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市民”
折射治理理念之变
□ 张 毅

“荣耀属于全市人民，我们为可亲可敬

的西安人点赞。”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一封

来自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感谢信在当地迅

速刷屏。“春节假日，西安空气清新、环境整

洁、城市安宁、氛围祥和。取得这样的成

效，凝聚着全市人民的汗水与智慧、奉献与

包容、热情与微笑……”感谢信字里行间透

露出的“温馨感”，让刚刚度过新春佳节的

西安市民倍感惊喜与欣慰。笔者大概梳理

了一下几大城市公众号的转发情况，90%

以上的跟帖选择以自豪感、归属感、亲切感

等关键词回应上述来自官方的“致意”。

其实，城市决策管理者感谢各界市民

的支持参与，并非西安首创，比如各地例行

的春节团拜会等也有此意，但选择在公共

媒体上如此真诚“温馨表达”且赢得普遍热

烈回应的却并不多见。西安市委、市政府

的这封感谢信之所以赢得点赞，笔者以为，

最大的亮点在于“温馨表达”传递出的从城

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从关注城市发展走

向重视市民获得感进而凝聚市民归属感的

理念之变。

有一个现象，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就

是每逢重要节假日结束，很多城市尤其是

一些旅游名城都会盘点“收获”，一时间“盘

满钵满”“旅游揽金再创新高”等“喜庆”数

据屡屡见诸当地媒体。但热衷此事的往往

都是政府部门和媒体，当地百姓却淡然处

之。何以如此？因为似乎“与我无干”。西

安的这封感谢信之所以打动人心，恰恰就

在于其以“荣耀归于市民”表达三个“感谢”

巧妙地提示出城市形象、城市发展等宏大

叙事与市民参与、包容、维护、贡献等细微

言行之间的必然联系，消弭了城市发展与

市民体验的疏漠感，激发了城市形象来自

市民贡献的自豪感。

自豪感必然带来归属感，而市民的归

属感正是实现城市现代化、多元化治理的

关键所在。笔者曾听过一位市长的感慨：

打造城市形象，市民的自身评价和文明言

行远比广告宣传更有效。有专家表示，市

民对居住城市产生的归属感与其对城市的

责任感呈正相关关系。责任感必然催生自

觉维护、自觉参与、自觉贡献、自觉包容等

正向融入城市治理的行为。因此，相对于

传统的单一的政府管理，这种旨在唤醒全

体市民“城市是我家”意识的“温馨表达”，

不仅有利于降低城市治理成本，而且会显

著提高城市治理效率，进而真正实现城市

治理的良性互动与现代化升级。

社会学上有一个善意交换原则，该理

论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

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具体到

城市治理，城市决策者主动释放真诚的善

意治理信号，必将获得市民的善意回应。

城市，因人的生产、生活需要而诞生。市民

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认同感，才是城市发展

的终极目标。就此而言，西安市委、市政府

对全市市民的“感谢”，无疑是走向城市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同时更是努力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时代的新探索。

但愿这种“感谢市民”的城市治理理念和行

动成为一种习惯。

如果说园林曾是古城
扬州的标志，公园则是
现代扬州的标配。扬
州市在每个区域建一
个生态中心，在人口集
中区建生态体育休闲
公园，在老城区见缝插
针建“口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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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式管理
“绣”出城市色彩与温度

团聚、游乐、出行、陪伴、坚守……这

些词从多角度诠释春节。在一个超大城

市，春节还有不同的含义：繁忙进出的车

辆，游客密集的景点，人手减少但任务不

少的环卫压力……上海提出下绣花功夫，

“绣”出城市管理精细化品牌。节日对上

海就像是一场测试，检验着城市“绣娘”精

细化管理的“针法”与成果。

6版

□ 王存理 蒋 芳 陈聪颖

江苏扬州古代园林曾鼎盛一

时，瘦西湖、个园、何园等曾是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的标识。新华社记

者近日到扬州采访时，从基层群

众、社区干部到市委书记，都不约

而同地郑重推荐当地的公园建设。

乍暖还寒，花不红、草不绿的

公园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又为何

有看头？

见缝插“园”增“绿”

