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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对威海南海新区发展作过
贡献的客商拿着一个投资 5 亿元的冶炼
项目找上门，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
也曾有一个山西的煤老板看中了离海
边最近的一处地段，计划投资上马一个
房地产项目，但因涉及一小片松林而被
断然拒绝……

再多的金山银山，也换不走南海的
绿水青山。为了守住绿色生态底线，南
海新区开发建设以来，坚持“在开发中
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先后拒绝了 30 多
个投资过亿元的高污染、高耗能项目，
全力打造一座碧海蓝天、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生态科技新城。

近年来，南海新区秉持生态优先的
原则，把生态环境作为最宝贵 、最 突 出
的优势，将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
的理念贯彻于区域开发的各个过程，
融入城市建设的每个细节，以打造新
园区、新城区、新景区为目标，着力推
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进
一步提升城市品位和魅力，建设全域花
园式城市。

秉持生态优先 建设宜居环境

156 公里美丽海岸线、12 公里优质
沙滩、万亩松林和大片湿地……这些得
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在南海新区管委眼
中犹如珍宝。

毗邻海岸线的万亩松林栽植于上
世纪 50 年代，东西长约 6.5 公里、南北宽
约 1 公里，松林里空气清新，松香浓郁，
负氧离子含量高于大中城市数十倍，是

南海的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
为 了 保 护 好 万 亩 松 林 ，南 海 新 区

管 委 做 出 了“ 不 占 一 寸 沙 滩 ，不 毁 一
棵 松 树 ”的 决 定 ，松 林 间 的 甬 道 全 部
从 一 棵 棵 松 树 间 穿 过 ，修 筑 过 程 不
挪 动 和 毁 坏 一 棵 树 木 ，让 这 方 绿 绵
延生息。

每天 17 时许，金海路上的太阳能
路灯将夜行路点亮。不受供电影响，
不 用 开 沟 埋 线 ，不 消 耗 常 规 电 能 ，只
要阳光充足就可以就地发电照明，太
阳 能 路 灯 的 这 一 优 点 与 南 海 新 区 生
态 环 保 的 发 展 要 求 高 度 契 合 ，目 前 ，
3000 多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了金海路、
现代路、海景路等主干路。

为 了 方 便 区 内 居 民 的 出 行 ，南 海
新区新上了 8 辆公交车。不同于普通
燃油公交车，这种新型环保节能公交
车全部采用液态天然气为动力，与汽
油、柴油车相比，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量大大减少，更突
出 了 绿 色 、环 保 、低 耗 的 特 点 。 奔 忙
于 南 海 新 区 各 条 道 路 上 的 20 辆 出 租
车 同 样 也 贴 上 的“ 环 保 牌 ”，据 悉 ，这
20 辆出租车全部采用天然气动力。

基于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融”
的发展理念，南海新区在促进环境上档
升级过程中，摒弃急功近利的观点，对
落地产业项目严格控制，努力保证城市
发展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在南海新区，“绿”是“蓝”的底色，
用 绿 色 理 念 引 领 蓝 色 经 济 发 展 已 成
为 共 识 。“ 环 评 通 不 过 的 项 目 一 票 否
决！”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南海新区秉

承“ 择 商 选 资 ”理 念 ，以 环 保 低 碳 、高
效 集 约 用 地 为 原 则 ，注 重 项 目 质 量 ，
绝 不 拿 环 境 和 资 源 换 发 展 。 正 是 在
严 格 把 关 的 情 况 下 ，一 些 高 污 染 、高
耗能的企业均被拒之门外，而一大批
低碳涉蓝项目被引入并动工建设，新
能源、新医药、新材料、港口物流等蓝
色 产 业 快 速 崛 起 。 落 户 的 低 碳 项 目
中 ，高 新 技 术 、新 能 源 等“ 涉 蓝 ”项 目
占 70%以上。

