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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重 生 的 徐 州 逻 辑
——解读一个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之道

脱贫不返贫
构建产业扶贫长效机制

四川省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产地之

一，中药资源蕴藏量居全国第一，素有

“中医之乡、中药之库”之美誉。如何把

这些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扶贫优

势，推动彝区早日实现脱贫奔康，是四川

省工商联副主席、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

长耿福能的“四川梦”。

全 国 地 价 总 水 平 温 和 上 涨

让共享住宿承载
更多“诗和远方”

石家庄、沈阳、大连、哈尔滨、海口、西安等6座城市住宅地价同比增速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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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距离北京市中心60多公里的丫髻

山畔，“松柏盖顶、果树缠腰、川内桃红”的

多彩画卷已经铺开，22万亩桃花盛放争

艳，这是北京市平谷区的独有景致。在荣

膺北京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背后，平

谷区走出一条绿意盈盈的发展新路。

□ 谢晓刚

乘着共享经济的快车，各地共享住

宿成为旅游者热捧的一种居住方式。

这种新兴的共享经济是一种双赢，居民

通过盘活闲置的住房资源，能够用低廉

的价格与便捷的体验带来不错的收入，

而在旅行者看来，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

店旅馆，它或许没有高级奢华的设施，

却能感受到当地风情、体验当地生活。

去年就有主流媒体作过社会调查，

67.6%的受访者称外出旅行时会住民

宿。这个调查数据令人欣喜，这说明人

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与以往有很大不

同，开始出现“逆城市化”需求，特别是

当“看山望水忆乡愁”，“为了一间房，选

择一次旅行”，逐渐成为众多旅行爱好

者的新选择，也势必让农村经济迎来一

个新增长点。

不仅如此，共享住宿的蓬勃发展，

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中

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 2018》指出，共享

住宿带来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与创业机

会，2017 年主要共享住宿平台上房东、

管家、摄影师等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200 万人，而共享平台上每增加一个房

东，可带动两个兼职就业岗位。

然而，在民宿受游客热捧的同时，

却也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

如，缺乏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各地民

宿仍处在法律与监管的“灰色地带”，存

在诸如治安、消防、卫生等安全隐患，游

客对于民宿的投诉呈逐年上升趋势。

事实上，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

行不悖，如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行动

起来，探索适应其规律的监管方式。

作为旅游城市的福建厦门，民宿行业

得到快速发展，2017 年厦门正式出台

了《厦门市民宿管理暂行办法》，对民

宿规模、民宿的经营管理作出规定和

要求，为厦门市民宿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这也为国内各城市规范民宿市场

提供了参考样本。

不能再任由民宿旅游沦为“黑旅

馆”或者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历经种种

野蛮生长、无序开发的共享住宿是时候

予以规范了。这就要求对民宿旅游的

监管必须跟上，新业态、新模式既要包

容审慎，又要守住底线，考验的不仅仅

是监管部门对市场引导、规范的能力，

更对民宿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规不成矩，规范化发展是共享住

宿必经之路。唯如此，民宿经营者方能

自觉精心打理自己的“朋友圈”，靠文化

特色、用心服务、产品创新，赢得游客口

碑，赢得市场份额。同时，能够让旅客

通过民宿这个载体更好地融入当地民

俗民情，在归来的意境中体味更多的

“诗和远方”。

□ 黄晓芳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近日发布

一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

显示，全国地价总水平温和上行，住

宅地价增速环比、同比放缓态势仍未

改变。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

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每平方米4381

元，商服、住宅、工业地价分别为每平

方米7665元、7173元、841元。总体

来看，商服地价环比增速连续四个季

度放缓，综合、住宅地价环比增速连

续三个季度放缓。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

长赵松表示，今年我国经济开局平

稳，多项指标向好，但下行压力仍存，

带动地价低速上涨，涨幅继续收窄。

同时，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略有回

升，资金层面总体偏紧，也导致了住

宅地价增速环比、同比继续放缓。

据介绍，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速略有提升，但开发企业资金

层面依然总体偏紧。1月份~2月份，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2.1%，增速比2018年全年回落4.3个

