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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立区”助推蔡甸绿色崛起

■严守红线：20亿融资开启环境治理新模式

■迁改腾挪：昔日化工区换新颜

■拥抱蓝天：空气质量改善全市第一

“知音故里”谱写生态新曲

中法生态城见证“绿色崛起”

生态考核守护新洲碧水蓝天

硚口汉江湾新生态 陈卓/摄

长江、汉江交汇的武汉，湖泊众多，
生态资源丰富，历来注重沿江沿湖区域
的协调发展，致力于打造具有滨江滨湖
特色的生态文明都市。如何使城市发展
同生态资源相适应、环境要素保护相协
调，一直是湖北省武汉市不断探索的重
要课题。从推动“两江四岸”沿线整治到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从区域治
理到协同共治，武汉市以实际行动展现
了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

近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武汉市政府
多次调研、走访全市环保工作，推动环境治
理深抓落实，从顶层设计到工程治理深刻
反思、积极讨论，进一步提出要以最严格的
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和土壤防治

“三大战役”，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
学化、法制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切实
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全力打造经济、城市、
民生“三个升级版”的生态文明新城。

硚口区作为武汉市的老工业基地之
一，集中展现了武汉市多年来转型发展
的历程。硚口区依水而兴，因桥得名。

东接长江，与江汉区毗邻；南滨汉江，与
汉阳区隔水相望；西抵舵落口、额头湾，
北至张公堤与东西湖区接壤。全区面积
近 42 平 方 公 里 ，区 内 6 座 桥 梁 横 跨 汉
江。近年来，该区通过深入推进汉正街
搬迁、化工区腾退、城中村改造等“三件
大事”，建立起了“区委区政府统筹协调、
环保部门牵头组织、区直属相关部门分
工协作、全区上下整体联动”的大环保工
作机制，不断加大“查”“关”“治”“罚”

“复”“建”力度，紧紧围绕环境质量改善，
最终推动区域发展实现了跨越式转型。

◆魏红明 叶奇超

汉江北岸硚口段东起晴川桥、西至
长丰桥，全长 14.5公里，沿线分布中央、
省、市企业65余家，滩地面积达100万平
方米，既是汉口城市防洪圈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宝贵自然景观资源，然而由于
多年来受砂石场的占领和侵蚀，江滩沿
线棚屋杂乱、砂石如山、尘土飞扬，各段
滩地高程不一，护坡岸线不顺，部分堤段
淤积严重，不仅给行洪带来极大危害，也
给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为彻底改变汉江沿线面貌，硚口区
根据武汉城市整体规划，以全市“两江四
岸”沿线环境综合整治、绿色发展为契
机，把建设江滩作为引领硚口转型发展
的方向标，按照“突出区位优势、激活增
值潜力、彰显亲水特色”的思路，全力推

进汉江北岸硚口段“水源、水面、水边”和
“堤内、堤外、堤坡”的防洪与环境综合整
治，以亲水、亲民、休闲、生态的设计理念，
建设既能提升抗洪排险能力，又能美化亮
化环境的百万平方米的汉江公园。

滩地上不仅建设有临堤彩色沥青自
行车道和防腐木亲水步道横向贯穿的绿
道和苗圃广场、四明广场、儿童活动广场
等 7 个大型纵向的亲水广场景观，还以

“春花秋叶”为主题，种植有 1.5 万平方米
桃花林、1 万余平方米银杏林和 20 余万
平方米连片的芦苇荡，在不同季节、不同
花期，形成特色花景的美妙景观让市民、
游客无论旱季还是汛期，都能享受滨江
城市特有的美景，全区公共绿地面积从
2010 年的 207 万平方米增加到 662 万平
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 3.9 平方米增
加到 12.5平方米，跃居中心城区前列。

同时，为加大生态绿化修复和建设，硚
口区持续推进境内竹叶海、张毕湖退耕退
养工作，实施生态水修复，使水体水质不断
好转，目前基本达到功能区划 IV类要求。
针对化工企业搬迁腾退和土壤修复工作，
硚口区组织专家团队进行土壤调查、风险
评估和修复指导工作，严格落实企业搬迁
全程环境监管，安全转移医疗废物、无机盐
类等危险废物202.7吨，处置率100%。

近日，湖北首单由政府购买（环境治
理）服务项目融资在硚口落地。兴业银行
武汉分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向硚口
区政府正式授信20亿元，支持该区环境治
理领域建设，这笔资金将用于硚口区古田
老工业基地综合改造，以修复治理当地污
染土壤，首笔融资3亿元已经落地。这一模
式的成功，为金融业积极参与地方环境治
理与保护探索了新的路径。

