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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发布

湖北省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全面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进高质量发展，
实施“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制
约，突出创新驱动发展，增强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加快建设幸福美丽开发区。

武汉开发区全力打造山清水秀的
生态环境，大力实施“绿满车都”行动计
划，提高森林覆盖率。下最大决心、以
最快速度、举全区之力，高标准推进“四
水共治”，加速推进排涝泵站建设，提升
供水能力和污水处理标准，全面整治畜
禽养殖、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探索运
用生态方式、微动力实现农村污水全收
集、全处理。积极落实“大湖+”战略，
建立河长制、湖长制等长效工作机制，
统筹做好湖泊退养、截污纳管、清淤治
污等工作，利用山水资源聚集高端创新
要素。谋划构建全区生态保护体系，建
设绿色工厂、机关、学校、家庭，着力形
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
建成绿色发展样板区域。

唱响产业转型主旋律
抢占绿色经济新高点

武汉开发区居安思危，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平台，奋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结
合民营工业园及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
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企
业，清理收回一批低效闲置用地，实现

“腾笼换鸟”。围绕打造世界级高端产
业集群，实施“高位嫁接”，以更大力度
推进生态环保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深
入挖掘企业技改潜力，大力支持企业智
能化改造和技术升级，为全区未来转型
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在 近 20 多 年 的 武 汉 经 济 发 展 史
上，武汉开发区从未缺席，始终担当“主
角”，从零到百亿，从百亿到千亿，从产
业千亿到单个企业千亿……这里已成
为湖北省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进入新
时代，武汉开发区主动谋划绿色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引入新项目，布局新产
业。推动传统汽车向新一代汽车转型
升级，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
级，推动产业向“多极支撑”转型升级，
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
型升级，推动从产业发展向产城融合新
城的转型升级，全力打造中国“车都”

“机器人之都”“智能家居之都”“通用航
空之都”。

“四水共治”增城市灵气
环境提升绘美丽画卷

武汉开发区水资源丰富，湖泊水量
占武汉全市湖泊总数的 1/5，长江岸线
长度占全市长江段的 1/3，26 个湖泊星
罗棋布，6 条河道交错纵横，仿佛一颗颗
明珠和一条条玉带镶嵌在美丽的武汉
大地上，构成了武汉西南滨江滨湖的水
域生态环境。作为江南水乡，武汉开发
区高度重视水环境治理工作，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加快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
能力相协调，保障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
快发展。

2017 年以来，武汉开发区工委（区
委）、管委会（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
水环境治理，明确要求以治水为突破
口，铁腕治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出
台了《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实施方案》，全区所有河流和湖
泊涉及的相关街道分别制定了街道级

《实施方案》。围绕系统治水、源头治

水、科学治水、依法治水、全民治水，建
设幸福美丽灵秀“车都”总体目标，策划
开发区“四水共治”项目 99 项，总投资
120亿元。

2018 年“ 四 水 共 治 ”建 设 计 划 74
项 ，其 中 新 建 项 目 51 项 ，续 建 项 目 23
项，包括防洪水工程 4 项、排涝水工程
18 项、治污水工程 37 项、保供水工程 15
项。全面打响“水、林、山、土、田、气”生
态环境治理攻坚战，不断优化城市滨水
生态环境，落实“大湖+”生态战略，实现
生态环境全面修复，共享生态环境治理
成果，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综合施策抓环境监管
多管齐下提环境质量

武汉开发区切实将污染减排作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强化减排考核和责任
追究，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类污染物排
放量全面下降。充分发挥农业、公安、
交通等部门在农业源减排、机动车减排
中的联动作用，形成了责任部门各尽其
职、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减排项目

“整体有部署、年年有重点”，坚持从实
际出发，每年推动一批重点减排项目落
实。完善激励措施，发挥政策引导作
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改进资金激励
方式，将事前补助改为事后奖励，实施

