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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道 光 谱 折 射 幸 福 图 景
截至目前，福建省福州市按照环城达山、沿溪通海、绿道串公园、顺路联景点的思路，建成滨河绿道

400公里、山地绿道175公里，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福州“绿色动脉”已现雏形

城市一线

6版

沈阳沈北新区：“农业+”
创造乡村振兴新模式

近年来，沈阳市沈北新区传承和挖

掘锡伯族文化，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39项，锡伯族博物馆、图伯特纪念馆、七

星海世界、蒲河景观带、道义花海等一大

批锡伯族特色文化旅游项目相继在这里

扎堆，并引爆市场，迅速成为辽宁省重要

旅游目的地。

垃圾处理“困”在何处

这些数据告诉你“大”城如何从“小”处节能降耗
2018年上海市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比上年下降5.56%，“十三五”前3年累计下降13.86%，

完成“十三五”总目标的80%。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上海在六个方面持之以恒的节能实践

□ 刘建国

垃圾处理事关公益民生和城乡环境，

社会关注度高，公众话题性强。作为一个

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治理支撑力相对

不足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垃圾处理走上可

持续发展道路依然面临较多挑战。由于

历史的原因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

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同

时存在，不同性质的问题复合交织，导致

媒体报道和公众认识垃圾处理困境时经

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偏颇。客观认识我国

垃圾处理困境，有助于尽快走出困境。

首先，要客观审视我国垃圾处理取

得的重要成就与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起步较晚，

但整体上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同

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我国

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卫生填埋与焚烧发电并举、生物处理为

优化节点的技术格局基本形成，专业化

运营、市场化服务的商业模式基本成熟，

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人居环境安

全保障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也是我国垃

圾处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

与此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土地资源日趋稀缺、居民环境意识和维

权意识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作为最典型

的邻避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和落

地越来越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垃圾

经层层转包外运后非法倾倒进入长江、

太湖的恶性事件。

此外，我国农村垃圾处理尚处于起步

阶段，非法倾倒、随意堆放、无控处理、简

易处理仍然比较常见，无害化处理能力和

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亟待各级政府提供

常态化、规范化的收运和处理服务。

作为公益民生保障和环境污染治理

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之于城市，就好比卫

生间之于家庭，社会各界在对此类设施

严格要求的同时，不妨多一些理解和包

容。值得重申的是，我们必须以发展的

眼光来审视我国的垃圾处理，成就要充

分肯定，问题也应毫不规避。

其次，要平衡好垃圾处理当务之急

与久久为功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国大部分区域，垃圾处理设施

能力建设、结构优化与水平提升依然是当

务之急，分类减量是久久为功的慢工细

活。人们常用“垃圾围城”“垃圾围村”来

描述垃圾问题的严峻程度，要解决这些问

题，必须大力建设现代化垃圾处理设施，

来替代城市或村镇周边大量存在的垃圾

堆放点、无控处理场、简易填埋场。事实

上，我国大中城市“垃圾围城”的问题已经

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依靠的就是市场化机

制作用下处理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与运行。

有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出现“垃圾

围城”“垃圾围村”，出现垃圾处理能力不

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处理需求的问题，就

