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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汉水自秦岭奔腾而下，即将与
长江交汇之际，转身回望，勾勒出美丽
的汉江湾。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的古田地区，
作为百年老工业基地，曾产出过武汉市
第一块肥皂、第一桶油漆，制药、重化
工、建材、制造、冶金等产业聚集，最多
时曾有 300多家工业企业。

今天，这里已脱胎换骨。99 家化工
企业全部迁离；10 多公里葱郁森林取代
了沿江而立的烟囱，江滩畔集聚起了大
型商业集群、电子商务产业、养老、教
育、卫生公共服务机构。

硚口区这个以传统商业和老工业
基地为特色的老城区，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实现华丽转身的何止一个古田地区。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施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
和战略定位，让长江焕发新的生机。

腾笼换鸟 由灰变绿
新理念，重塑硚口发展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硚口区古田地区曾
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在传统工业发展过
程中，既有过辉煌的历史，也付出了高
昂的代价，人均绿地面积长期在武汉市
中心城区居后。那时的古田地区，天是
灰色的，空气中迷漫着刺鼻的味道。

为彻底改变这一格局，硚口区历时
8 年 ，实 现 99 家 化 工 企 业 全 部 关 停 搬
迁，古田跻身全国新一轮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示范区，从根本上减少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改善了硚口区的空气质量、居
住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与此同时，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建设汉江绿带、张公堤
城市森林带、园博园、张毕湖公园、竹叶
海公园“两带三园”。利用 14.5公里汉江
江滩资源，统筹开发沿江地块，关停搬迁
江汉二桥到江汉六桥沿线占滩企业及砂
石场 45 家，腾退滩地 65 万平方米，规划
建设 100 万平方米的汉江湾体育公园。
目前，一、二期 41 万平方米已经建成，三
期正在加紧建设，年底完工。

在三环线周边，拆除违法建设 50
万平方米，腾出土地近 5000 亩，保障张
公堤城市森林公园、园博园建设。张公
堤城市森林公园绵延 10 公里，目前硚
口部分已经建成开放，过去尘土飞扬的
堤顶公路，按国际自行车赛道标准建成
6 米宽的绿道。横跨硚口、江汉、东西湖
3 个区的园博园已经开园，昔日垃圾场
变身生态公园。同时，124 万平方米的
张毕湖公园部分建成，79 万平方米的竹
叶海公园也建成开放。

经过几年的努力，竹叶海公园、张
毕 湖 公 园 、张 公 堤 森 林 公 园（硚 口 部
分）、宜家小游园等生态绿化、水域整治
项目相继完成 294.8 万平方米。这里绿
树掩映、花草遍地、碧波荡漾。漫步湖
边，头顶的天空湛蓝深远，路边的草木
郁郁葱葱，耳畔的鸟鸣宛转悠扬，仿佛

远离了城市喧嚣，融入了大自然的怀
抱，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背负着中国工业发展百年烙印的
古田地区，如今已实现从“化工时代”进
入“宜居时代”的转变，发展底色也由灰
变绿。

在古田地区腹地，巨大的“锅炉”正
热腾腾地“蒸”着泥土，重度污染的土壤
被运送到“锅炉”中蒸烧，土壤中污染物
挥发成烟气后达标排放。不远处，数个
塑料大棚里“种”的也是泥土，污染土壤
中加入药剂，氧化分解污染物。这片约
800 亩土地治理成本达数亿元。但是，
这环境历史欠账不能不还。

生态环境的修复，引来了“金凤凰”
的纷纷栖息。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
场、宜家家居、宜家荟聚 3 家商业巨头
纷纷汇集硚口区西部，57 万平方米商业
建 筑 面 积 共 同 擎 起 汉 江 湾 商 圈 的 大
旗。与以往商圈不同，这里既是购物的
天堂，也是休闲的乐园。从红星美凯龙
出门后，只需要步行 5 到 10 分钟，沿绿
道走过一个过街天桥，就可直接进入张
毕湖公园。这也是武汉市首个“商业+
生态”的购物公园，5 年前，这一片无人
问津的城市“死角”，如今，商业兴起，绿
道环绕，江水奔腾，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以人为本 藏绿于民
新战略，重塑硚口生态空间

