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西部

地区产业结构深度

调整、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市场前景

不断看好、基础设

施逐步完善、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大

产业、大项目扎堆

兰州新区，也正是

看重了这些原因。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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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黑龙江省生态环

境厅发布消息，哈尔滨市将在

2020年年底前实现城乡医疗

废物百分之百集中收集处置。

根据哈尔滨市出台的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全覆盖整治工作

方案，哈尔滨市将在今年底前建

成由“村卫生室（所）收集、乡镇卫

生院中转、市区集中处置”构成

的三级医疗废物转移处置体系。

今年年底前，哈尔滨市每

个乡镇卫生院都将设立医疗废

物中转站，完善乡镇卫生院医

疗废物暂存设备、设施建设，建

立医疗废物转移处置标准化工

作规程。

今后，哈尔滨市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将对医疗废物收集、

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环境

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完善收集转运专用车辆运

行日常调度，确保乡镇全覆盖、

收集无死角、限时有保障。同

时，主管部门还将发布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单位名单、处置种

类和联系方式，强化对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单位的监督。

（马晓成）

□ 王铭禹

投资32亿多元的甘肃德

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

高档电解铜箔项目不久前投产

运营；共计53个项目，总投资

120多亿元的兰州新区化工园

区前期基础设施正在加快建

设；新希望六和公司200万头

生猪生态种养循环全产业链项

目正在加快建设……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兰州新

区采访看到，尽管年度过半，但

企业投资热度不减，各大项目

工地、厂房内呈现出一派热火

朝天的场景，一批新材料、精

细化工、现代农业等绿色生态

产业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有的

已经建成投产。

在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

操作机器，将铜原料进行电解，

再经过一系列加工后，一张张

薄如蝉翼的铜箔闪着“金光”徐

徐而出，甚是精美。

“我们生产的最薄铜箔已

经达到6微米，处于行业领先

水平，主要用于锂电池、电路板

等高端客户群体需要。4微米

铜箔也将根据国内外市场需

求投入生产。”该公司董事长

韦诗彬说，项目全部建成后，可

实现年产高档锂电池用铜箔4

万吨，电子电路用铜箔1万吨，

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电解铜箔生

产基地。

兰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

杨军表示，该项目对于延伸甘

肃新材料产业链，填补优质电

解铜箔生产空白，引导甘肃铜

加工产业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距离这家公司不远的兰州

新区化工园区内，水、电、路、

气等基础设施已经建成，污

水处理、供热等项目正在加快

建设，预计今年 10 月可投入

运营。

兰州新区化工园区负责人

周鹏介绍，该化工园区远期规

划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将重

点发展化工新材料、产品研发

和中试、医药中间体等产业。

目前已经引进产业项目53个，

总投资120多亿元。“我们计划

5年内形成千亿级的化工产业

集群。”周鹏说。

近年来，随着西部地区产

业结构深度调整、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过去制约西部投资的

市场、基础设施等因素正在逐

渐减弱，西部地区市场前景不

断看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大产业、

大项目扎堆兰州新区，也正是

看重了这些原因。

“兰州新区周边有色金属

等产业发育成熟，原材料充足，

兰州、西安等地新能源汽车和

相关产业市场需求旺盛，上下

游产业链完善，而且地处丝绸

之路经济带关键节点，交通区

位优势明显。”韦诗彬说。

此外，兰州新区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吸引产业投资的“头号工

程”，在行政审批上做“减法”，

在利企惠企上做“加法”，创新

驱动效果逐渐显现。

据了解，兰州新区全面推

行“承诺制、零收费、信息化、代

办制”，无偿为企业提供帮办服

务。企业投资审批事项精简为

13项，企业开办提速至1个工

作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

网通办”，307项服务事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

同时，试行弹性出让、租赁

或先租后让等土地供应方式，

项目从洽谈到开工建设时间缩

短一半。“以甘肃德福新材料公

司为例，从项目洽谈到开工建

设用了不到4个月，前期手续

办理不到30天，能如此快速落

地，新区的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功不可没。”韦诗彬说。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兰州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19.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2%，主要指标增速均居国家