“以奖促减”。强化督办考核，实施多层
次、高频率的督办调度，协调解决减排
工作推进中的突出问题。

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秸秆禁烧、
淘汰和改造燃煤锅炉、开启式干洗机专
项治理等工作计划和方案。2017 年，对
8 家企业的工业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治
理，减排 V0Cs 近 700 吨，超额完成 200
吨的减排任务；强化露天秸秆禁烧工
作，近几年全区保持着国家卫星、省无
人机对全区火点、黑斑监测的“零”记
录；完成 25 台 20 蒸吨以下锅炉和 42 台
开启式干洗机的淘汰改造任务。通过
努 力 ，区 域 空 气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
2017 年全区空气质量 PM10、PM2.5 均值
浓度分别为 76 微克/立方米、46 微克/
立方米，在武汉市 16 个区中 PM10、PM2.5

浓度由好到差排名中分别列第二、第九
位；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75.48%，在全市
16个区中优良天数排名第四。

一体化统筹城乡绿化
高品位营造宜居环境

武汉开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创新体制机制，以项目驱动绿
化建设，狠抓措施落实，努力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的生态美丽“车都”。

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切实保障
城乡绿化建设。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
位设计，准确把握功能定位，坚持“规划
建绿”理念，编制了《开发区（汉南区）绿
地系统规划》和《开发区（汉南区）绿道
系统规划》，制定了《“绿满车都”三年行
动计划》。形成了科学分工、合理布局、
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区域绿化协调发
展新格局，构筑起“区-街道-行政村

（社区）”为主体的“三位一体”绿化体
系。投入财政资金 9.3 亿元，完成全区
园林绿化项目 100 余项；通过以奖代补
的方式，鼓励农户、企业植树造林、发展
苗圃，10 余家企业各承担起 50 亩至 200
亩的绿化种植任务。

二是坚持品质优先理念，着力提升
城市绿化品位。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
因地制宜营造山体滨湖景观。实施绕
山环湖沿河绿化景观提升，累计投资 6
亿元，新、改、续建汤湖、叫驴湖、朱家
山、汉南江滩等公园。新、续建马影河、
通顺河、泥湖河、纱帽河水岸绿化工程，
加大河流、港渠等水岸绿化力度，丰富
滨水景观体系，为市民提供了健身休
闲、观光旅游的理想场所，增强了城市

“绿肺”功能。在旧城改造中，绿化建设
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在城市中心区和

人口居住密集区，预留出 80 万平方米
的土地用于建设公共绿地，先后建成了
龙灵山生态公园、南太子湖公园、马影
河公园、三角湖公园、川江池公园、万家
湖公园等 7 处大型绿地公园和 36 处街
头绿地。

三是坚持城乡统筹理念，努力营造
特色宜居环境。抓点上的建设，加快林
木苗圃基地建设。大力培育乡土树种
和名贵树种，培育桂花、朴树、乌桕等乡
土名贵苗木 6 万余株。抓线上的建设，
提升农村道路绿化水平。完成农村道
路绿化 100 多公里，栽植各类树木 4 万
余株。对连接城乡的主要道路按照三
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绿化标准，实行乔
灌结合，确保道路每侧绿化宽度在 5~15
米，共栽植各类树木 8 万株。抓面上的
建设，突出绿色示范村镇创建。大力推
进城镇、村庄（社区）绿化工作，抓好四
旁林、围村林建设，增加绿量，完成四旁
植树 10万株，实现了村村绿化。

截至目前，全区已成功创建 3 个市
级生态示范村、5 个区级绿色示范村，全
区绿地面积 2708.83 万平方米，建成区
绿 地 率 为 35.82% ，绿 化 覆 盖 率 为
39.2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5.87 平方
米，绿道长度 188 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到 9.98％，拥有市、区两级绿化示范村
共 10个。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将紧紧围绕
打造世界知名“车都”、美丽“车都”目
标，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摆在首
要位置，力争全区生态建设水平再上新
台阶，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
武汉做出新的贡献。 温庆丰

只争朝夕促转型 绿色发展再创业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绿满车都 周明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