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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太
原市日前印发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划定
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到 2018 年，全市有林地面积
达 到 351.2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0%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 680 万立
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56平方米。

太原市园林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按照“适地适树、生态稳定、景观
多样、传承文脉”原 则 ，太 原 市 将 高
标准设计、高质量实施城市生态园
林建设工程，全面打造具有鲜明文
化 主 题 的 园 林 特 色 景 观 。 同 时 强
化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
使市民在居家附近能够见到绿地、亲
近绿地。

《方案》提出，优化城市绿地布
局 ，按“300 米 见 绿 、500 米 见 园 ”要
求，太原市区将规划建设一批公园绿

地（包括雨水花园、湿地公园、下沉式
绿地），每年城六区要新建 5 个游园、
5 片绿地，确保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
数≥0.07，城市各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最低值≥5 平方米/人，城市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3 平方米/人，公
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

《方案》要求，实施河道综合治理
和生态廊道建设工程，进一步强化道
路绿化建设，见缝插绿。按照“宜宽
则宽”的原则，在环城城郊森林公园、
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汾河湿地等重要
生态区域之间建设完善贯通性、楔入
式森林生态廊道；与彰显太原特色的
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保护相衔接，使之
成为展现太原历史文化和生态文化
的“双廊道”。到 2018 年，努力形成
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和层次多样的森
林生态廊道，建设山水林田湖一体的
生态景观。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诗人
笔下的田园风光让人神往。上海首家
郊野公园——廊下郊野公园日前开园
迎客，让市民再添一个回归大自然的休
闲游好去处。

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在城市功能
不断提升的同时 ，也 面 临 着 土 地 资 源
紧 张 、生 态 游 憩 空 间 缺 乏 等 多 重 压
力 。 为 了 营 造 大 都 市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宜 居 城 市 ，上 海 市 政 府 于
2012 年 5 月 批 复《上 海 市 基 本 生 态 网
络规划》，明确“多层次、成网络、功能
复 合 ”的 目 标 要 求 和“ 两 环 、九 廊 、十
区”的总体生态格局，要求遵循“聚焦
游 憩 功 能 、彰 显 郊 野 特 色 、优 化 空 间
结 构 、提 升环境品质”的基本思路，规
划聚焦自然资源较好且具有一定规模
的地区，初步选址 21 个郊野公园，用于
市民游玩小憩。

据悉，上海首批 7 个郊野公园将相
继开园，规划总面积约 130 平方公里，其
中正在实施的一期面积约 50平方公里。

低效工业用地减量化

近年来，上海不断推进工业用地减

量化，恢复城市生态功能。
“减 量 化 ”是 指 对 不 符 合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要 求 且 社 会 经 济 或 环 境
效益较差的现状建设用地，通过拆除
复 垦 等 土 地 整 治 工 作 ，使 之 恢 复 农
地 生 产 能 力 或 发 挥 生 态 用 地功能。
其 重 点 是 规 划 建 设 区 外 现 状 低 效 工
业用地。

据上海 市 规 土 局 有 关 人 士 介 绍 ，
上海这类工业用地约 198 平方公里。
这其中主要是一些镇、村集体或私营
企 业 。 随 着 时 代 变 迁 、产 业 升 级 ，这
些企业大多已不适应经济新形势，企
业 竞 争 力 、经 营 效 益 下 降 ，能 耗 、污
染 、安 全 等 社 会 问 题 比 较 突 出 ，需 要
建立逐步引导退出的机制。经过一年
多来的实践探索，减量化任务得到有效
落实。

搬走企业建公园

2015 年初，记者曾来到浦东新区浦
江镇杜行渡口，背后是黄浦江，眼前是
满地的杂草和碎石瓦砾。这片东至丰
收路，南至姚家浜，西至黄浦江，北至沈
杜路，约 120 亩的地块是去年全市生态
环境整治的重点对象之一。未来，这里
将成为浦江郊野公园的一部分。