级新区和全省第一。

“从投资项目特点来看，大

数据和信息化、生物医药、现

代农业、先进装备制造等绿色

生态产业正在成为主力，新兴

产业加速聚集，绿色正不断成

为兰州新区发展的‘底色’。”

杨军说。

本报讯 享受碧海蓝天、

体验洁净沙滩，以海岸带、海岛

自然人文景观为依托的滨海旅

游业，正开始领跑我国海洋经

济增长。

按自然资源部最新统计

数据，目前我国滨海旅游业、

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渔业

已经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其增加值占主要海洋

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47.8%、19.4%和14.3%。其中

领跑增长的滨海旅游业2018

年实现增加值16,078亿元，同

比增长8.3%。

据了解，海岛和滨海是人

们观光休闲、避暑疗养、回归自

然、放松身心的优选空间和理

想场所。当前，全球滨海旅游

蓬勃发展，逐渐呈现出高端度

假驱动、邮轮港口驱动、民风民

情驱动等多种发展模式，以及

海岛观光、海岛休闲、水上运动

等多种旅游产品。特别是在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大背景下，我国滨海旅游快速

发展，日益成为广大群众旅游

消费的新热点。

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说，

数据显示，作为我国拥有最多

海岛、最长海岸线、第二大海域

面积的省份——浙江滨海旅游

呈现强劲发展态势。2018年

浙江海岛地区接待游客接近

1亿人次，总收入超过1500亿

元。滨海旅游成为海洋经济新

亮点，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悉，滨海旅游业包括以

海岸带、海岛及海洋各种自然

景观、人文景观为依托的旅游

经营、服务活动，主要包括海洋

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

宿、体育运动等。目前我国滨

海旅游业需求强劲，同时也面

临推动海洋资源循环利用、遏

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等严

峻挑战。 （王立彬）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对

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进

展情况开展综合督查，共发现

重点问题102个，主要涉及自

然保护区、省级以上工业园区、

黑臭水体整治等环境问题。

根据现场核查情况，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

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整改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

也存在思想认识不高、标准把

关不严、工作作风不实、进展滞

后等问题。

对此次综合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办公室和湖南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分

别采取通报、曝光、交办、发函

督办等措施，进一步压实整改

责任。 （史卫燕）

让 绿 色 成 为 发 展“ 底 色”

古村旅游古村旅游
助力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西溪南镇依托当地徽州古村落及生

态环境资源，着力打造民宿集聚区，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助力乡村振

兴。图为无人机拍摄的徽州区西溪

南镇的村落。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祖国北疆蓝祖国北疆蓝宝石宝石：：呼伦湖呼伦湖
呼伦湖是内蒙古重要的淡水湖，在调节气候、修复生态、涵养

水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前些年，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呼

伦湖出现湖面缩减、水质变差等问题。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着力抓好呼伦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建立

呼伦湖水资源配置及调度运行管理机制，累计向呼伦湖补水80多

亿立方米，一期综合治理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二期综合治理工程

项目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19.6亿元，环湖餐饮、旅游经营全部

关停。

内蒙古生态环境厅的数据显示，目前呼伦湖水域面积增至

2028平方公里，主要水质指标总体保持稳定向好趋势，重现碧水

与草原交相辉映的和谐景象。祖国北疆的蓝宝石熠熠生辉，光彩

夺目。图为一只苍鹭在呼伦湖岸边起飞。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湖南对突出生态环境整改情况开展督查
102个生态环境问题被“紧盯”

我国滨海旅游正领跑海洋经济增长
成为广大群众旅游消费新热点

哈尔滨出台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方案
年底前建成三级医疗废物转移处置体系

大数据和信息化、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先进装备制造等绿色生态产业
正在成为甘肃兰州投资项目主力