◆熊璘

早自 2007 年起，硚口区就对化工
企业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对于市
场前景较好的企业，硚口区对其实行
计划搬迁；对于污染严重的企业，则通
过收购、改制等方式对其转产、关闭或
腾退；对于无土地资源的落伍小化工
企业，则一律实施关闭。硚口区用了
8 年 的 时 间 ，锲 而 不 舍 推 进“ 三 件 大
事”改造工程，总计融资 38 亿元，完成
了 99家化工企业的搬迁。

与此同时，由硚口区环保局牵头，
会同质监、公安、消防、城管等多部门
全面开展对“三合一、多合一”场所的
整治工作，拆除和改造高污染燃煤设
施 236 台（套），并对辖区 150 户登记范
围涉及煤炭经营的市场主体进行清

查，对限期整改不符合要求的煤炭销售
点依法全部取缔，实现工业废气、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排放等多项指标大
幅度削减，目前分别达到 0.21 亿标立方
米、0.523吨、3.267吨、0.01吨。

为从源头上保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区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管理，对腾出空间的都市产业园
区“腾笼换鸟”，以最严格的生态标准引进、
建设重大项目，加强对现有引进项目的环
境管理。增设专人负责，并完善日常环境
监管，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管理制度，不仅
注重其拉动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更加注
重其提升城市品质的生态效益，着力助推
现代商贸、工业服务业、医疗健康三大主导
产业发展，坚决控制辖区污染物排放总量

“只减不增”、工业项目“只出不进”，尤其对
于居民群众比较关心的餐饮等项目，要求

其必须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并设置专用隔油池，外排废水必须进行
隔油、隔渣等处理，废弃油脂、餐厨垃圾等
固体废物要求单独收集、存放，并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统一回收，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随着这一区一批传统企业的退出、
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一大批新
兴电子行业、服务业的进驻投资。香港
新世界、上海复星、广州越秀等在桥口的
投资项目都超过百亿元，安都、庞图等一
批新兴电子商务和专业服务企业在硚口
区加速聚集；瑞典宜家投资 3 亿欧元，兴
建了亚洲最大的家居广场和购物中心
——红星美凯龙落户硚口，凯德古田广
场、海尔国际、中建御景星城等一批高端
重大项目相继在硚口布局，武汉西部商
业中心呼之欲出，由生态环境改善产生
的经济效益不言而喻。

◆熊俊彪

以新《环保法》推行为契机，硚口
“以令为号”，掀起多轮污染整治专项
行动，并建立起“政府负责、环保带头、
部门协作”的体制机制。先后审议并
出台了《硚口区环境保护管理职责规
定》《硚口区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工作实
施方案》《硚口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等 6 项重点工作方案，建立健全了
环境监管执法联动机制、环境违法案
件移送机制和环保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区委区政府
各主要成员单位参与、各街道主要负
责人配合的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
导小组，并在全区 11 个街道 139 个社
区各明确 1 名环保协管员，不断完善
网格化响应机制。

全区多方配合，开展集中整治，将
空气质量扬尘污染、黄标车淘汰、机动
车污染遥感监测、重点行业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重点区域餐饮油烟污染综合
整治等工作纳入硚口区环境保护大检查
重点内容，先后 50 余次组织区环保局、
区建设局、区城管委、区经信委、区发改
委、区交通大队、各街道等单位开展联合
执法；实现环境监管全覆盖，着力解决影
响群众生产生活的油烟、噪声、异味等突
出环境问题，累计受理各类环境污染投
诉 5253 件，做到件件有处置、事事有回
音，确保 12369 热线 24小时畅通。

根据全市改善空气质量工作任务，
结合城中村改造、市区两级人民政府承
诺整改工作和 10 件实事的要求等，先后
投入 213.2 万元，完成老旧社区居民餐饮
油烟装置改造 2132 户、餐饮单位油烟治
理 216 家；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 4652
台、发放补贴资金 857 万余元；累计查处
冒黑烟机动车 914 辆；对辖区 417 家加
油、汽修、印刷、包装、家具等企业和门店
的挥发性有机物开展了全面调查和重点
整治；对各类环境违法企业关停 32 家、

