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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位于武汉西南，
长江、汉江夹境而过，多条高速、国道在此
交汇，交通四通八达。

生态资源是蔡甸区最具魅力、最富
竞争力、最持久的独特资源和宝贵财
富。拥有九真山、嵩阳山两处国家级森
林公园，国际级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后官湖国家级湿地公园、索子长河和桐
湖省级湿地公园，28 个主要湖泊和近百
座山体。自然禀赋良好的生态环境构
筑大武汉近郊最优质的生态空间。

近几年来，蔡甸区坚持“生态立区，
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不
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核心竞争力
打造，探索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的新路径，打造武汉生态文明建设先行
区。2013 年 10 月，蔡甸区被环境保护
部列入第六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成为湖北省首批、武汉市首家国家级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试 点 单 位 ，2016 年 8
月，湖北省环委会通过了蔡甸区省级生
态区的考核验收，2017 年底，湖北省环
保厅评审通过了《蔡甸区创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2017~2024）》，由
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
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蔡甸区着
力发展新型生态工业。建设环保型工
业园区 49.55 平方公里。实施新引进工

业企业“零散工业点归并”集中规范管
理。重点发展节能、环保、高科技项目，
基本形成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机械
钢结构、轻工日化及节能环保等五大支
柱产业，有效促进了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和产业集聚发展，实现了工业污染的有
效控制和合理利用。

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行清洁种
植、清洁养殖和农药、化肥减量生产方
式，蔡甸区重点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全
力打造“菜篮子”产品主要供给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区、农业现代示范区，已建
成“三品一标”种植面积 39.67 万亩；建
成智能配肥站，实现科学配方、合理施
肥，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40 万
亩；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产品质量
安全总体合格率保持在 99.99%。蔡甸
区已成为国家级无公害莲藕种植标准
化示范区、莲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
被誉为“中国莲藕之乡”。

发展健康服务、现代商贸、生态旅
游等新业态，蔡甸区着力构建绿色服务
业体系。引进世茂嘉年华、和记黄埔商
贸城、中核世纪广场等一批商业综合体
项目，并陆续建成投入运营，实现了现
代商贸业发展质的飞跃。发展各类农
业观光游、农事体验游、生态休闲游，促
进旅游产业规模化、专业化，2017 年，全
区接待游客 370.6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达到 10.54亿元。

集聚科技发展要素推动绿色发展，

蔡 甸 区 大 力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和 低 碳 经
济。全区引进绿色创业企业 75 家，高
新技术企业 25 家。引进的创新环保、
科隆农业等企业成为全区循环经济示
范企业。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着力
打造全市固体废弃物综合资源化处理
基地、科研开发教育中心和循环经济产
业发展示范中心。2017 年，全区共完成
高 新 技 术 产 值 271.7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5.2%，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9.44%。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型业
态，重点发展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
无人机等新兴产业，打造智能装备研发
制造集群。推进创新创业可持续发展，
建成科技孵化器 27.42万平方米。

铭记“绿色决定生死”，拓展
绿色发展空间

坚持“底线思维”，保护好山水资
源，蔡甸区大力实施生态景区建设。重
点打造十大生态景区，推进千户生态农
庄、千亩现代生态农业体验园、千亩世
茂嘉年华休闲体验区建设，发展万顷芦
苇海、万顷野莲花海、万顷油菜花海、万
亩彩叶园、万亩花卉产业园等生态观赏
项目。后官湖湿地公园沿湖建设 120
公里郊野绿道固化湖岸线，很好地保护
了湖泊。这个公园连续几年成功举办

“环中国”国际自行车赛、全国公开水域
游泳锦标赛、武汉半程马拉松等重大赛
事。后官湖成为国内知名的全民健身

运动新地标。2015 年，蔡甸区获评全国
“十佳休闲运动城市”。

划 定 生 态 红 线 ，保 护 修 复 自 然 生
态，蔡甸区构建“人水相亲、城水相依”
的生态框架。强力推进国际标准湿地
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四大湿地的生
态治理重点工程。编制实施 28 个湖泊

“三线一路”保护规划，并实行“湖长制”
管理，全面关停沿湖生猪畜禽养殖场，
拆除湖泊河流围网、拦网养殖 4.7 万亩，
取缔珍珠养殖 7000 多亩，既有效保护
了湖泊河流水质，又提高了水产品品
质。沉湖牌水产品通过国家有机食品
认证。

出台生态保护规划，蔡甸区提升园
林绿化层次。大力推广植树造林，全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26.5% 。 坚 持“ 一 路 一
景”、“一园一景”，全区骨干道路高标准
配套园林绿化景观，建成了汉江江滩公
园，绿地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全区基
本形成以绿地为基础、以道路绿化为网
络、以小区和庭院绿化为依托、以街头
游园绿化为亮点的综合绿化体系。蔡
甸区先后荣获“湖北省绿化模范区”和