浦东新区环保局有关人士告诉记
者，这个地块内有 3家企业，分别从事搪
瓷、特种塑料加工等业务，企业产生的
大量粉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据了
解，这 3 家企业总建筑面积 42977 平方
米，无证面积达到 3543 平方米，两家企
业还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为这片 区 域 带 来 变 化 的 是 闵 行
区 近 期 正 在 推 进 的 拆 违 和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行 动 。 这 一 地 块 被 列 入 上 海 市
生态环境重点区域，在闵行区相关部
门 和 浦 江 镇 的 努 力 下 ，这 片 120 亩 土
地 上 的 3 家 企 业 均 已 签 订 动迁协议。
据了解，目前这些企业已经完成全部设
备的搬迁。

而在距这片 120 亩土地不远处，一
块总面积达 2595 亩 的 土 地 同 样 被 纳
入 综 合 整 治 重 点 区 域 。 这 片 东 至 浦
星公路、南至联跃路、西至浦锦路、北
至规划昌林路的地块内共有 301 户农
户 和 33 家 企 业 ，企 业 建 筑 面 积 达
89535 平方米。这 33 家企业多数为小
微 企 业 ，产 能 低 、能 耗 大 、效 益 差 ，且
大多存在“五违”问题。目前这片区域
内农户已有 286 户签订搬迁协议，33 家
企业也全部完成搬迁工作。

未来两至三年，这两片区域或许将
成为闵行改变最大的地方，拆违和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的成果，也将实实在在地
展现在市民面前。据悉，浦江郊野公园
一期将建成一个具有郊野、城市、艺术、
秋景等特色的近郊都市型森林郊野公
园，而目前整治的两个地块正是其中的
重要区域。

郊野公园带来生态空间

今年初，位于上海金山区的廊下郊
野公园开园，短短两周时间接待游客超
过 20万人。

走进廊下郊野 公 园 的“ 枫 叶 岛 ”，
记者看到，不少游客举起相机拍个不
停 。 摄 影 爱 好 者 王 女 士 告 诉 记 者 ，

“枫叶岛”只是郊野公园的一角，廊下
的郊野公园藏有还有不少美景呢。

记 者 了 解 到 ，廊 下郊野公园是上
海在建的郊野公园中第一个开园的，这
里总规划面积 21.4 平方公里，其中先期
开园部分占地 5.8 平方公里，包含了上
海农科院葡萄基地、农业科普馆等 20 个
重点旅游项目。这个园拥有“生态观光
区、生产游憩区、生活体验区”三大功能
片区，是集“现代农业科技、科普教育、
文化体验、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
农场型”郊野公园。

廊下郊野公园林地资源丰富、品种
繁多，除枫林外，还有 200 亩香樟林、700
亩紫荆花、800 亩桂花林、3400 亩经济果
林、6000 亩水源涵养林及万亩粮田，是
原生态、农业资源、自然生态、自然村落
的有机结合。其中水源涵养林具有水
土保持、滞洪蓄洪、调节水源、改善水
质、调节气候和保护野生动物等生态功
能。涵养林中还设有慢行步道，可供市
民散步、休闲，置身其中仿佛身在天然
氧吧。

针对城市排水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现状，承担云南省昆明市主城
区市政管网运行管理维护工作的昆明市排水公司通过对管理维护的 4300 公
里公共排水管渠及河道实施清淤除障、维修更换老旧设备、整治淹积水点等，
使汛期昆明主城区淹积水情况逐年好转。

图为日前昆明市排水公司在呈贡滇池生态湿地公园举行2016年度防汛排涝
应急演练。 赵鸣晗 杨若愚摄

让森林走进城市 让城市拥抱森林

太原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上海推进工业用地减量化

污染重地变身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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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河北省石家庄市日前印
发了《石家庄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将利用 3 年时间创
建成国家级节水型城市。

据悉，石家庄市将制定限制特种
行业用水、鼓励使用再生水的价格指
导意见或标准，建立供水企业水价调
整成本公开和定价成本监审公开制
度。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方案》指出，石家庄全市要对自备
水单位全面实行用水计划管理，对公共
供水的非居民用水单位严格实行用水
计划与定额管理，建立用水单位重点监
控名录，强化用水监控管理。

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各类建设
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落实
城市自备井关停计划，有计划地关停
公共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井，逐年
降低自备井供水量占城市供水总量
的比重。