百分点，企业流动性压力仍然较大。

赵松表示，各地楼市政策保持从

严态势，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也使地价水平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

同时，在强调因城施策、一城一策

的情况下，各地房地产政策微调的范

围和力度相对较大，并更加精细精

准。例如，海口、广州、大连等城市调

降人才落户门槛；南京明确规定购房

面积计入落户加分情况；合肥部分银

行对结清房贷者，二套房房贷利率按

照首套房执行……在此情况下，一季

度二线城市住宅地价环比增幅由降转

升，三线城市住宅地价同比增幅连续5

个季度超过全国及一、二线城市水平。

数据显示，一季度主要监测城市

中，一线城市综合、商服、住宅、工业

地价环比、同比增速持续放缓。工业

地价环比、同比增速仍快于商、住用

途；二线城市住宅地价环比增速略有

回升，综合、商服、住宅地价同比增速

持续放缓。石家庄、沈阳、大连、哈尔

滨、海口、西安等6座城市住宅地价

同比增速超过10%。

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监测城市土

地供应环比、同比均有所减少，工矿

仓储用地供应占比达到近11个季度

的高值。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105

座主要监测城市建设用地供应面积

64.38万公顷，环比减少66.94%，同

比减少11.55%。其中房地产用地供

应 面 积 1.26 万 公 顷 ，环 比 减 少

43.64%，同比减少8.55%。保障性住

房用地供应面积约为0.09万公顷，

环 比 减 少 80.70% ，同 比 减 少

38.03%。

赵松表示，预计二季度全国城市

地价将继续温和上行，热点城市住宅

地价增速回落幅度趋缓，部分城市住

宅地价环比涨幅略有回升，但基本稳

定。“未来须关注地方政策微调下的

市场动态及预期引导，在强化地方主

体责任的同时，严格落实中央对地方

的督察问责。”