“美丽中国之旅全国十佳绿色生态城
市”，列为武汉市唯一的“湖北省林业生
态示范创建单位”。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生
态宜居家园

抓住武汉市“1+6”城市建设的机

遇，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蔡甸区大力
建设生态宜居家园。突出生态环保示
范与产业创新，高标准规划建设中法武
汉生态示范城。建成智慧城市运营管
理中心、地下管网信息平台等信息化平
台，全面推进智慧环保、智慧水务、智慧
医疗、智慧旅游、智慧农业、智慧工地等
示范项目，形成“宜居、宜业、宜游、宜
文”的新型城市形态。因地制宜打造一
批新型城镇，将生态文明融入小城镇建
设，构建起空间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完
善的城镇体系。全区已创建各级生态
村 238 个（全区288个行政村），占比达
82.6%，已创建生态乡镇 11 个（其中省

级生态乡镇6个，市级生态乡镇5个），
占比达 92%。

强化公民生态教育，增强公民节约
意识、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
费和社会风尚，蔡甸区构建全社会共同
参与创建、共享创建生态文化氛围。共
创建绿色社区 30 个，绿色企业 20 个，绿
色酒店 4 家，绿色学校 21 个，绿色家庭
2845 个。引导更多的单位、家庭和个人
成为生态保护的宣传者、实践者、推动
者和受益者。全区现有各类民间绿色
环保组织 40 余个，环保志愿者近万人
致力于山体保护、湖泊保护、环保监督
等公益事业，已成为蔡甸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参与力量。爱护自然、保护环
境、珍惜资源已成为蔡甸区城乡居民的
共识。

创新监管方式与机制，保护
生态推动绿色发展

利用先进环保技术依法综合整治，
持续改善环境，蔡甸区实施截污治污源
头控制工程。运用互联网+环保技术，
建成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将沿湖 12
家重点涉水排污单位全部纳入在线监
控，督促全区 36 家涉水排污单位全部
安装污水处理设施。湖泊水质稳中有
升，主要湖泊水质全部达Ⅲ类以上。深
入实施“压煤、抑尘、治烟、控车”工作，
推进武汉华夏玻璃等 37 家单位完成降

尘设施治理改造、东进塑胶等 12 家企
业完成使用清洁燃料改造，全区 7 家大
型加油站实现油气回收。2014 年底起，
主 城 区 及 中 法 新 城 范 围 内 全 面 禁 放
鞭炮。截至目前，共淘汰黄标车 1.3 万
余辆，严查冒黑烟机动车。近年来，全
区环境空气质量全市排名靠前。

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生态建设，不
断探索完善绿色发展制度，蔡甸区健全
绿色发展保障机制。

创新项目准入制度，把节能环保作
为招商引资的“第一标准”，坚持实行环
保“一票否决”，严控高能耗、高污染项
目入驻。近年来，通过落实严格的土地
预审、环境评价、节能评估审查等审批条
件，坚持环保程度招商引资原则，坚决杜
绝“两高一资”项目落户，对 27个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建设项目予以了否决，将 25
家涉及重金属污染、化工行业的企业拒
之门外，涉及投资近 10亿元。

创新生态环境激励和生态建设补
偿机制，对限制发展工业的中西部街乡
镇，加大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考核权
重，加大“三农”资金和民生领域投入力
度，街乡镇引进的工业项目全部进入区
级工业园区，实行税收按比例分成，力促
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创新考核评价机制，把生态建设、环
境保护、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
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
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每年年初，
将湖泊保护、园林绿化、山体复绿、污水
治理、污染企业关停等生态文明指标纳
入全区绩效考核范畴，层层分解落实到
工业园区和街乡镇，考核结果与单位业
绩、评先、奖励挂钩，严格奖惩兑现。

近年来，蔡甸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促进了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吸引了一批优质工
业项目和新兴产业项目，拉动投资 100
亿元。中法两国将投资近千亿元打造

“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
蔡甸区已迈向新目标，为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努力奋斗。
高益敏 杨柳

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武汉市蔡甸区朝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目标奋进—武汉市蔡甸区朝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目标奋进

生态环境良好的金龙水寨已经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王一莉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曾获世界杰出职业妇女奖、中国文化特
别荣誉奖。

她出生在天府蓉城一个颇具中国
传统氛围的家庭，从小对自然科学充满
兴趣，就读于哈佛大学，创办了亚太国
际人口文化教育基金会，为国际间的文
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她和 ToniFord 女士首先发起对各种族
妇女高科技基金会的捐赠活动，她认
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妇
女，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经济舞台
上，都在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汇聚着
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雍容华贵、温文尔雅是很多人对王
一莉的评价，在这次两会上，她备受记
者关注，这次她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电
池处理问题。她说，当电动汽车形成产
业化规模，随之而来的是数量巨大的退
役动力电池的处理、梯次利用及其相关
解决方案等问题。她认为，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梯次回收利用，全链产业政策
规范不容忽视。