武汉市历来就是商业重镇。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武汉市商业从江北一
枝独秀，到江南分庭抗礼，再到三镇百
花齐放。老商圈蝶变，新商圈崛起，正
在 改 变 这 座 城 市 传 统 的 商 业 版 图 格
局。从个体商业街到名店商业中心，从
大型仓储超市到购物中心，商业模式随
着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演变。如今，体验
式购物大行其道，接下来是更具生命力
的商业模式，是“商业+生态”的“公园式
购物”。综观全国商业，上海等地开始
提出“公园式购物”概念，有的已经付诸
行动。目前，武汉三镇已基本形成武
广、江汉路、中南、徐东、光谷等一些较
为成熟的商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
的转移，后湖、四新等商圈正在崛起。
而“新生代”古田商圈的出现，因自带生
态、绿色元素，已成为武汉市商业多元
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最 新 统 计 显 示 ，硚 口 区 公 共 绿 地
662 万平方米，7 年间增加了 415 万平方
米，相当于 13 个中山公园；人均绿地由
4.48 平方米增至 12.5 平方米，人均绿地
指数实现了“翻番还拐弯”，在武汉市中
心城区的排名也由第 7位跃居前列。

硚口区这个生态欠账较多的老工
业区，生态环境发生根本改观，是怎样
做到的？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现代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城市治理者
和城市居民的最大共识和永恒追求。
大的生态格局确定之后，就是要让群众
拥有更大的获得感。

硚口区的做法是，不断加快旧城改

造步伐，充分考虑绿化绿地、宜居宜业
等因素，增加街头游园密度。

为了破除生态建设的空间束缚，硚
口区平均每年拆迁 9000 余户、160 万平
方米，累积改造量达到 800 万平方米。
对来之不易腾退出来的发展空间，以最
严格的生态标准审核引进重大项目，精
心谋划主要道路路口绿化建设，不仅注
重项目拉动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更注
重 项 目 提 升 城 市 品 质 的 生 态 效 益 。
2011 年以来，累计审批各类项目 72 个，
每个产业项目绿地率都达到 20%以上，
每个住宅小区绿地率都达到 30%。

正在加快建设的重大项目中，凯德
古田广场绿地率 20%、海尔国际广场绿
地 率 30%、中 建 御 景 星 城 绿 地 率 超 过
30%等，这些项目绿地建成后，将成为
群众休憩健身、放松心情的休闲乐园。

武汉市的中心城区，不仅需要高楼
林立，也需要遍地绿色，一批高品质的
街头游园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2.7
万平方米的古二南泥湾游园、1.2 万平
方米的发展广场游园、1 万平方米的汉
口春天游园、1.8 万平方米的御景星城
街头生态公园、5.8 万平方米的舵落口
小森林等遍地开花，不断提高辖区“婴
儿车指数”和城市宜居指数。

统计显示，2011 年以来，硚口区新
建街头游园和小森林 17 个、绿化面积
36 万平方米，在家门口，居民即可触摸
绿色、享受绿色。

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效益日益显
现，近年来，一批商业巨头竞相进驻，香
港恒隆、香港新世界、上海复星、广州越
秀在硚口的投资项目都超过百亿元，瑞
典宜家、沃尔玛山姆店都是首次布局中
部地区，葛洲坝总部也从宜昌市迁入，
随着这些重大项目相继迁入，硚口区将
如凤凰涅槃，成为最具产业活力和都市
气质的新型城区。

提档升级 五位一体
新举措，彰显硚口生态底蕴

“现代商贸强区、美丽生态硚口”是

硚口区政府提出的未来发展目标，为硚
口区描绘出一幅美好的生活愿景。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的生态
文明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硚口区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规划硚口
区的未来发展。

众所周知，商贸是硚口区最大的产
业特色和产业优势：从历史来看，开埠
五百年的汉正街，不但缔造了“货到汉
口活”的商业传奇，而且在改革开放之
初成为商业流通领域改革的“风向标”，
直到现在都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商业
文化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同时，硚口区还依据地区特点研究
制定了一个产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明
确提出除现代商贸业之外，还将有选择
性地发展电子商务、金融、文化创意、医
疗健康服务、专业服务、房地产及建筑、
现代物流、社区服务和中小企业总部经
济等产业。

近几年 来 ，硚 口 区 集 中 精 力 进 行
了汉正街搬迁、化工区腾退和城中村
改造三大战役。化工区腾退现已成功
实 现 了 一 期 建 设 、二 期 供 地 、三 期 准
备，相应的土壤修复工作也取得了巨
大成效。

区 内 13 个 村 的 改 造 方 案 全 部 批
复、土地全部挂牌。与此同时还将统筹
各村规划的开放绿地和产业绿地，集中
利用起来，以能够成为整个西部地区发
展的重要产业支撑。

通过不懈的努力，硚口区的城市面
貌正在发生巨大而快速的改变。道路
建设方面，近百项各类基础设施项目
相继开工，投资达百亿元；绿化建设方
面，人均绿化面积提升到了 18 平方米
左右，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江滩建设方
面，14.5 公里汉江沿线；占滩居民全部
外 迁 ，部 分 江 滩 基 本 建 成 ，完 成 了 占
滩 单 位 清 障 5.5 公 里 ，腾 退 滩 地 10 万
平方米，启动了 100 万平方米江滩公园
建设。