是因为没有推行垃圾分类，或者垃圾分

类推行不得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垃圾分类倒逼源头减

量的滞后效应非常明显，在经济增长和

消费膨胀的条件下，垃圾产生量短期内

不可能出现下降。同时，分类得到的各

类垃圾也必须有足够的设施加以处理和

利用。离开现代化、多元化的垃圾处理

设施，城乡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都无从

谈起，垃圾分类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因

此，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地在全社会普遍

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必须将高标准的分

类处理设施建设作为根本依托。

□ 王文清

天色微亮，清晨6点不到，在福

建福州近郊，王好金和她的两个老姐

妹坐上一辆面包车，开始了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

待到日上花梢，56岁的美籍华

人杨坤和初中同学久别重逢，在一片

绿意中眺望闽江忆年少，此时距离他

离开家乡已有30多年。

他们有个共同的地理定位：福州

绿道。

织绿：为山水、为后代留白

他们所在的位置，更确切地说

是：金牛山福道。这是福州绿道中颇

负盛名的一段。

金牛山是福州市内最大的“绿

肺”之一，原是市中心的一片荒山。

曾经，老百姓守着一片绿，经常远观，

偶尔近玩，但体验感和一般的登山并

无二致。

现在，金牛山福道成为远近闻名

的网红景点、打卡圣地。空心钢管桁

架桥体，遇树让树，遇草让草，蜿蜒飞

架在绵延的山势中，桥面采用格栅

板，缝隙控制在1.5厘米以内，坡度不

超过 8°。这样的尺寸设计，不仅满

足轮椅通行，也可以让步道下方的植

物沐浴阳光、自然生长。

这一项目不仅开创了国内钢架

镂空设计的先河，更屡获国际大奖，

其中包括2018年的“新加坡总统设

计奖”。

“福州山在城中，城在山中。老

百姓喜欢登山，我们全部做成无障

碍，老老少少，甚至行动不便的人都

能上去。”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园

林景观所所长王文奎这样介绍福道

的包容性和通达度。

2017年底，金牛山福道建成，每天

迎来少则六七千、多则两三万的市民和

游客，去年游览人次达到360万。“福荫

百姓，道法自然”，是福道设计者和建设

者的初衷，如今，“还山于民”让绿色可

望可即，让城市可居可游。

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美好

生活，需要良好生态打底。近年来，

福州市政府拿出黄金地块，“大写

意”织绿的同时也在为山水、为后代

留白。

“在我们看来，‘留白’就是创造

可持续、有意义的公共空间。”金牛山

福道的新加坡设计方锐科设计董事

总经理骆文义接受采访时说，福州规

划了一些很好的步道和绿廊，这些对

于重建城市生态、促进居民健康生活

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截至2018年底，福州市建成区

绿地率达41.69%，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为15.05平方米，位居全国省会城

市前列。

“留白，就是城市的‘诗眼’。这个

‘白’，映衬着‘有’，留白为城市留下想

象的空间，留下发展的理念。”福建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蒋金明说。

描红：让生态活起来
业态火起来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现在是

福州大多数老百姓的标配。

吕倩，3年前来到福州。清晨起

床，推窗就是满眼绿。出门之后，刷

码骑车到福道，慢跑快走漫步林端

时，转角就能遇见“空山不见人，但

闻人语响”的小惊喜。她说，现在绿

道不仅是上班路，还是她的绿色“健

身房”。

有时候，她会从高处拍下“一半

山水一半城”的福州，发到朋友圈，引

来众多点赞。而远道而来实地打卡

的人也不在少数。

林长平，在北京工作了30多年，

退休后，带着80多岁的老岳母，推着

轮椅来福道，慕名体验“福气之旅”。

绿道成了“流量明星”，这在长期

关注绿道的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副教授甘萌雨看来，再自然不过。而

她思考更多的是：生态活了，如何让

业态火起来？她建议，未来绿道要借

助网红效应，开发亲子、研学、观鸟、

婚纱摄影等项目来实现流量变现，完

善业态谱系，使其成为福州形象的绿

色代言。

在把生态资源价值考虑进去之

后，如何把经济效益转换出来，把绿

色资源变成资产？今年3月，福建省

政府印发的《全力打造“全福游 有全

福”品牌总体方案》指出，福建要依托

福道、郊野公园等绿道体系及城市休

闲公园、城市综合体等，丰富休闲体

验项目，完善旅游功能，创建一批国

家级和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对此，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认

为，福州一些绿道地处重要位置、具

有良好生态和深厚历史，加上精致的

设计和多功能的业态配套，今后会从

中衍生出一些能对国内外游客产生

足够吸引力，从而成为福州新名片的

旅游景点。

“所谓去景区化或全域旅游，这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吴必虎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绿道不仅是

