿元的项目都创造了“旗滨速度”。

清水塘老工业区的搬迁改造，不是简
单的企业搬迁复制。搬走的企业，只有实
现产业升级，才可能避免对当地环境再次
产生破坏。

通过绿色搬迁、工艺改进，旗滨醴陵
厂区产能从原来的 3条生产线增加到 5条
生产线，日熔化量从 1700 吨提高到 3100
吨，但是污染物排放却能远远低于国家标
准，通过优化升级脱硫除尘装置并增加脱
硝设备，每年可削减二氧化硫812吨、氮氧
化物332吨。

清水塘的工业企业搬迁是一项复杂
的社会工程，涉及多方利益，一定意义上
说，工业企业搬迁就是利益的博弈、权力的
制衡。尽快破解这些问题，将是株洲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截至目前，五矿株冶已关闭了老炼铅
系统，并有初步搬迁意向；中盐株化也制定
了绿色搬迁及改制方案，落实了搬迁承接
地，待新基地建成后就适时关闭退出清水
塘基地。

2012年，《清水塘生态新城控制性详
细规划》随之出台，根据、划，清水塘生态新
城将以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品质提升为目
标，形成“循环工业园、生态霞湾港、靓丽清
水湖”的整体格局，成为全国“两型社会的
示范，产业转型的样板，生态新城的典型，
产城融合的代表”。——一个崭新的生
态新城蓝图在清水塘逐渐清晰。

奔向小康
由黑色向绿色，从高碳向低碳，

从制造向创造，可持续发展从此按
下快捷键

2013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对长株潭
地区提出了“三个率先”的要求，就是在全
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建成全国
两型社会示范区、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

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株洲始终用小
康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城市的发展。

按照国家统计局2008年制订的《中国
全面建成小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2013
年，株洲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
达到94.8%，位居全省第二位，比2000年提
高 30.4 个百分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3 个指标中，有 14 个指标的实现程度为
100%。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
主法制、科教文卫、资源环境6项分类指标
也保持同步上升趋势。

2014 年，“四个全面”治国方略的提
出，为地方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株洲发展的轨迹不
谋而合。

“由黑色向绿色，从高碳向低碳，从制
造向创造”，株洲的可持续发展从此按下了
快捷键。

如果说“三个率先”给株洲小康社会
的建设定下了时间表，那么《株洲产业振
兴实施纲要》则为其铺就了路线图。《纲
要》规定：

“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政策，抓产
业，抓工业，抓项目。发展轨道交通、航空、
汽车等动力产业，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培育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重点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做大做强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汽车
及零部件、服饰、陶瓷 5大优势产业；加快
推进电子信息、健康食品与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 4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构
建动力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现
代服务业相融并进的产业新格局。”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创新能
力强、附加值高的高端高质高效产业。株
洲产业振兴的目标明确、路径清晰，更加高
端、更加智慧、更加“两型”，老工业基地株
洲正在华丽转身，“中国动力谷”的蓝图逐
渐展开。

南车株洲所研制的 3.0版高速列车永
磁同步牵引系统成功通过国家检测；8英寸
IGBT芯片在昆明地铁完成调试，并稳定运
行一万公里，各项参数指标达国际先进水
平；航空、汽车产业也不断向创新要发展，高
端装备制造刷新株洲工业的重化形象。

这种转型真真切切地体现在经济数
据里。株洲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2014
年，株洲 GDP 达 2016 亿元，增长 10.5%。
轨道交通、航空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23%、
13.3%，轨道交通被列为 2015年突破千亿
的产业。靠工业起家的株洲市在产业绿色
的同时，也做强做大了新型工业，绿色
GDP成为株洲发展的升级版。

扩大总量，提升质量，增加均量，打造
株洲发展升级版，这是株洲立足当前、谋划
未来的理性思考和科学选择。

当然，转型发展对株洲这个老工业基
地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将是今后很长一
段时期株洲探索的重大课题。

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表示，当前，株
洲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紧扣工业转型
升级和现代服务业跨越发展两个重点，加
快产业振兴。要在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上取得新突破，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上
取得新突破，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上
取得新突破，着力创新工业企业组织形式，
着力推进现代服务业跨越发展。

十多天前刚刚颁布的“水十条”也给
株洲绿色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政策指导和
思路。

株洲市环保局副局长何长顺说，“水
十条”的出台将促进株洲市环保局对于污
染企业的整治，对于清水塘工业企业的搬
迁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将极大
地推动“一江四港”整治行动。