践行生态理念 打造花园城市

“只要一有空，我就和朋友开车来
香水河边上钓鱼。”深秋，在暖暖的阳光
照耀下，正在香水河边垂钓的王先生告
诉记者，现在南海环境越来越好了，香
水河经过清淤整治，水面宽了，水质好
了，鱼也越来越多了。

投资 3 亿元打造的香水河公园是一
处观光综合性公 园 ，根 据 城 市 功 能 特
点，南海区在沿河两岸布置樱花自行
车 道 、咖 啡 吧 、生 态 岛 、观 景 长 廊 、亲
水 平 台 等 景 观 小 品 。 游 客 在 其 中 流
连忘返，可尽赏各种美景。

香水河湿地公园是威海南海新区
生态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打造

“花园城市”为目标，南海新区在打造重
点景观工程的同时，对河流、湿地、沙
滩、松林等生态资源实行保护性开发，
先后实施了香水河、昌阳河清淤治理，
金花河湿地保护等 7 个生态建设工程，
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金花河生态湿地工程，在充分保留

原有地貌、水面的基础上，将河道清淤
加深，同时对两岸滨水线条进行整形处
理；幸福河清淤与拓宽并举，使之与东
部的香水海水系、昌阳河连接；明珠河
向南直通大海，在入海口建设可停泊 30
多艘小型船舶的游艇码头，向北直通正
在建设的蓝湖休闲商务区，通过这条
河，小型游艇可从大海直达内陆湖区，
把一线海景向内陆延伸，形成滨海旅游
立体化全面发展良好态势，将整个城市
建设成水系环绕、绿色环抱、生态宜居
的花园水城。

南海新区还对沙滩进行了生态修
复，拆除 30 多个养殖大棚，恢复原始生
态地貌，整修后的沙滩焕然一新，成为
大型活动的举办场地，沙雕节、采贝节、
螃蟹节、沙滩排球赛等主题活动和大型
赛事相继在南海新区上万平方米的金
滩上举办，海天一色的生态环境吸引了
大批游客。

园 林 绿 化 是 实 施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改 善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美 化 城 市 居
民 生 活 环 境 的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 在 推
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南海 新 区 把 绿
化 作 为 提 升 城 市 建 设 品 质 的 重 心 ，
坚 持“ 以 人 为 本 ”的 规 划 理 念 ，打 造
分 布 合 理 、植 物 多 样 、景 观 优 美 的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共 为 新 区 增 绿 800 万 平
方米。

从 道 路“ 一 路 一 景 ”的 绿 化 设 计
中，就能看出南海新区在绿化上尽善
尽美的追求。在畅海路，仅绿化带宽
度就达到 80 米，现已栽植银杏、黑松、
栾树等树木 20 多万株，将成为南海的
标 志 性 景 观 大 道 。 总 投 资 1.2 亿 元 的
科 研 路 ，按 照 绿 色 慢 生 活 的 理 念 ，结
合海、林、岛等环境优势，在绿化带中
设置了自行车道和景观休闲步道，点
缀了 6 组景观亭台，突出公园式景观，
形 成 贯 穿 整 个 香 水 海 的 绿 色 休 闲 运
动长廊。

“生态”已成为南海新区的金字招
牌，南海新区也因此先后获得了联合国
人居奖中国优秀示范新区、山东省十佳
生态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三生共融建新城
山东威海市南海新区促进环境品质上档升级

本报记者季英德 通讯员牛晓琳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上海报道 上海日前正稳步推进首个
集休闲娱乐与运动于一体的陈家镇
自行车主题公园建设，这个项目总用
地面积 1672.5 亩，目前一期 A 区工程
已基本完工。

据介绍，陈家镇自行车主题公园
位于国家级生态岛——上海市崇明
岛，公园北靠东滩大道，西临路港河，
紧邻上外贤达学院和智慧岛数据产
业园，东、南侧为陈家镇郊野公园。
陈家镇自行车主题公园分为南北两
个区。北区以自行车运动为主题，南
区以园艺观赏游览为主题。这个公
园定位为以自行车文化为主题的郊
野公园，充分发挥大型绿地和生态公
园的“绿肺”功能，强调生态、低碳、休
闲的生活方式；充分挖掘自行车的生
态示范意义和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上
海乃至中国自行车文化集中展示区
和体验区。