王一莉告诉记者，她的提案主要针
对国家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环保政
策，对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的发展与
应用提出建议。如由国家相关部门主
导，制定相关鼓励政策，促进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国家尽快
立法，建立正规的回收体系与准入机
制；建立国家动力电池制造与回收技术
标准体系，考虑全链产业的经济效益，
统一实施科研、生产、回收、梯次利用等
法律规范。

“作为这一届的政协委员，我希望
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节能环保问题上，
建言献策，履职履责，企业家们要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希望我们国家的生态文
明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谐与发展
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有可能、
也有义务为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
后代留下一个适宜居住、视野广阔、可
供开创的和谐与繁荣的世界。”她充满
自信地说。
（本报记者王琳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魏定梅是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此次代表无党派界参会。她的两会经历
特 别 丰 富 ，连 续 当 了 十 多 年 的 人 大 代
表，她对于国家环保事业的发展和百姓
生活充满关切，令记者印象深刻。

今年两会，魏定梅带来的几个提案
都涉及到环保。她说，为了让国家更重
视和支持基层力量，她在提案中重点关
注环境保护服务改革，即环境保护“放管
服”改革。当前国家大力发展环境保护
事业，但是基层力量非常薄弱，需要在

“放”的过程当中加强基层力量，最终让
环境保护的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我特别推崇高质量的发展，从高速
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中国未来发展是
非常有意义的。环保以前走过先污染后治
理的道路，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要
做到两个贯穿，一个是绿色发展理念要贯
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另一个是环境保护
的高质量要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中。”

回想这些年的代表经历，她表示非

常珍惜每一次当代表的机会，每次大会
都认真记录、积极讨论,充分倾听群众的
心声，带着老百姓关注的问题提出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政府官员和一名环保主义者，
魏定 梅 近 来 非 常 关 注 深化食品安全战
略、让人民吃得更安全更放心话题，她认
为食品安全的源头治理与环境息息相
关，包括土壤治理、施用农药等。对此，
她有自己的见解，如强化党政同责，加强
食品标准制定，实施源头治理全过程监
管，以及加强惩处，推动社会共治等。

作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她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倍加推崇。自从
2007 年开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以来，贵
阳市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走上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说到贵阳，魏定梅充满信心，“大生
态是我们的发展战略，我希望在绿色发
展理念指引下，我们贵阳的天更蓝、地更
洁，用贵阳话说，就是更加地爽爽。”

健康建筑，饱含人文情怀 责任担当，充满赤子情怀
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中，女代表

比例明显上升。其中，有这么一群关注
环保的女性，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投身环
保改革，推动环境治理，奋斗在生态环境

保护一线。在两会上，她们为环保改革
鼓与呼，提出切实中肯的建议；关注群
众诉求，针对百姓关切提出环保提案，真
切表达出百姓心声。

听王翠坤谈建筑，总让人耳目一
新，比如健康建筑。

作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
结构研究所所长，她对此不仅从技术
角度，更从人文情怀去剖析。她认
为，健康建筑首先应该是绿色建筑，
其次是绿色建筑在健康方面的升级
版，也是绿色建筑深层次发展的需
求。绿色建筑认证的着重点在于建
筑本身，强调环保和可持续性；而健
康建筑认证的着重点在建筑里面的
人，目的是追求建筑中人的健康。

今年两会，王翠坤的提案涉及健
康建筑，因为她觉得健康建筑和大家
生活息息相关，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去
关心自身住宅是否健康、环保，怎么
才能减少施工过程的污染等，这不仅
是住宅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筑
业各相关方的需要。

她说，普通老百姓经常会处于 4
个日常场景中：夏天空调房里头昏脑

胀、冬天暖气房里空气干燥、重污染
天气和密闭教室里交叉感染。而被
动式建筑作为健康建筑的新型模式，
可以较好解决这些问题。她说，被
动式建筑作为一种融入人文科技的
健康建筑的体现，并不是一种能耗标
准，而是一种兼顾效能和最佳舒适度
的解决方案。健康建筑将带给人们
更科学舒适的生活。

2017 年 3 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发布《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
三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
满足人民群众对建筑舒适性、健康性
不断提高的要求，使广大人民群众切
实体验到发展成果。

不仅工作与环保有关，生活中的
王翠坤也很注重低碳和健康。“2017
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的蓝天越
来越多，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空气比
以前更清新，特别期待京津冀的天气
越来越好”。她微笑着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翠坤∕王琳琳摄

全国政协委员王一莉（中）∕王琳琳摄全国政协委
员魏定梅

生态发展，孕育家国情怀

抒写生态情怀，彰显巾帼风采
◆杨奕萍

流光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