□ 刘 亢 陈 刚 史竞男

江苏徐州，这座城市曾因煤而兴

也因煤而困，资源枯竭一度背上沉重

的生态包袱。党的十八大以来，深感

环境之痛的徐州努力践行新发展理

念，城市涅槃变革，迎来由“黑”变

“绿”的生态逆转。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考察调研时指出，“资源枯竭地

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

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

由沉寂而重生，古城徐州经历了

怎样的自我革新？从树枯地竭化身

成绿意盎然，实现了怎样的生态再

造？其治理逻辑为资源枯竭城市转

型提供了怎样的路标指向？

由滞向兴的城市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百里煤海”徐州

累计产煤10亿吨，作出重要贡献。

工业结构、百姓生活，皆以煤为源、延

展生发。然而，随着煤炭枯竭，曾经

的支柱产业式微，化工、冶金等工业，

结构偏重、产能过剩；空气污染，土地

塌陷；基础设施滞后，城内存有大量

工矿区。

1882年起掘井建矿，最多时超

过250座，采煤塌陷区和采石宕口，

成为徐州的“生态疮疤”。与同类资

源枯竭城市一样，徐州走到了转型关

口。党的十八大以来，徐州匡正发展

理念，迎来城市重生。

用创新发展破城市之困。

云龙湖畔，徐州科技创新谷里活

力十足。

在软通动力公司，轻点“智慧城

市运营管理平台”，生态环境监测、跨

境电商贸易等城市17个维度内容，

跃然屏幕之上。

“谷”里的国际大学创新联盟淮海

国际创新中心，为全球青年人搭建平

台，志在打造全球最大跨境孵化中心。

徐州的代表性企业徐工集团，

不久前以“超级移动起重机创新工

程”再摘中国工业大奖。在这个被

誉为工程机械技术“珠峰之顶”领

域的突破，使得中国位列三个能自

主研制千吨级超级移动起重机的

国家。

“过去的粗放发展碰上了天花

板。”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说，企业在

行业断崖式下滑时仍加强研发，建成

全球四大研发中心，自主掌握了4000

吨履带吊等一批世界先进核心技术。

目前，徐州已建成省级以上创

新平台200多个，大中型工业及规

模以上高新企业研发机构达700多

家。创新，成为走出城市困局的重

要动能。

用绿色发展解城市之痛。

挖土造田、挖湖造景，徐州面积

最大、沉降最严重的采煤塌陷地，摇

身变成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水清

澈、草木茂盛。将生态包袱化为生态

资源，徐州对成片的采煤塌陷区、工

矿废弃地和采石宕口实施生态修复，

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3.6%，人均公园

绿地17平方米。

往日“一城煤灰半城土”的徐州，

山城相依、山水相连，尽展“一城青山

半城湖”的风采。

从空中俯瞰徐州，城在林中，房

在绿中，人在景中，青山碧水、绿树繁

花，俨然江南风姿。绿色发展消解了

城市痛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森

林城市……一张张新名片，不断“认证”