《方案》要求，石家庄全市各级各
相关部门要支持企业、机关（单位、学

校）和居民小区开展创建工作，强制淘
汰浪费水器具，推广应用节水型器具，
确保省级节水型企业（单位、学校）年用
水量之和占非居民用水量的21%以上，
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居民户数占本区
城市居民总户数的6%以上。

此外，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均
应征收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水资
源费征收率不低于 95%，污水处理费

（含自备井）收缴率不低于 95%；对市
区老旧小区管网中具备改造条件的
管网实施改造，强化供水管网的日常
巡检。

《方案》指出，要加快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在公建设施中建设雨水回
收利用项目，采取下凹式绿地、渗透
管沟等措施收集雨水，经初步处理
后 ，用 于 就 近 的 绿 化灌溉、路面与
公厕冲洗等。完成对建成区范围内
易涝易淹片区排水及雨水利用设施
改造。

张铭贤 李玺尧

本报记者刘潇艺仙居报道 第九
届中德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研讨会
日前在浙江省仙居县举行。中德两
国政府部门、学术团体和企业代表团
围绕“绿色城市与自然资产核算”主
题，深入展开城镇化问题、城市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领域
的研讨。

来自中 德 两 国 环 境 保 护 方 面
的 专 家 在 发 言 中 重 点 研 讨 了 城 市
化 与 城 市 生 态 发 展 中 所 面 临 的 挑
战 ，并 分 析 了 多 个 案 例 。 其 中 ，浙
江 省 仙 居 县 绿 色 化 发 展 案 例 分 析
被多次引用。

仙居县委书记单坚在研讨会上
表示，绿色是仙居最大的优势、品牌
和潜力。一直以来，仙居像守护生
命一样守护生态环境，牢牢把握科
学发展主旋律，大力实施生态型战
略，初步实现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良性互动。去年以来，仙居

以县域绿色 化 发 展 改 革 和 国 家 公
园等试点为载体，在绿色城市和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方 面 进 行 了 积 极探
索。

仙居县委副书记、县长林虹着重
介绍了仙居县国家公园基本情况、保
护自然资源资产的主要措施、仙居县
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评估情况。
她介绍说，2014 年，仙居县凭借独特
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基础，在全国众多
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首批
国家公园试点之一。仙居国家公园
总面积 301.89 平方公里，约占县域面
积的 15%，主要位于仙居南部河谷平
原和丘陵山区，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部分）、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森林
公园、省级地质公园、括苍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等。仙居国家公园区域植
物区系成分复杂，物种丰富，森林生
态系统面积达 277.31 平方千米，占
总面积的 91.86%。

第九届中德生物多样性研讨会召开

仙居发展案例被多次引用

石家庄将建国家级节水型城市
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各类建设项目和服务业新增取用地下水

◆本报记者李维

5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同意《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

这个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
市 26 个城市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被李克强总理寄予厚望：要争当新一轮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到 2030 年全面建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程
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
最高的地区。但从自然资源分布来看，
长三角地区资源储藏与其他地区相比并
无优势。为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提出，要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
撑。实施生态建设与修复工程，深化大
气、土壤和水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治，建立
地区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优美环境是城市群发展的根本

业内专业认为，《规划》内涵丰富。
比如规划提到 ，以 生 态 保 护 提 供 发 展
新 支 撑 。“长三角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
的龙头，之前中央已提出，长江经济带建
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不开发，城市群规
划必然与这个理念衔接。从长三角内部
来看，环太湖的生态环境保护也一直是
重中之重，规划很好地呼应了这一点。”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秘书长张学良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陈耀看来，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大
城市功能完善等是一个发达城市群所必
须要具备的最基本要素。

“《规划》中提到的‘要以生态保护提
供发展新支撑’这一说法，对于长三角城
市群的发展来说可谓切中要害。放眼发
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那些世界级
城市群，优美的生态环境都是其发展必
不可少的保障和重要表征。”陈耀说。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
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黄锦楼
则认为，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撑，这
就要求长三角城市群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生
态保护支撑体系。他解释说：“长三角城市
群的人口大概在6000万~8000万，如此庞大
的人口基础最应该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
支撑，因为有人才有城，才有市场和产业。对
于长三角地区而言，产能过剩问题也比较突
出，因此把以人为本当做生态保护的前提，这
就要求在这一区域发展生态产业，由原来
的产品型经济转变成为服务型经济。”