一条路，它也是城市规划的思路。在

前期“大写意”建设力度的基础上，现

在更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以“工

笔画”的精度描好、描红这卷福州版

的“千里江山图”。

如何让网红更有内涵、走得更

远？福州给出的答案是：以绿道梳理

文脉。

“这个地方可以西看闽江，东看

左海西湖、屏山镇海楼，让游客真正

感受福州大山水的这种格局。这算

不算是一种文化？”王文奎认为，绿道

业态要有内涵，但不是非得进行生硬

嵌入，搞个“马头墙”才叫文化。绿道

其实就是一个“城市会客厅”，是福州

文化的绝佳视点。

绿道建设不光在面子上，也渗入

了里子。从2012年福建开始有绿道

规划以来，福州绿道就和黑臭水体治

理、街巷立面整治、海绵城市建设、传

统文化再造统筹推进，综合施策。

“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绿道

建设可以进一步与城市历史格局的

保护与延续、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

环境提升相结合，在传承中发展历史

文化。”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王磐岩说。

写实：绿水青山是幸福靠山

“诗和远方”搬到了家门口，心路

拓宽了，写意般的绿水青山间，百姓

的幸福悄然间就被写实了。

流花溪，仲夏时节，“夏条绿已

密，朱萼缀明鲜”。可原先的情景在

福州仓山区老居民陈木信眼里，却是

这样的：臭得不得了，要捂着鼻子过。

整治后，“绿化环境焕然一新”，

老陈把“朋友圈”搬到了流花溪，早

晨打打地方拳，和老伙伴们“拉拉

呱”，高兴了，再来一曲福州传统乐十

番合奏。

截至目前，福州按照环城达山、

沿溪通海、绿道串公园、顺路联景点

的思路，建成滨河绿道400公里、山

地绿道175公里，实现“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福州“绿色动脉”已现

雏形。

家门口的绿道则是“毛细血管”，

构成了绿道网的“最后一公里”。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

区用地紧张，社区室外活动场所从人

的需求出发，“见缝插绿”，道路较宽

处用植物作为柔性边界，社区服务中

心就精巧地设置在这一片绿意中，公

共空间成为“社区议事厅”，环境改造

与社区营造相得益彰。假以时日，巷

道将与山道、水道一起，共同构筑福

州的“大福道”体系。

“福州绿道建设较好地体现了因

地制宜、多功能复合的特点。”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风景园林高级工程师

孙莉这样认为。

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一头连着民

生福祉。“福州近年来通过治山、理

水、铺道、串园、织网，对原有的山水

林湖田进行二次赋能，通过园林的手

法、艺术的手段，让大山小公园、大水

小溪道更加亲民、更加有温度，将自

然材质真正转化为老百姓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蒋金明表示。

绿道延伸的不仅是绿色活动空

间，更是绿色发展理念。2012年，

《福 建 省 绿 道 网 总 体 规 划 纲 要

（2012-2020）》开始实施。按规划，

绿道可无缝衔接公共交通体系，实现

自然人文和谐融合。

5 月，福州地铁进入“换乘时

代”，让市民充满期待的是，“慢

道+地铁”系统叠加后，福州将形

成一个空中、地面到地下的三维慢

道空间。

织绿、留白、描红……在王磐岩

看来，下一步，福州绿道光谱应该更

加多彩。“未来，绿道建设应在统筹城

乡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参与优

化发展格局，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

□ 王默玲 程思琪 杨有宗

“2018年上海市单位生产总值

综合能耗比上年下降5.56%。”全国

节能宣传周即在6月17日开启，上

海市用一份节能降耗“成绩单”讲述

了一座“大”城这一年来从“小”处着

眼推进绿色发展的步伐。

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市单

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比上年下降

5.56%，“十三五”前三年累计下降

13.86%，完成“十三五”总目标的

80%。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上海市规

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5.2%，已提前完成下降15%的“十三

五”总目标。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

开上海在六个方面持之以恒实践节

能取得的成果。

——动筋骨：结构调整减煤耗

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上海发

布《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负面清单

（2018版）》，提高了钢铁、化工、建

材、机械、纺织、轻工等15个行业的

调整筛选标准。全年完成市级产业

结构调整项目1460项，减少能耗量

24万吨标准煤。上海各区还各自推

进了1471项调整项目。

——推创新：技术改造促清洁

推动工业节能和绿色化改造，上

海支持116项重点节能技改项目，实

现节能量 8.77 万吨标准煤。推动

322家重点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支持

41个清洁生产改造项目，2018全年

综合利用大宗固废1000万吨，利用

率97%以上。

——育产业：发展环保更节能

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上海市

2018年节能环保产业实现总营收

1418.7 亿元，首次超过1400亿元。

上海市40余项先进节能节水、环保、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入选国家推

荐目录。

——改建筑：一砖一瓦显绿色

强化建筑节能，截至2018年底，

上海绿色建筑总量已达1.51亿平方

米，587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落实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600万

平方米，落实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面积315万平方米。

——变交通：车船推广新能源

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推广新能

源车超过7.4万辆，目前新能源车的

保有量达到24万辆。新能源公交

车投放1802辆，占更新车辆总数的

90%。内河码头、港区作业船舶码

头等区域基本实现低压岸电全覆

盖，船舶在港靠泊期间，可以停止辅

机发电，通过接驳岸上电源为船舶提

供电力，这将有效减少各类空气污染

物排放。

——促机构：公共机构先示范

加快推进公共机构节能，上海市

2018年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

耗、人均综合能耗同比2017年分别

下降2.21%和6.69%，推动45家单位

创建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

西安城墙下西安城墙下的的““慢慢””生活生活
在陕西西安城墙脚下的环城公园里，不少市民每日下午都会聚集在一起，拉手风琴、唱秦腔、打牌聊天，

享受惬意“慢”生活。图为西安市民在城墙下“吼”秦腔。 张 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