□ 王 贤

“原来小区乱搭乱建，道路

也不通，一下雨污水横流，垃圾

堆就在居民楼中间，臭气熏天；

改造后真是旧貌换新颜，街心

花园、健身器材、生态停车位、

循环沥青路应有尽有。”湖北省

鄂州市鄂城区桂花园社区75岁

的居民陈晓生戴着“小黄帽”，

义务在社区巡逻，维护来之不

易的良好居住环境。

2018年以来，为解决群众

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鄂

州市按“先拆后建、先地下后地

上，先民生后提升”的原则，投

入8亿元在中心城区40个社区

开展老旧社区整治和改造（以

下简称“４０工程”）。短短一

年间，一个个脏乱差的老旧社

区变身为环境优美、整洁和谐

的美好家园，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提升。

老旧社区普遍私搭乱建、

违章建筑较多，挤压了公共空

间，破坏了人居环境，也使得改

造空间受限，影响“40工程”有

序推进。新华社记者在东塔社

区、濠塘社区、桂花园社区等地

走访，发现一片片原来的门面、

私房等违章建筑被拆除，取而

代之的是一条条循环小道、一个

个街心花园和一排排生态停

车位。

鄂州市城管委副主任胡钟文

说，他们已拆除违法建设4435

处、13.9万平方米，打通消防通

道 112 处，规整“蜘蛛网”947

处，升级改造店招191家、2350

平方米。

违法建筑拆除了，社区改

造就有了空间。于是，一个个

改造工程有序实施：建设背街

小巷雨污水支管、畅通排水，修

复破损道路、打通交通微循环；

新建小游园，拆违建绿、拆墙透

绿、见缝插绿、阳台增绿，推门

见绿。通过循序渐进的修复、

活化、培育，让旧城区老而不

衰，魅力常在。

在滨湖社区，原有70多个

院子被打通，公共空间大幅增

加，按“窄马路、密路网”的道路

布局理念打通交通微循环。在

东塔社区，一个个街心小花园

爽心悦目，让老社区焕发新活

力；在桂花园社区，因地制宜设

置的宣传壁画，古老红砖砌成

的围墙，保留着社区的记忆。

生态停车场、造型石材铺

就的羊肠小路、茂密的树木，八

一小区23栋楼栋长潘细娥深有

感触：“以前苦于场地限制，没

有地方锻炼身体。自从拆除围

墙建起小游园，街坊邻居就爱

来这里锻炼、拉家常，日子有滋

有味。”

为防雨雪天滑倒，小广场

地面换上了防滑砖，非机动车

库的斜陡坡道改成了安全的缓

陡坡道，这些小细节让居民十分

暖心。通过“一拆、二清、三改、

四修、五绿”，越来越多的居民

体会到老旧小区改造的好处。

“最让人感动的，是‘40工

程’真正走群众路线，不只按施

工设计图纸建设，还能根据老

百姓的要求和建议进行改进，

践行了‘群众说好就是好’的改

造理念。”66岁的桂花园社区业

主委员会主任熊裕忠每天早上

7点到晚上7点义务在社区收

集群众意见，带领党员群众代

表开展协调工作，“社区改造的

设计图纸都要我签字，工程监

督、竣工验收也要我签字。”

“40工程”实施中，鄂州市

和施工方中建三局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充分倾听群众意

见，入户走访1.2万余户，收集

意见4000多条；组织街办、社

区、党员群众代表，在每个社区

成立工作专班，充分激发群众

参与的热情。

中建三局基础设施投资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楚安说，“40

工程”是个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始终以群众满不满意为标

准，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满足群

众诉求。有的设计方案改了十

几遍；一个项目从设计到落地

一般只要一个多月，有的小区

搞了六七个月。

随着一个个小区的竣工，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大大提升。短短一年，“40工

程”项目部就收到各街办社区

及居民代表赠送的锦旗 15

面，成了鄂州市民点赞最多的

工程。

老 旧 社 区 变 身 美 丽 家 园
湖北鄂州投入8亿元在中心城区40个社区开展老旧社区整治和改造，短短一年间，

已拆除违建4435处，打通消防通道112处，规整“蜘蛛网”947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