公园相关负责人称，目前已基本

完工的一期 A 区工程占地 178 亩，主
要建设有生态花园式停车场和露营
烧烤区。生态花园式停车场出于整
体绿化综合考虑，以绿岛为设计主
题，体现着郊野趣味，共建有包括客
车、小车和房车在内大小停车位 597
个。露营烧烤区则着重以满足各地
来此游乐的自行车发烧友野外露营
需要，配备了较好的绿化环境以及便
捷的交通环境，极简主义的景观设计
也充分突出了公园的郊野景观特性。

据悉，陈家镇自行车主题公园将
是崇明生态体育旅游的新亮点。据
介绍，公园内所有的自行车场地及比
赛场馆都是按照国际自行车联盟举
办最高级别国际比赛的相关标准建
设，未来将成为专业运动员、自行车
运动爱好者以及普通市民进行自行
车竞技、表演、健身、休闲的胜地。整
个公园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建成。
届时，将引入多个国际自行车大赛及
各类极限运动比赛。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道 为加
强环境整治和城市管理，今年 12 月
上旬，海口市政市容委员会公布了前
一周市政市容较差的路段、店铺和工
地。这表示海口市市容管理“末位曝
光”制度启动。

据悉，此次决定启动“末位曝光”
制 度 旨 在 强 化 城 市 管 理 的 全 民 意
识，提高社会参与度和市民自管能
力，海口探索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曝 光 内 容 为 每 周 每 个 区 曝 光 一 条

“ 占 道 经 营 最 严 重 ”的 路 段 、一 条
“ 卫 生 最差”的路段、一条“乱张贴、
乱吊挂最多”的路段、3 家“门前三包
最差”的店铺、一个“污染最严重”的
工地。

“末位曝光”制度是海口大力创
新，加强城市管理和环境整治的又一
新举措。据了解，近几年，海口市每
年确定一个主题、把握一个重点，开
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其中，2009
年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五大工程”，通
过实施“清洁工程”、“整洁工程”、“规
泊工程”、“安静工程”、“打违工程”，
针对城市卫生、交通、广告、噪声污染
和违法建筑进行整治。

2013 年至今，海口大力开展“城
市管理年”活动，着力开展打击违法
建筑、整治环境污染等专项行动。通
过这些有效行动，长期不懈地推进环
境综合整治，使海口的市容市貌逐步
好转。

本报记者李莹北京报道 由科技
部批准，北京世纪国瑞环境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发起筹建的“国家城镇
粪便、餐厨垃圾处理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日前正式宣布成立。

目前，我国餐厨垃圾处理行业整
体体现为技术创新不足，盲目建设形
式化，设计指标理想化，实际运营差
距大。依据固废网统计数据，目前
82 个餐厨废弃物处理试点城市，建
成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城市 20 多个，
实际运营的约有 10个。

餐厨垃圾处理市场收运机制尚
不完善，处理技术不够成熟，直接制
约了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安全化管理。目前北京每天产生
的生活垃圾约 1.84 万吨，餐厨垃圾占
约 3500 余吨，90%的垃圾采用填埋方
式处理，每年占地 500 亩，由于北京
土地资源紧张，如果餐厨垃圾得到有
效处置，将对北京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做出突出贡献。
联盟的成立，将推动产业的规范

化和标准化进程。据介绍，联盟致力
于实现企业、大学和 科 研 机 构 等 在
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共同突破城镇
粪便、餐厨垃圾处理产业发展的技
术 瓶 颈 ；将 逐 步 建 立 城 镇 粪 便 、餐
厨 垃 圾 处 理 产 业 内 相 应 的 国 家 标
准 ；建 立 公 共 技 术 平 台 ；实 现 创 新
资源的有效分工与合理衔接；加速科
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提升产业整体
竞争力；联合培养人才，加强人员的
交流互动，支撑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
效提升，有助于实现国家循环经济的
战略方向。