目前，硚口区正在实现悄然蜕变，
相信硚口区未来一定能够实现绿色发
展的华丽转身。

乔宣

老工业区生态回归 开辟发展新天地

硚口腾笼换鸟 实现华丽转身

中国环境报：《山笑水笑人欢
笑》旋律为什么选用俏皮欢快的
风格？

胡廷江：这个旋律我考虑了
很多种风格，偏戏曲、偏通俗或者
偏民族，最后选择了第三种，让人
听起来觉得很开心又很有记忆
点。这和它的姊妹篇——去年央
视春晚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也
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去年的
作品是通过游览者的视角展现祖
国大好河山，今年则立足环保。

中国环境报：您创作这首歌
的初衷是什么？

胡廷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
得，这个理念对全国人民来说意
义重大。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必
须保护好它，如果没有好的环境，
一切经济发展都是空谈。

所以，拿到王晓岭老师写的
歌词时，我还挺兴奋的，很有创作
激情，想用音乐家擅长的方式，让
公众更能接受“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平时，一条旋律
写上一个月都有可能，但这首歌
我只用了两天。

中国环境报：这首歌的伴奏
使用了不常见的民间乐器——坠
胡来发出拟人笑声，让年轻网友
直呼曲子“很魔性”。为什么选用
坠胡？

胡廷江：坠胡在河南、山东一
带 民 间 流 传 ，有 人 觉 得 它 很

“土”。因为它不擅长奏旋律，而
擅长刻画声音，模仿人的说话声
或者笑声。坠胡的一些民间演奏

者也不是正儿八经地看着五线谱
演奏，而是用滑音、揉弦，发出很
有意思的声音。

坠胡可以说是民间艺术中的
一朵奇葩，很珍贵，但它尚未进入
国内音乐院校教学体系中。我之
前对它略有了解，为了这首歌，又
专门做了功课，了解它的由来、发
音特点和演奏特色。现在，在北
京也很难找到坠胡的演奏者。为
了录制春晚伴奏带，中国音乐学
院一位专攻板胡演奏的研究生，
苦练了多天，克服坠胡和板胡完
全不同的发声特点，才将作品呈
现出来。

我希望这首曲子既能活泼跳
跃 ，又 有 中 国 传 统 的 根 基 和 底
蕴。所以，其中还融合使用了很
多民族民间特色的乐器，如笛子、
琵琶和板胡。用这些原生态的乐
器，来表达人民的心声，既接地
气，也是从音乐的角度传承民族
民间传统艺术。

中国环境报：当前以环保为
主题的歌曲多吗？

胡廷江：展现亲情、爱情、主
旋律的歌曲比较多，环保主题的
总体还是偏少。在我的印象中，
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教材
里，环保主题的艺术歌曲有两首：

《鸟儿在风中歌唱》和《藏羚羊的诉
说》。去年我们还听到歌手谭维维
的通俗歌曲新作《给你一点颜色》。

现阶段，环保还不是音乐人的
主要创作方向，但我想未来会有更
多文艺作品关注这个领域。音乐
工作者也有义务和责任，把精力多
倾注到这个大有可为的主题上。

◆本报记者陈妍凌

让人一听就让人一听就““粉粉””上的环保歌曲上的环保歌曲

对 话◆本报记者王琳琳陈妍凌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
经济的典型代表，大运河是中
华民族的标志性工程，其衍生
的大运河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在当前建设中面临缺乏
统筹和专业化管理、保护与开
发博弈下过度开发等问题。如
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
的历史文化资源”，做好“保护
好 、传 承 好 、利 用 好 ”3 篇 文
章？在全国两会上，民进中央
就“进一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提交提案，政协委员张妹
芝、张泽熙也结合河北、浙江等
地实际，对此提出建议。

存在哪些问题？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涉及 8
省 34 个 城 市 ，其 工 作 涉 及 水
利、文物、旅游、交通、环保、国
土、住建、规划、文化等多个部
门。在缺乏统一规划和立法的
情况下，基于不同属地、不同部
门的管理需要和管理目标，在
实际工作中各属地、各部门难
以达成一致，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同时同时，，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国家层面尚未形成
专业化专业化、、多层次的大运河遗产多层次的大运河遗产
保护保护、、管理团队管理团队，，不能满足新形不能满足新形
势下大运河文化保护势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传承的
需要需要。。大运河文化阐释解说系大运河文化阐释解说系
统不科学统不科学、、不系统不系统、、不规范不规范、、不不
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不利于
大运河文化的传播大运河文化的传播。。