立案 30 家、处罚 20 家、处罚金额 30 余万
元，累计征收入库排污费 753 万余元，强
力督促相关企业、单位整改。

同时，突出问题导向，针对区域环境
污染的重点、难点问题——扬尘治理，硚
口区政府下大决心，由区空气质量办集
中召集建设、施工、监理各方单位负责
人，逐一明确各方在扬尘污染防治中的
主体责任；着力加强道路和各类工地扬
尘治理，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改装渣
土运输车辆 379台，大力推进智慧工地建
设，安装在线视频监控设施19套、喷淋降尘
设施13套、扬尘在线监控设施6套；责令相
关建设和渣土运输单位进行现场整改违规
事项 15件，暂扣违规运输车辆 75台，扣证
112 本，封停违规工地 43 次，罚款人民币
43500 元。据了解，在武汉市改善空气
质量工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发 布 的 1~8
月 份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情 况 ，硚 口 区 2016
年 1~8 月份 PM10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下
降 21.7%，降幅连续在全市排名第一。

◆杨海垚

在汉江的南侧，同样地处汉江与
长江汇流的三角地带的，还有位于江
汉平原东缘的武汉市蔡甸区。区北有
汉水逶迤西来，南有长江，东荆河自西
向东横切全境，构成三面环水之势，森
林覆盖率超过 25%，在这片不足千余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两大国家级森林

公园（九真山、嵩阳山国家森林公园）、四
大重要湿地（国际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沉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后官湖、省级湿地
公园索子长河和桐湖）、28个重点湖泊和
近百座山体汇聚其中，构成了武汉近郊
最优质的生态空间。据悉，今年8月，武
汉市蔡甸区已正式通过湖北省环保厅考
核验收，成为该市首个通过省级生态
区考核验收的城区。

◆刘刚 麻卓

蔡甸是“汉江古道、知音故里”，山
水 资 源 丰 富 ，人 称“ 三 山 六 水 一 分
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
赋，是蔡甸最具魅力、最富竞争力、最
持久的独特资源和宝贵财富。

近年来，在武汉市环保局的大力
指导和支持下，蔡甸区委、区政府按照

“五位一体”总布局要求，坚持抓长远、
打基础，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地
位，举全区之力，努力建设“富裕、文
明、生态、幸福”新蔡甸，生态文明建设
走在了全市前列。2012 年 10 月，湖北
省环保厅评审通过了《蔡甸生态区创
建规划》，同年 12 月，区人大审议通过
了该规划，并颁布实施，正式拉开了蔡
甸区创建省级生态区工作序幕。2013
年 10 月，蔡甸区被国家环保部列为第
六批全国生态文明示范试点单位，成
为湖北省首批、武汉市首家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试点。根据规划部署，蔡甸
区拟在后官湖国家级湿地公园规划建
设华中第一条郊野绿道——后官湖郊
野绿道。坚持生态保护与生态开发并
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经济开
发和文化开发并行，把后官湖郊野绿
道建设成为“五个文明”和谐发展先行

区、实验区和示范区。
建成的后官湖郊野绿道将生态资

源保护和知音文化传承相结合，打造
“动感田园风光、雅韵知音故事、静谧
莲花水乡”三大主题，具备湖泊修复、
生态保护、休闲游憩、旅游经济四大功
能。绿道包括环后官湖线、环知音湖
线、环白莲湖线、环高湖线，规划总长
度 110 公里，占地总面积 530 公顷。工
程 2011 年启动，2014 年全部建成，工
程总投资 13亿元。

按照“外植防浪林，内植景观林”
的原则，后官湖郊野绿道建设有如一
条绿色长龙：在堤坝外平台的外滩共
种植各类护岸树木 6.8 万多株，同时在
内平台建成花卉苗圃基地 38.5 公顷，
栽植有广玉兰、樟树、重阳木、桂花等
绿化观赏苗木 4 万余株。汉江 31.8 公
里的堤段，实现绿化全覆盖。2013 年
6 月，汉江蔡甸江滩 工 程 完 工 ，江 滩
公 园 全 线 贯 通 ，妨 碍 防 洪 数 十 年 之
久 的 顽 疾 被 根 治 。 现 在 ，外 滩 形 成
集 防 洪 、健 身 、休 闲 、娱 乐 为 一 体 的
综合性江滩公园，这里四季花香，绿
树成荫，已成为武汉市颇具特色的一
处绿色风情景观。

长期以来，蔡甸区一直将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致力把蔡甸区
打造成武汉生态 建 设 先 行 区 ，将 生
态 建 设 、环 境 保 护 、资 源 利 用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大 力 建
设 生 态 工 业 、生 态 农 业 、生 态 家 园 ，
实 现 了 经 济 效 益 、社 会 效 益 、生 态
效 益 的 共 赢 ，奏 响 了 生 态 建 设 和 经
济 建设和谐发展的交响乐章，如奓山
星光村、索河梅池村、大集九如鲤等一
大批各具特色的美丽生态乡村脱颖而
出，绿色产业、绿色景区、绿色学校、绿
色社区和美丽乡村构成了蔡甸区交相
辉映的魅力蓝图。