联盟由北京世纪国瑞环境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城市建设研
究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等数十家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成员
组成。

上海建首个自行车主题公园
强调生态、低碳、休闲的生活方式

粪便、餐厨处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推动产业规范化和标准化

探索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海口启动市容管理末位曝光制

河南省郑州市日前出台了《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纲要》，《纲要》明
确将郑州都市区定义为：以主城区为核心，以发达的交通通道为依托，建设以
郑州新区和中心城区为核心，以便捷交通为纽带，以绿色生态为基础，实现生
活空间与生产空间、空间开发与产业布局、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
格局。图为郑州新区城市交通枢纽。 本报记者邓佳摄

水是景观的灵魂，是景观的眼睛。
这几乎是所有城市景观设计师的共识。

“ 景 观 设 计 中 ，水 的 问 题 十 分 重
要。”先后从事水利工程和环境工程 30
年的高鹏杰说。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些景观设计师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设计了非常美丽的河流和湖泊，但这个
湖泊的水从哪里来，水质怎么保障，水
生态系统怎么构建，景观如何可持续展
示等问题，却往往无法解决。

高鹏杰目前是东方园林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水利工程设计院院长。
在日前举办的 2014 城市生态景观、水生
态治理研讨论坛上，他认为，在我国整
体缺水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的景观设计
对水的考虑并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对水
资源的评估不足，对城市景观用水维护
缺乏工程支撑，对水系生态系统的构建
十分薄弱。

城市景观设计中水的问题如何解
决？生态景观的理念正在尝试化解这
一矛盾，而且景观生态学也正被越来越
多的景观设计师接受和应用。

设计注重水陆一体化
兼备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城市水生态问题上，我们最强
调的就是水生态安全，水生态安全最重
要的问题是缺水。”国际生态城市建设
理事会秘书长、景观生态学博士、资深
生态经济分析师伍业钢认为。因此，城
市水生态安全应该包括水资源安全、水
质安全和防洪防旱安全。

但在现实中的问题是，虽然大部分
城市缺水，却往往都会遇到洪涝灾害。
城市水系往往强调河道的排洪、循环功
能，但是实际上，洪水尤其是大洪水的
出现并不是非常频繁，而生态问题却是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怎样去解决每
天遇到的生态问题，以及很多年才能发
生的洪水问题？亦即怎么协调生态问
题和安全问题？

“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中非常重视
水景观的设计，因为水 具 有 调 节 的 功
能 ，可 以 降 低 城 市 的 温 度 ，可 以 净 化
城市中的水质，但是我们不仅仅要重
视水的这些外在的功能，更要重视它
内 在 的 生 态 系 统 的 调 节 服 务 功 能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院士傅
泊杰表示。

是否可以设计出具有净化水体、减
轻洪峰、增加下渗、保护地下水的陆地
生态系统？比如设计出既具有景观效
果又具有净化效果的潜流湿地、森林系
统、岸边生态过滤带、海绵城市陆地景
观、雨水花园等。而在做绿化灌溉的时

候，是否可以用水域中受到一定程度污
染的水？

“这就需要做水陆一体化的设计。”
高鹏杰说，水陆一体化的核心是生态价
值、使用价值和美学价值同时具备。而
这一设计在实际操作中，遇到 3 个主要
问题，即水利、景观和生态。

如果说水利是一个人的骨骼，景观
设计就是肌肉、皮肤和美丽的外衣。“水
利工程可以为景观做技术支撑，”高鹏
杰告诉记者，比如提供必要的水资源和
水动力条件。另一方面，把防洪理念融
入景观设计，进行雨洪利用和管理，通
过景观展示水利的价值。

生态则是水利和景观设计中应同
时考虑的因素，甚或共同作用的结果。
高鹏杰表示，目前，真正的水生态系统的
修复还不能完全做到，因为水体污染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水生态首先要解决水
污染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水资源
的配置，水生态系统的构建，之后进行水
生态修复，增加水自净能力，最后形成
可使用的水循环利用系统。