徐州的新形象。

用开放发展化城市之难。

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没有强大地

缘引力，看似能级不显。徐州以开放

理念，重寻城市方位，迎来新格局。

打开视野，找准坐标：徐州南靠长江

经济带，北望京津冀，东临沿海开发，

西近中原经济区。

“徐州要不断摆脱‘地市级思维’和

传统‘苏北意识’，卸下老工业基地‘包

袱’，勇于打破梯度转移、跟随发展的

路径依赖。”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说。

随着被国务院明确为淮海经济

区中心城市，这里着力打造区域经

济、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科教文化

“四个中心”。

建设更高能级城市。靠前对接

国家、省重大规划，打造“米”型高铁

枢纽和“亿吨大港”，新设淮海经济区

产业投资基金……

完善城市功能品质。快速路系

统和3条地铁正在建设；增强医疗等

供给，住院的外埠病人过3成；改造

提升户部山等历史文化街区……

再造结构的城市变革

城市重生，源于凤凰涅槃式的结

构再造。

多年来，徐州坚定推进产业、生

态、城市“三个转型”，促生产空间集

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

由低到高，力推产业结构升级，

将存量与增量有机结合。

华美热电厂的曹庆华多了个身份：

淮海大数据部部长。这家扩建于庞庄

煤矿旧址的企业，利用关闭矿井后的

闲置土地、安全电源等优势，建起了淮

海大数据中心，已有华为等企业入驻。

不远处，九里湖湿地公园环境优

美，前身正是大片采煤塌陷地。其所

在的泉山经开区，还建设起现代物流

园等园区。

2016年底，市区最后一座矿井

关闭，一个时代的标志成了记忆。徐

州近年重点培育形成装备与智能制

造、新能源、集成电路与信息和通信

技术、生物医药大健康4大新兴主导

产业集群。

春节后，创维创始人黄宏生的新

能源车基地开工，计划形成30万台

的年产能。他盛赞徐州与当年的深

圳类似，外来人口涌来创业，他也想

做这里的“新移民”。

电子级多晶硅材料，集成电路的

关键基础材料，我国长期依赖进口。

去年在江苏鑫华半导体公司成功量

产，补上了“中国芯”材料和工艺的关

键短板。

如今，徐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是

10年前的18倍，新兴产业占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近4成。

标本兼治，促成生态结构质变，

由向自然索取到与自然共生。

相当长时间，“黑”“灰”是这座城

市的主色调：输出煤炭电力，留下2万

多公顷塌陷区；长期开山采石，7成

山体遭严重破坏。徐州把生态再造

作为振兴转型的核心标志，财政持续

投入，坚决淘汰、转产环保不达标企

业，主城全面淘汰燃煤锅炉。

徐州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人说，矿

区综合整治，科技支撑非常关键。他

们不断攻关，恢复土壤生态调节功

能，拓展了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在实施了小南湖等80多个塌陷

地治理的贾汪区，形成了塌陷地复

垦、生态修复、景观开发等五位一体

的综合整治模式。

水是生态之源。翻开水系图和

地形图，可以发现，因高滩地阻断，徐

州三个水系的河流多不连通，长年无

法清淤补水。徐州用3年多时间，推

进水系贯通、活水畅流、清水进城，实

现了“一汪碧水通全城”。

“徐州的水活了起来、清了起来、

美了起来。”徐州市水务局局长卜凡敬

说，很少人想到，这里是江苏首个国

家水生态文明城市。

过去的徐州，带有典型工矿城市

特征。大量工矿区、棚户区和黑臭水

体，犹如城市面部的片片黑斑。

这几年，徐州完成数千家工矿企

业关停和退城进区，通过引导企业将

研发设计等留在城区，腾出的土地布

局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有效避

免城市产业空心化。这几年，徐州改

造了4000多万平方米棚户区、整治

6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改善民生、

调整结构、提升形象“一举三得”。

前不久，徐州获得“联合国人居

奖”。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特别代表

姆西西说：“徐州根据时代和环境不断

调整、改变、适应的韧性，正是近年来

我们大力提倡的一种城市发展能力。”

凝心聚魂的城市坚守

把脉徐州城市重生的轨迹，不难看

出其鲜明的治理逻辑：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

续转型，用奋斗实干的姿态敢做善成。

城市发展，能否让社会各阶层分

享，考量执政者的智慧。

金龙湖宕口公园，退休教师李中阳

健步如飞。自从破败采石场被云梯瀑

布、步道绿地取代，老李经常来健身。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在山水之间休闲娱乐，成为徐

州人的新生活方式。市区云龙湖沿

岸整治后，近湖一律不建住宅，更多

发挥文化体育功能，让全体百姓共

享；新增10亩以下土地，全部建成园

林绿地；公园实施敞园改造，全部免

费开放。

生态再造，更带来“绿色产业”。

从“挖煤贾汪”到“旅游真旺”，百姓

换了活法。“好生态就像绿色银行。”

马庄村村民、中药香包非遗传承人

王秀英说，好多村庄组建了香包合作

社，带领群众致富。

睢宁县高标准集中居住社区，让

农民住上设施齐全的新房；铜山区的

“厕所革命”，让乡亲们“方便”更方

便……2018 年，徐州安排 75 件实

事,把500多亿元投向养老、公共交

通等民生领域。

城市转型，能否让蓝图一绘到

底，凸显执政者的担当。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是世界性难

题。徐州干群深感破坏性开采与传

统路径之弊，始终把老工业基地全面

振兴，作为发展主线。这些年，徐州

的领导班子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振兴

转型的追求一直未变，始终发扬钉钉

子精神，锚定目标，积跬步至千里。

徐州人说，正是因为坚持不懈

怠、不动摇，接续奋斗、久久为功，这

里才画出一条步步上扬的曲线，走出

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之路。

攻坚克难，能否保持奋斗实干精

神，彰显一座城市的坚守。

刘开田，这位铜山区吕梁村的老

人，26年在贫瘠的石头山上不停种

树。山上没土，就用麻袋一袋袋背；

石上没坑，就用钢钎一个个凿。他种

下600亩山林，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徐州环城多山，多数寸木不生，当地

以两次“进军荒山”行动，实现荒山绿

化全覆盖，开创石灰岩山地造林的范

例。这种坚韧不拔，正是徐州人奋斗

实干的写照。

徐州干部说，一手攻坚生态，一

手经济发展，城市转型仍在持续，阵

痛在所难免。

“一马当先的勇气，跃马扬鞭的

速度，马不停蹄的毅力，马到成功的

效率。”马庄村民鞭策自己的“马庄精

神”，形象表达着徐州转型的坚定姿

态。徐州的城市重生，也为全国老工

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城市提供了转型

示范。

一对新人在徐州金龙湖宕口公园内拍摄婚纱照。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