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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一体化进程，推进区域环境共治

长株潭共筑城市群生态绿心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陈凤

如今，由长沙、株洲、湘潭共同打造
的面积达500多平方公里的长株潭“绿
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绿心
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株潭居民

深切感受到天空更蓝、绿植更多、家乡
更美。

而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如火如荼进行的
背后，是高瞻远瞩的规划布局和一点一滴
的实际行动，是对时代发展趋势的顺应和
对中部开发机遇的把握。

三地全力实施“八大工程”，推进“十个一体化”

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沿湘
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 20 公里，是湖南
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三市之间是经省政府和
国务院批准的城际生态功能区，即长株潭城市群生
态绿心地区。

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历经多年：从 1998 年开始，
湖南省计委牵头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五同
规划”，即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共享、
环境共治。

2000 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湘江生态经
济带，促进长株潭三市相向地区的快速发展。

2001年 8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湘潭召开长株潭
经济一体化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
化，打造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这是湖南迈入新世纪
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

2006 年 6 月，湖南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设立长
株潭新区。

2007 年 5 月，《湖南省长株潭城市区域规划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提交省十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第三条
对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进行了界定，对长株潭三
市人民政府的职责进行了规定。2007 年 12 月长株
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十二五”时期是长株潭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
的第二阶段，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全
力实施“八大工程”，着力推进“十个一体化”。

本报记者朱智翔 晏利
扬 通讯员谢晔绍兴报道 浙
江省委副书记、曹娥江省级
河长郑栅洁近日在绍兴嵊州
市调研曹娥江流域治理保护
和河长制工作时强调，流域
地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深刻认识曹娥江流域治
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加强协
同作战，高质量严要求落实
好河长制，科学治理、统筹治
理、高标准治理，提高水利综
合功能，建设美丽河流。

郑栅洁登船巡视曹娥江
嵊州段水环境，实地查看澄
潭江、越剧小镇、湛头等地治
水工程，并召开曹娥江流域
治理工作座谈会。

郑栅洁在充分肯定曹娥
江治理和保护取得的成效后
指出，流域各地要把水污染

防治作为重中之重，前移关
口、源头治理，水岸同治、城
乡共治，继续推进印染产业、
化工产业集聚和老旧集聚区
改造提升，全面推进截污纳
管和雨水分流，提高污水处
理能力，提前全面实现“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目标。要结
合编制“十四五”规划，集中
力 量 规 划 建 设 一 批 治 水 工
程，从根本上解决水环境、水
生态、水资源问题。

郑栅洁强调，流域各地
要把打造美丽河湖作为新的
目标，治理和保护工作要与
美丽浙江、大花园建设、产业
转型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推动流域地区高质量发展和
美丽河湖建设。要把完善和
创 新 河 湖 长 制 作 为 根 本 保
障，着力解决河湖长履职形
式化问题。

浙江省委副书记、曹娥江省级河长郑栅洁调研时要求

把曹娥江建成美丽幸福河流

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
义济南报道 山东省委副书
记杨东奇日前到滨州、东营
两市调研，并在东营主持召
开省级湾长会议，研究加强
渤海湾生态环境治理举措。

杨东奇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定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
面落实湾长制部署要求。

杨东奇指出，要认真落
实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要求，聚
焦陆源污染治理、海岸带保
护修复、海域污染防治等突
出问题，坚持陆海统筹、河海
联动、标本兼治，全力打好渤
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要压实
扛牢湾长制工作责任，树立

“一盘棋”思想，构建党委政
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公众
积极参与的海湾保护治理大
格局，推动海洋强省建设不
断取得新进展。

山东省委副书记调研渤海湾生态环境时强调

压实扛牢湾长制工作责任
11 月 10 日，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第二届联席会议在

湖南株洲召开，签署《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0 年）》《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工作调度办法》，
明确了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概括起来就是“3032”。即：30 项
重点工作任务，3 个重大工作机制，2 个重大工作政策，整体推
进规划融合、交通共建、产业协同、民生共享、环境共治以及其
他事项。