株洲，这座因工业而崛起的城市，依
靠“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实现绿
色转型，目标直指小康社会。一座以现代
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正在湘江
岸边涅槃重生，给定位于“一带一路”的湖
南注入新的活力。

依靠转型打破瓶颈
◆李维

从高碳到低碳 从制造到创造 从黑色到绿色

株洲走上转型升级小康路
2000年~2013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程度 单位：%

六大分类指标实现程度 单位：%

作为一座与共和国同龄的新
兴工业城市，株洲经历了新中国工
业的奠基、创业、复兴、繁荣等阶
段，40 万产业工人创造出了中国
工业的一个个传奇。

然而，以有色、冶炼、化工、建
材等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
传统发展模式，让株洲在书写辉煌
的同时，也欠下了一笔沉重的环境
债。曾经，排名倒数的空气质量、
污染湘江的重要源头、含重金属的
工业废渣……每一个株洲涉及的
环境问题，几乎都是几十年以来的
历史遗留，都是其粗放、低端的工
业发展模式所致。

“宁可让 GDP 少一点，也要让
环境好一点。”株洲人的环境觉醒，
让他们这些年在环保上做了很多
功课。从湘江治理，到清水塘工业
区整治，再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目共睹。

但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环
境问题，毕竟不可能一朝一夕解
决。株洲市统计局对全市 2013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的监测和
评价结果显示，2013 年，资源环境
方面的实现程度为 86.5%，同比下
降 1 个 百 分 点 ，居 于 六 大 指 标 末
位。2013 年，全市环境质量指数
为 91.7%，同比下降 4 个百分点，空
气质量达标率同比下降 14.7 个百
分点。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株洲的环
境问题仍然是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瓶颈。要打破环境瓶颈，株洲
仍需加快步伐，加大治理力度。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株洲这些
年来在城市转型发展上走出了一
条富有特色的路径。因为从源头
控制污染，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才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发展方式
的选择则是重中之重。

从轨道交通，到航空航天，再
到电子信息，株洲注重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走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产业结构的
调整秉承从“高碳”向“低碳”、从

“制造”向“创造”、从“黑色”向“绿
色”的转变，彻底改变城市传统的
发展方式，为环境减压。

当 然 ，株 洲 的 发 展 转 型 也 不
是没有困难，传统产业退出必然
会 有 阵 痛 ，高 端 、新 兴 产 业 的 培
育 更 是 一 个 艰 难 过 程 。 规 模 效
应及带动作用不足、金融支持政
策不足、招商选资开放创新不足
等 等 都 是 株 洲 在 转 型 升 级 中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 株 洲 转 型 发 展
任重道远。

放眼全国，像株洲这样的城市
还有不少，它们面临着与株洲同样
的问题。怎么解决环境与发展的
矛盾，需要各地广开思路，大胆创
新，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新路子。

图说·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

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
速发展的步伐。在全国 GDP 迅速
增长的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带
来了居高难下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我国近年来一直力推节能减
排，努力减少污染物总量排放，环
境污染治理成效明显，局部地区环
境质量有所改善。

但是，污染排放总量依然大大
超过了当前的环境容量。例如，截
至 2013年，我国氨氮排放量控制在
245.7 万 吨 ，化 学 需 氧 量 控 制 在
2352.7 万吨，远远超过了环境承载
力。要真正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善环境质量，大幅度削减污染物
排放量势在必行。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曾对记
者表示，要实现我国大气质量的明
显好转，不能靠老天，必须把污染物
排放量从现在的千万吨级水平降到
百万吨级水平。要做到这一点，难
度非常之大，需要付出额外努力。

水污染也是如此。环境保护
部副部长翟青指出，当前我国化学
需氧量的排放量大概在 2400 万吨
左右，氨氮的排放量大体在 245 万
吨左右。这个排放量远远超过了
目前的环境容量，有专家测算必须
要 削 减 30%~50%，我 们 的 水 环 境
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4 月 16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详
细指标，到 2020 年，长江、黄河、珠
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
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Ⅲ类）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地
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
控制在 10%以内，地级及以上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
于Ⅲ类比例总体高于 93%。

而早在 2013 年 9 月 10 日出台
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针对
大气也提出了具体目标，到 2017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比 2012 年下降 10%以上，
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
别下降 25%、20%、15%左右，其中
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
60 微克/立方米左右。当前，全国
300 多个地级以上城市中 80%未达
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长三
角、珠三角，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大
面积雾霾频繁发生。

实现小康目标的时间节点近
在眼前，我们要对照环境指标以及
新阶段的环保新要求，进一步加大
力度向污染宣战，打破环境瓶颈约
束，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良的生态
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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