让城市水体自然流动
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能否通过景观设计解决城市水体
污染问题呢？

“解决这一问题要分3个层面，”伍业
钢说，分别是污染治理、自净能力恢复和
生态系统修复。从景观设计的角度来看，
应推动城市水系走向自然水系。

伍业钢表示，有两个要素在这个过
程中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水动力，解决
好水动力就可以解决水污染的沉淀问
题；第二个是土壤，微生物和动植物可
以吸收或分解大量污染物。

“十堰市城市河道整治是一个较为
成功的案例。”他说，十堰市内有 5 条纳
污河，为了改善水质，改造过程中的生态
工程和景观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
过程中，首先要解决源头污染，其次要通过
水利工程保证堤岸安全。之后，他们引入
了 6项生态工程技术，让水系恢复自然系
统，并通过自然河道设计了大量湿地，通过
多系统共同作用，大大提高了水体的自
净能力，最终实现水质的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湿地的设计。伍业
钢 说 ，多 数 湿 地设计都没有考虑水动
力。“比如杭州著名的西溪湿地，水质目前
并不好，为什么？它的空间布局和格局的
设计理念都非常好，但却忽略了水动力。
湿地中的水流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
了湿地对水起不到净化作用，太慢了就容
易变成死水。”他告诉记者。

记者在调查城市河道及湖泊污染
整治相关问题时发现，大多数被调查的
城市不约而同地采取硬化、防渗等方法，
以割裂与周边生态系统的联系来美化
河道景观、减少污染，而这种做法的直
接后果在数年之后暴露无遗，河流、湖
泊的自净能力丧失殆尽，水质越来越
差，地下水补给来源减少，城市缺水问
题越来越严重，而频繁的人工清理更是
令地方不堪重负。2005年引发广泛争议
的圆明园防渗工程亦是如此。

目前在国际上，无论是对自然河道
还是对大型的引水工程，要尽量营造河
道的天然状态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
具体行动包括除去以前人工在河岸或
河底建造的任何水泥板设施，软化河
床；尽量使河流自然弯曲，这有助于补
充地下水，也有助于防洪；让两岸长出
多种野生植物，使河水中的水生生物与
岸边的植物、栖息昆虫、小动物、鸟等形

成天然的生态环境和平衡，因而在保护
生态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河水的自我
净化功能。

让城市水系走向自然水系，是长久
探索后的共同取向。正如深圳铁汉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陈伟
元所说，“城市看似坚固，其实经不起激
荡；自然犹如流畅的曲线，松弛有度，富
有包容性。”

陈 伟 元 进 一 步 强 调 说 ，应 该 少 干
预，与水岸生态互动，连接城市森林，并
非照搬自然，而是寻找人与自然的契合
点，实现景观中的生态性。另一方面，
在城市建设中人们不免走入一个误区，
为景观而建造，而建造而景观。景观建
设似乎成为定向的改造。实际上，景观
设计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景观设
计师应将目光放在人类生存的环境中，
利用生态的景观手段，恢复、改善已被
破坏的环境，延续已有的美丽环境。“不
忘初心，各安其位。”

师法自然 方得自然

水是城市景观中清澈的眼睛
◆本报记者姚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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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水陆一体化设计

水陆一体化就要采取生态系统设
计，用联系的系统的观点来解决景观中
的水问题。在这种设计中，陆地景观生
态系统和水景观生态系统是相互作用和
相互制约的，它们既可以发挥良性的互
动关系，也可以产生破坏作用。比如在
一个缺水地区，种植大面积扩叶林，就会
对地下水产生破坏，这就算不上好的生
态设计。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
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价值流在地
球表层的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非生
物以及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运用生态系统原理和系统方法研究景观
结构和功能、景观动态变化以及相互作
用机理、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
构、合理利用和保护的学科。是一门新
兴的多学科之间交叉学科，主体是生态
学和地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