民进中央调研发现民进中央调研发现，，过去过去

缺乏对大运河文化内涵和历史缺乏对大运河文化内涵和历史
风貌的重视风貌的重视，，现在虽然保护的现在虽然保护的
呼声很高呼声很高，，但在保护与开发的但在保护与开发的
过程中过程中，，还存在过度开发还存在过度开发、、盲目盲目
开发开发等问题。而且，大运河文
化 带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范 围 不 明
确，缓冲区预留空间不足、不合
理等问题，也改变着大运河文
化遗产的整体性环境，并造成
持久负面影响。

从何处入手？

加 强 顶 层 设 计 和 统 筹 协
调，是不少委员的共识。

民进中央建议，加强制度
设计，推进协同管理。一是开
展大运河保护立法工作，制定
符合国情省情市情的《大运河
保护条例》。二是加强顶层设
计，形成以运河遗产点为核心、
运河河道为线、保护范围为面，
点线面结合的条块化运河保护
与管理网络。三是健全大运河
综合管理体制，理顺区域间、部
门间、产业间的关系，夯实大运
河文化传承、利用的基础。

同时，划定中国大运河生
态空间管控范围，构建大运河
廊道系统。通过划定生态空间
管控范围，使管理者“依法按
界”管理、保护，科学指导城乡
开发和建设，打造一条历史文
化廊道、生态廊道和观光廊道。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
副 主 席 张 泽 熙 和 全 国 政 协 委
员、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张妹芝，
则 着 眼 地 方 实 际 提 出 具 体 建
议。张泽熙表示，应加快助推
浙江运河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创建，及时编制实验区发展总
体规划，确定区域整体性保护

的实施体系和政策框架，争创
以传统戏曲、民俗和传统技艺
等保护为重点、世界遗产和文
化生态协同保护的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

张 妹 芝 针 对 大 运 河 河 北
段，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
协调，突出文化定位。突出保
护传承利用相统一，做好彰显
历史风貌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明确恢复历史风貌的
基本原则和标准尺度。

委员表示，文化遗产与文
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协同融合发
展，是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大运
河文化的有效途径。

张泽熙建议，充分发挥大
运河浙江段沿线历史经典产业
的集聚和先发优势，以丝绸、黄
酒、茶叶、湖笔等历史经典产业
为重点，建设非遗特色小镇，以
产业化发展促进非遗保护和活
态 化 传 承 。 张 妹 芝 则 立 足 河
北，建议谋划一批文化特色鲜
明、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实现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在大运河畔，现已建立了
洛阳大运河博物馆、京杭大运
河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静海大运河博物馆等众多博物
馆。基于此，民进中央建议，连
点成线，构建涵盖国家级、省级
和地市级博物馆的“大运河文
化带博物馆联盟”，系统展示中
国 大 运 河 的 历 史 文 化 科 技 内
涵，同时完善大运河文化阐释
解说系统。

委员们还对此提出了线上
数字化建设方案。如加强数字
化集成，推进互联网体验平台
和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
物馆建设；全面开展大运河文
化资源调查和记录，建立大运
河文化资源大数据平台等。

民盟中央建议

促进非遗传承
与创新

民盟中央针对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存在
的“多头管理、标准不一、人
才断代、传承断档”等问题提
交提案。

民盟中央建议，与高校、
研究机构合作，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大力总结非遗技艺
的流程和经验，防止“人亡艺
绝”；适度调整老字号非遗技
艺传承人的退休制度；开展

“中华工艺国宝”试点，鼓励
非遗传承人潜心钻研、制作
精品、细致带徒；以购买成果
的方式，专项定点扶持非遗
传承人出精品。

民进中央建议

提升博物馆的
教育功能

近年来，博物馆事业蓬
勃发展，但其对青少年教育
服务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
出来，主要表现在博物馆对
开展青少年教育工作重视程
度不够，教育行政部门参与

“ 博 物 馆 课 堂 ”的 主 动 性 不
够，以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缺
少交流扶助机制，地方小馆
教育服务能力不足等。

对此，民进中央建议，加
强教育、文物主管部门联动，
馆校联合建立部门长效合作
机制；提升博物馆教育服务
能力和水平，加强青少年教
育精准性；教育部门提高对
博物馆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借助博物馆平台丰富教育活
动；加强馆际交流，打造智慧
博物馆，促成博物馆资源跨
级跨区域流动。

两会声音

“百灵唱喜鹊叫，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蓝天高
白云飘，一代代汗水铺出彩虹桥。”在 2018 年央视春晚
中，歌唱家吕继宏、张也演唱了生态文明主题歌曲《山笑水笑人
欢笑》。歌词朗朗上口，曲调俏皮欢快，90 后网友在微博“疯狂
打 call”，表示“一听就粉上了，已经单曲循环一天”。近日，本报

记者采访了这首歌的作曲人——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青
年教师胡廷江，了解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

直通直通
两会

（以上内容由本报记者
王琳琳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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