登上扬州城东的万福大桥俯

瞰，京杭大运河等 7 条河流冲刷

出了 8 座岛屿，形成了“七河八

岛”51.5平方公里、十里长廊生态

奇观。走进公园，篮球场、足球

场、秋千区设施齐备；沿着堤顶公

路向北，不时有骑车和跑步健身

的市民经过；再往北走，陆续经过

深潜赛艇运动基地、万方数据等

入驻企业。

“过去嫁人不嫁廖家沟，如今

新环境带来新经济。”万方科创书

院副总经理黄娟介绍说，这里曾经

又偏又穷，船厂、砂石厂、养牛场聚

集，水体污染严重；2011年，行政区

划调整后这里成为新中心，也成为

开发商追逐的焦点；如今，这里成

了生态科技新城，核心区建成了

10.7平方公里的廖家沟城市中央

公园。

生态倒逼，不仅把养牛场逼出

了大数据产业，还把拆迁安置区逼

成了高品质住宅区。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原小茅

山垃圾填埋场——如今的花都汇

公园，恰巧碰到了附近社区居民

刘万芬。她告诉记者，过去这里有

条黑臭河，2011年瘦西湖隧道建

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泥浆也被运

送至此，日晒风干形成了一座黄土

山。如今，垃圾处理机械变身工业

景观，水系绿地呼应，还配备了健

身步道、雨廊、条椅等。每天日落，

附近居民到此散步、锻炼。

“这里曾是房价洼地，现在高

档小区集聚。”刘万芬指着旁边的

一所小学自豪地说，“这可是全市

最好的小学。”

在上海工作的吴頔春节返乡

时，发现小区旁的破旧网球场变成

了建筑精美、设施齐全的“口袋公

园”。“公园虽小，但一草一木布局用

心，健身器械和健身步道一应俱全，

更重要的是，就在家门口。”吴頔说。

“如果说园林曾是古城扬州的

标志，公园则是现代扬州的标配。”

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说。2015

年，“让生态成为市民的永续福利”

被写入扬州市政府工作报告，迄今

全市新建了大大小小城市公园上

千个，总占地面积超过11平方公

里，相当于10个瘦西湖核心景区

的面积。

探索生态惠民

2012年底，老体育场拆迁一度

引发信访风波。谢正义说，当时不

明白拆掉市中心造成交通拥堵的

一个老体育场，到城郊建个更现代

化的，何以引发百姓那么大的反

感。“深入听取民意发现，百姓在意

的不是体育场，而是身边的体育休

闲场地。”

从民怨中听民声。2013年，扬

州将紧靠瘦西湖景区的千亩土地

建设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拿出

黄金地段，再投入13亿元建公园，

也曾引发干部群众不解。直到

2014年公园免费开放，在人潮涌动

与群众点赞下疑虑化为乌有，迄今

已接待600余万人次。

“今天有没有去宋夹城啊？不

夸张地说，这个公园改变了周边居

民的生活，连见面问候语也变了。”

退休人员杨永兰说。

怎么衡量建公园是民生不是

形象工程？扬州的标准是能不能

做到三个舍得：舍得把最好的地方

拿出来，舍得投入资金配套，舍得

投入心思规划建设。

每个区域建一个生态中心，人

口集中区建生态体育休闲公园，老

城区见缝插针建“口袋公园”。

2015年以来，扬州每年从土地出让

金中拿出5％用于植树造林和园林

绿化，保证生态投入增幅高于GDP

和财政收入增幅。市级财政在绿

化和公园维护等方面累计投入

近 65 亿 元 ，市 级 土 地 储 备 从

2009 年的 5700亩增加到目前的

10,138.73 亩，人均绿地面积从

17.18平方米提高到18.58平方米。

提升城市价值

多位干部群众用数据、用感

受，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公园建设

是一笔“划得来”的民生大账。

明月湖公园里融入24小时城

市书房，花都汇公园叠加花卉与农

业体验业态，社区公园成为家门口

的运动场，“生态+”带动民生环境、

城市形象与营商环境蝶变。扬州

智图科技公司是高德地图、百度地

图、腾讯地图最大的服务商，分公

司遍布多省市。“坦白地说，开门见

绿的自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环

境是我们总部落户的重要原因。”

董事长何小军说。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统计，

2017年，扬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跃

上5000亿元新台阶，增长约8％，

增幅位列江苏省第4位。生态科

技新城党工委副书记夏正东感慨

地说：“生态与财富之间到底有没

有矛盾？短时看肯定有，然而实践

证明，长期来看，GDP、生态、文化

可以同步积累。”