其中，在“推进环境共治”方面将继续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
年行动，共同构建水上应急及水污染防治体系，建设一个大气环
境监测超级站，实现“共享一片蓝天、共饮一江碧水”。

具体看，包括编制长沙、株洲、湘潭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
期达标规划，信息共享；完善区域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能力建
设；做好长株潭区域内 1 个大气环境监测超级站、5 个大气环
境监测组分站建设的前期工作和区域内 PM2.5、臭氧源解析工
作；推进三市交叉执法检查。

同 时 ，共 同 做 好 湘 江 保 护 和 治 理 ，构 建 三 市 协 同 的 水
上应急及水污染防治体系，切实保障三市水质安全和水环
境清洁。

自第一届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以来，长株
潭三市已经实现了水污染联防联治、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三
市共铺排 12 个水污染联防联治重点项目，并实现了水质监测
数据共享、突发状况联动处理、交叉督促检查。三市统一区域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统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共享环境空
气监测数据及监测信息，建立全省统一的空气质量发布平台
和长株潭地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环境空气质量预警
预报系统等。

为更好地推动一体化发展，今年 5月-10月，湖南省政协相
关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还就长株潭开展了专题调研，并提出
了建设性建议，包括：建设智慧城市群，支撑创新型省份建设；
构筑特色自创区，引领创新型省份建设；聚焦 5G商用与人工智
能，以“智慧制造”与数字经济共推创新型省份建设；实施全域开
放、分类对接，加快湖南开放崛起步伐。

接下来，随着一体化发展的加快推进，无论是扩大投资、
做大产业，还是拉动消费，都将创造巨大需求，交通、就业、产
业发展、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规划和布局将实现进一步统一。

落实30项重点任务、3个重大工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陕西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获 悉 ，1 月 至 9
月 ，关 中 8 市（区）优 良 天 数
171.4 天，同比增加 2.8 天；PM2.5

平均浓度 53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上升 8.2%。关中所有城市 1
至 9 月退出全国 168 个重点城
市空气质量排名后 20 位。西
安市、咸阳市改善幅度进入全
国重点城市前 20 位（咸阳市第
9位、西安市第 18位）。

据了解，陕西省将蓝天保
卫战作为四大保卫战的重中之
重进行部署，全力推进各项重
点 任 务 落 实 。 截 至 今 年 9 月
底，陕西完成减煤 66.97 万吨，
拆改燃煤锅炉 1223 台，散煤治
理 58.61 万户，完成燃气锅炉低
氮改造 1989 台，压减水泥产能
90 万吨。淘汰柴油货车 72085
辆，淘汰老旧燃气车 8280 辆，
新建机动车遥感监测设施 40
台套，开展黑加油站点执法检
查 130 次，安装油气回收自动
监控设备 124套。

在 全 省 2940 个 工 地 安 装
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在
894 家企业实施围墙、喷淋、覆盖
和围挡等防风抑尘措施。完成

“散乱污”企业整治4292家，完成
70台燃煤锅炉清洁化改造，对17
家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对 64家企业物料运输、装
卸、储存、转移和工艺过程等无
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完成重
点工业源烟气在线监控设施安
装联网213 家，完成 223 台工业
炉窑整治，完成 560 家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关闭或搬迁
8家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

同时，陕西省坚决打好秋
冬季污染治理硬仗，强化关中
地区联防联控，对 7655 家涉气
企业编制“一厂一策”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清单，约谈 8 个治
霾不力的市（区），对 7个县（区）
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
并通过深入调研破解大气污染
防治难题，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
关心的大气环境问题。 胡静

陕西全力推进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落实

关中前9月所有城市退出后20位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积极开展河长制工作，全面树立“河道分
级河长+河道保洁巡视监管员”的流域生态环境维护机制，不但明确相应区
域的护河保洁员，镇级、村级还要常态化巡河，力争实现“水清、岸绿、河畅、
景美”的优质生态和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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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助力百姓脱贫