他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以前
你开的是一个肥料生产厂，现在就可以

变为指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的服务型企
业，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对环境的破坏，另
一方面这样的服务型企业也为当地提供
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黄锦楼说。

中小企业是环境短板

作为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
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长三角
城市群在环境保护上也从未有过放松，从
河、湖的治理，到雾霾的联防联控，都做出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城市群发展的
粗放化、产业布局的不均衡都给长三角城
市群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

陈耀认为，对于长三角城市群来说，
产业布局的不合理是这一区域最大的环
境瓶颈。“长三角城市群内近海的水质一
直以来都是一大问题，主要污染来源就
是这一区域沿江、沿海地带的重化工企
业，这和密西西比河、莱茵河流域周边形
成鲜明的反差。如果偏重的产业格局不
改变，不尽快转型升级，那么长三角城市
群以生态保护提供发展新支撑就很难做
到。”陈耀说。

黄锦楼告诉记者，对于长三角城市
群内中小企业的改造升级是破解环境瓶
颈的重中之重。

“我们曾经做过统计，长三角区域有
将近 200万个中小型企业，它们的规模小
且分散，很多企业甚至都没有登记过。我
们要抓住‘牛鼻子’，重点治理这些中小企
业，为它们提供一体化的服务，让它们摆脱
分散、低端的现状。”黄锦楼说。

深化合作才能成就发展

《规划》还提出，要深化这一区域大
气、土壤和水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控，建立
地区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对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区域环保一
体化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很多业
内专家认为，和国内一些城市群类似，长
三角城市群尚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
制，来共同解决区域内的环境问题。

陈耀说，长三角城市群这一区域内
资源不足和需求增大的结构性矛盾突
出，尚未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长
三角城市群要打破各自为政的现状，深
化城市间的合作，就要完善相应的体制、
机制。比如建立统一管理长三角各城市
的协调领导小组。

“区域内合作的前提就是要勇于承
担责任。不能说现在国家要助力长三角

城市群的发展，
地方只想得到利

好，而不愿意共同面对困难。一
定要相互之间形成合作的机制，

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谋
划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陈耀说，“尤其是
发达地区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一定
要有序，避免把污染也一起转移。”

黄锦楼也认为，一直以来存在的唯
GDP 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是长三角城市
群合作不畅的重要原因。“长江三角洲城市
群其实是一个更多涉及流域概念的区域，
因此就要协调好上下游的利益。我总觉
得，生态补偿不一定只补钱，也可以补项
目、补技术。比如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
可以把好的经验、技术甚至是人才补偿给一
些地区，这其实是把上游的承载力放大了，
也必将减轻对于环境的危害。”他表示。

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志彪对记者
表示，长三角的要素流动确实在加快，但
政府层面的一体化推进还有待加强。所
以建议在统一合作理念的同时，还是要
从具体项目入手，这样各地才能看到收
益，才更有积极性。“比如新能源汽车，长
三角内部可以合作，统一充电桩的标准，
统一布局和规模，需要装多少个充电桩，
大家一起做一个规划。”

加入城市群既是机遇也要担责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用“泛长三角”
的概念来描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就是
把合肥也包含在内。其实直到 2014 年，
国务院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
后，合肥才被划进来。

这一次《规划》把合肥都市圈纳入，
既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需要，也
是合肥都市圈发展的新起点。在生态环
保上，长江经济带要求建设好生态示范
区，合肥是全国唯一一座拥抱五大淡水
湖之一的省会城市，而且正好在建设环
巢湖生态示范区，未来将不断提升城市
的综合承载能力。

黄锦楼说，和江浙沪等地区相比，合
肥的自然生态资源相对较多，这些生态资
源给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带
来了更大的腾挪转移空间。“沿海沿江的一
些产业就可以适当地转移到合肥，转移的
过程也是提升质量的契机。”

陈耀认为，合肥城市圈的加入对合
肥乃至安徽来说，都是发展契机。“以前
合肥一直想加入进来，为的就是利用江
浙沪的资源优势，来辐射带动其发展。
但如今，当地的决策者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新要求下，合肥
不仅要发展，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履行
好在这一区域内共同承担的职责。”他强
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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