近年来，蔡甸先后关停了辖区内
的 30 多家实心黏土砖厂，化肥厂、水
泥厂等 10 多家“三高”污染企业实现
关停迁转，依法淘汰落后产能 29 家，
关停迁移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累计超过
亿元；迁移沿湖规模畜禽养殖小区 8
家，全面拆除索子长河和后官湖内的
百余片拦网，投入 1000 多万元取缔珍
珠养殖 7000 亩，退渔还湖；用 5 年时间
关停了辖区内的所有矿山企业，在全
域实施山体复绿工程。在全区范围内
实现了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最终使
蔡甸建设成为武汉市首个国家级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点。
2014 年，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

下，双方代表签订协议，中法武汉生态
示范城正式落户蔡甸。生态城的落
户，是对蔡甸生态建设的重大肯定。
正是由于蔡甸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不走边发展边污染的弯路，敢于
向 高 能 耗 、高 污 染 、高 排 放 换 来 的
GDP 说不，能够坚持实行环保“一票
否决”，着力推进“珍爱自然、发展生
态”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成就了蔡甸的

“绿色崛起”。
多年来，蔡甸区始终坚持“绿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以 及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就 是 保 护 生 产 力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就 是 发 展 生 产 力 的 理 念 ，严 守 生
态 底 线 ，优 化 空 间 布 局 ，加 强 生 态
功 能 区 保 护 ，全 区 受 保 护 的 优 质 生
态 空 间 总 面 积 逾 200 平 方 公 里 ，约
占 全 区 总 面 积 的 1/4，有 效 提 升 了
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吸 引 了 瑞 明
控 股 、亿 和 数 码 、佛 吉 亚 等 一 批 优
质 工 业 项 目 和 格 力 智 能 装 备 产 业
园 、江 淮 新 能 源 汽 车 、航 天 电 工 等
引 领 国 家“2025 战 略 ”的 新 兴 产 业
项 目 落 户 于 此 ，在 共 享 生 态 资 源 的
同 时 也 奠 定 了 绿 色 崛 起 的 基 石 ，形
成了良性互动的生动局面。

新洲区是湖北省武汉市的诸多新
城区之一，这里一江三河，山峦叠翠，
不仅自然生态资源丰富，也是武汉市
东部的水陆门户。

近年来，新洲区一直把生态保护线
当作生命线来严守，在环境保护与发展
中，新洲区始终坚持把环境保护放在优
先位置，围绕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
环境问题，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本着企业
不消除污染、就让污染来“消灭”企业的
坚定决心，先后把不符合环保产业政策、
生产工艺落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
15个项目，挡在了“门外”。

今年 9月，新洲区就对发现露天秸
秆焚烧的汪集街道，处以一次性扣除其
年度相关生态环境考核指标扣 5分（指
标总分20分），并扣除其48600元秸秆焚
烧工作专项奖补经费，同时对其街道党
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责成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对相关责任人
严肃追究问责并进行书面检讨。

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像悬在全区各
级干部头上的一把利剑，生态环境考核
体系的设置，也改变了以往环保部门单
打独斗的局面，逐步形成全区街镇、相关
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全区生态环
境质量明显改善，考核成效逐步显现。

2014年，该区出台《新洲区生态环
境质量重要指标考核办法》，在全国区县
级中首创出一套最严厉严谨的环保工作
考核机制，将环保列为与计生、综治等一
样的年度单列考核项。一开始，《考核办
法》涵盖了地表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八大项，又逐年优
化调整。每一项都会核定上一年的“生
态本底值”，如果次年的生态指标低于

“本底值”，如空气质量或水质下降，所属
街道、分管部门都将被扣分。该区15个
街镇负责人的提拔任用和政治前途，直
接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挂钩，时刻警
示着党政干部要将环境保护的责任记在
心上、扛在肩上。

2015 年，新洲区邾城街就因为未
完成市里下达的 PM10、PM2.5下降工作
任务被扣掉 0.2 分，因秸秆垃圾焚烧、
油烟烧烤、道路扬尘等空气污染工作
整治不到位，被扣掉了 0.25 分，“别小
看这零点几分，如果反应到年终政绩
考核中，影响很大。”新洲区环保局长
洪保平介绍，起初，生态指标在考核中
所占权重为 4 分，如今已上升至 15 到
20 分，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完成情况一
直只占四五分，“明确了蓝天白云、青
山绿水比‘钱袋子’更值钱，这样才从
制度设计层面让所有官员真正将生态
保护摆在首位。”

◆刘志红涂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