“盼温饱”的“难坑”摇身一变成为“生态旺”的
“富谷”，说起南坑村的蜕变，沈腾香最是念念不
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坑村寸草不生、四面荒
山，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 600 元。封山育林后，村
民积极植树造林，光秃的赤山变成了果园、银杏
林，2018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6 万元，这是南
坑的绿色奇迹。”

经过长期摸索实践，长汀坚持把群众作为水
土流失治理的主力军，创新水土流失治理机制，充
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行“以奖代补”“大干大
支持”等优惠政策，种植经济林果每亩补助 300
元，新建蓄水池每个补助 180 元，干得多补得多，
调动起群众治理水土的积极性，变“要我治理”为

“我要治理”；出台推进水土流失治理企业化运作
实施方案，优先发放抵押贷款、办理相关证照、安
排建设项目、进行技术培训、配套基础设施等，吸
引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
形式参与水土保持。截至目前，共吸引 1.5 亿元企
业资本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在这一模式下，长汀涌现出一大批水土流失
治理“草根英雄”，赖木生就是其中一员。曾被习
总书记接见的包山大户赖木生是“开荒造林”首批
受益者，凭借丰富的种植经验硬是在砂石遍布、寸
草不生的山上种出“新绿”。

“前几年，作物只开花不结果，自己摸索着修
剪枝条，抹芽、上肥，长期坚持，树终于挂果了！”赖
木生说。

1994 年，赖木生在河田承包 500 亩荒山种板
栗，1999 年转战策武，承包 700 亩荒山，种油柰、水
蜜桃……如今，赖木生的种养培训班开展得如火
如荼，富裕起来的赖木生给大伙提供种苗、信息，
丰收时帮大伙找销路。在赖木生的带领下，荒山
换“绿颜”，周边种植户人均年收入 1万多元。

1999 年 ，厦 门 树 王 银 杏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看 准
“好政策”，投资 300 万元落户南坑开荒种银杏，村

民们跟着种上银杏，如今的南坑一到秋季漫天黄
叶飞舞，有着“闽西第一银杏村”的美称。

“绿色银行”推动经济发展

“枯枝烂叶是天然有机肥料，松针是天然杀菌
器，利用天然林荫、自然散射光在竹林下培育兰
花，成本低、成活率高。不打激素不催花，兰花都
能养好。”四都镇的大片竹林吸引了廖炎士的目
光，今年廖炎士新购入 10 万盆兰花，继续着他的

“生财之道”。
山绿了，带活了林下经济。长汀将荒山治理

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引导农民发展大田经济、
林下经济、油茶经济、花卉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
同时，支持企业到农村投资，以公司化运作模式发
展高优农业、农产品加工、运输与销售业，提高农
业经济效应。

如今，四都镇上蕉村的灵芝、溪口村的多花黄
精、同仁村的兰花等特色品种，让长汀的生态经济

“百花齐放”。铁长乡张地村引进公司打造“客家
本草小镇”，大规模种植中草药，带动贫困户增
收。“治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截至目前，全县林
下经济经营面积 170 万亩，实现产值 22.34 亿元，
参与合作社、家庭农场 104家，农户 21451 户。

小路顺着郁郁葱葱的山林向远方延伸，几只
羚羊“羞涩”地跑过。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凭
借着生态优势吸引了水鹿、白颈长尾雉等“稀客”
光顾。

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是长汀生态美的
一个剪影。近年来，长汀利用水土流失治理成果
发展生态旅游，打造出汀江源头龙门、河田水土保
持科教园等一批生态景区，吸引游人如织。同时，
长汀积极探索崩岗区治理新模式，削土降坡、化岗
成田、植木种草、蓄水涵边……群众在区域内种植
杨梅、油菜、西瓜等经济作物，崩岗区变成了“聚宝
盆”。河田镇游坊村在崩岗区种植桑葚，变黄土危
崖为花果园。每当桑葚成熟时，游客们慕名而来
采摘品尝，给当地村民带来增收。

2018 年，长汀共接待游客 343.23 万人次、旅
游收入 37.4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8.8%、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