环境“颜值”提升也在潜移默

化地改变城市气质。市民王永华

退休后每天准时到宋夹城体育休

闲公园“上班”，他散步时随身携带

塑料袋，碰到烟头、果皮就随手捡

拾。“刚开始能捡不少，现在几乎看

不到了。”2015年以来，该市棋牌室

减少30％，常年体育锻炼人口比例

达38.2％，医保经费有了节余。

扬州市不仅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荣誉称号三连冠，也连续三年实

现人才净流入。

□ 朱旭东 李 灿 陈 刚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潘安采煤塌

陷地经过多年治理，目前已变成美

丽的乡村湿地公园，成为4A级景

区。新华社记者近期走访贾汪区，

寻找采煤塌陷地“蝶变”的秘密。

“地球伤疤”触目惊心

“以前那叫一个脏，到处是煤

灰，赶集买菜回来，浑身都是灰不溜

秋的。上午穿白衬衣，中午就成了

灰衬衣，晚上就是黑衬衣了。”59岁

的青山泉镇马庄村村民夏桂美说，

马庄村地处潘安塌陷区，村里原有

4个小煤矿，由于塌陷严重，第一村

民小组不得不整体搬迁。

天灰、地陷、墙裂、水黑，曾是贾

汪区采煤塌陷区的真实写照。长期

的煤炭开采和运输，给贾汪区留下

13万亩采煤塌陷地，城区煤尘污染

严重，常年积水形成坑塘，良田变荒

地，水系遭破坏，成了块惨不忍睹的

“地球伤疤”。

2011年，贾汪区被确定为全国

69个资源枯竭城市之一。贾汪区委

书记曹志介绍说，潘安湖湿地曾是

全区集中连片、面积最大、塌陷最严

重的区域。贾汪区将采煤塌陷地治

理作为生态修复突破口，对这一区

域实施综合治理。

经过6年整治，潘安湖湿地总面

积达10平方公里，水质达到三类水

标准。导游张琳说：“湖中共有9个

人工岛，生活着60多种水鸟，仅野

鸭估计就有3万只……”而这浩渺的

水面之下，曾经是252座大大小小

的砖窑、汪塘。

生态兴则发展旺。2017年，贾

汪区首次跻身全国投资潜力百强

区。潘安湖地区目前地面稳沉，完

全可以开发再利用。

“四位一体”综合治理

塌陷区土地整治工作的一大重

心是恢复耕地。把煤矸石、粉煤灰

等废料回填坑塘，覆盖表土，实现

耕地再造，是塌陷区复垦的通行做

法。“由于塌陷深度深、煤炭废料资

源化利用率高、废料回填污染土壤

等原因，传统修复方案在贾汪并不

适用。”贾汪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石冬跃说。

白土塘塌陷地是贾汪区即将

修复的地区之一。白土塘水面原

来只有200亩左右，10年来因缓慢

塌陷，湖面增加到300多亩。塌陷

地无人居住，到处是零散的汪塘。

“一到八九月份，这里遍地是水。”

石冬跃说，“如果对这里采取传统

意义的回填复垦，意义不大。”

结合本地实际，贾汪区逐渐形

成“基本农田整理、塌陷地复垦、生

态环境修复、湿地景观建设”四位

一体的综合治理。依托中国矿业

大学等科研机构为塌陷地整治提

供的技术支撑，贾汪区在实践中创

新运用地貌重塑技术和土壤重构

技术，通过“挖低垫高、削高填低、

扩湖筑岛”等具体措施，成功修复

潘安塌陷地，潘安湖湿地公园应运

而生。

据了解，白土塘及周边塌陷地

将参照这一模式，修复成清泉湖生

态湿地。

因地制宜修复生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成功

修复潘安湖塌陷地最宝贵的经验。”

曹志说。

潘安湖塌陷地的修复工程曾引

起不少争议，贾汪一度面临双重压

力：投入20多亿元且短期看不到效

果，区级财政压力大；国土部门紧盯

土地复垦，贾汪面临验收压力。“我

们始终坚持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

渔则渔、宜生态则生态。”曹志说。

绿水青山带来了“金山银山”。

目前，贾汪区有国家 4A级景区 4

个，被列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2017年，这里吸引游

客7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3亿

元。徐州市规划在贾汪区建设20

平方公里的徐州市科教创新区，打

造高端人才、高端产业集聚地。此

外，贾汪区将原来的塌陷地整治为

建设用地，建设公共服务设施，通

过土地出让，整个投入资金已基本

收回。潘安湖还带动了周边老百姓

致富，许多失业的矿工和外出打工

者纷纷回乡从事乡村旅游，收入明

显提高。

据了解，贾汪区将更大力度推

进生态修复再造，统筹谋划实施剩

余6万亩采煤塌陷地治理，走出符合

当地实际的治理路子。

三年长出十个瘦西湖 扬州人青睐建公园

昔日采煤塌陷地 今朝“蝶变”成景区

扬州扬州宋夹城宋夹城
俯瞰俯瞰““千千年年沉浮沉浮””

南宋绍兴年间，受北方金兵

威胁，在宋堡城和大城之间，扬州

修筑了一座战略防御城，史称宋

夹城。如今，宋夹城“重装上阵”，

作为国内遗址保护、利用、展示的

典型，经过时尚运动元素的注入，

变身为集历史文化、生态休闲、娱

乐健身于一体的体育休闲公园。

图为航拍的扬州宋夹城。

泱 波 摄

“让生态成为市民的永续福利”3年前被写入扬州市政府工作报告，迄今全市新建城市公园上千个，

总占地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瘦西湖核心景区的面积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潘安采煤塌陷地经过多年治理变成美丽的乡村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