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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传真

宁德市大力推进海洋
环境综合治理，由单一
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
法律、政策、经济、行政
手段转变，由单个部门
“条块分割”向多个部
门“齐抓共管”转变，由
单一注重环境质量改
善向协同促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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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1月~7月，

安徽大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光

伏组件累计销售超过600MW，

同比增幅200%；安徽中铁工程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威”品牌

外加剂产品应用于京沪高铁、京

广高铁等多个国家重点铁路工

程项目，年外加剂产品销售数量

超过20万吨，连续4年位列中

国聚羧酸减水剂企业和外加剂

企业前5名；安徽恒鑫环保新材

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可降解环保

纸杯产品获得各类专利12件，

并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起

广泛合作关系，半年产值同比增

长211.28%……短短几年时间，

安徽合肥庐阳经开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一路高歌猛进，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呈现爆

发式增长，为庐阳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庐阳经开

区今年前7个月实现战新产值

16.03亿元、同比增长107.44%，

占全区总量比重达90.18%，拉

动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21

个百分点。其中，安徽中铁工

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大

恒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实现

产值14亿元，增长强劲。

近年来，庐阳经开区瞄准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力，按照“集聚

式、链条式、特色化”原则，打出

创新驱动组合拳，在不断引进新

兴产业的同时，重点抓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目前，庐阳经开区已

基本形成以大数据、大健康、智

能制造、智慧物流等为主的新兴

产业，传统印刷包装、钢材剪切

加工、电工电器等产业也通过科

技创新实现提档升级。

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园区投资营商环境的提升。

今年以来，庐阳经开区全面实施

任务明确、分工清晰的领导班

子包保项目机制，9名班子成员

联系重点项目，先后百余次深入

项目现场，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23个，有力推动了项目落地、开

工、建设、投产。今年上半年，庐

阳经开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64亿元，同比增长13.91%。

下一步，园区将加快建设

长三角国际贸易中心，抢抓安

徽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契机，

以合肥国际陆港为核心，积极

构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强化

区域联动发展，打造产业创新

和内陆开放新高地。以产城

融合理念，推动规划布局、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管理服务

等全面升级，打造园区转型发

展示范区。立足现有发展基

础，依托各类产业平台载体，

扎实推进全省开发区标准地

改革试点，坚持“以亩均论英

雄”，推动园区经济优存量、促

增量，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集聚地。

（赵 明 杜 琼 张海帝）

□ 本报记者 丁 南

□ 胡 蔚

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

和谐。拥有海岸线1046公里、

海域面积4.45万平方公里的福

建省宁德市，海上养殖综合整

治取得决定性胜利，销声匿迹

近30年的中华白海豚重返当地

海域，“清海”工作“宁德模式”

被列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督

察整改看成效”典型案例和全

国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绿色典

型案例。

记者从宁德市委改革办获

悉，近年来，宁德市大力探索海

洋环境综合治理新模式，由单

一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

政策、经济、行政手段转变，由

单个部门“条块分割”向多个部

门“齐抓共管”转变，由单一注

重环境质量改善向协同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变，走出

了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

同并进的新路子。

打好综合治理“组合拳”

素有“海上牧场”之称的宁

德三都澳海域，是全国最大的

大黄鱼人工育苗和养殖基地，

曾经无度无序的养殖业严重破

坏了海洋生态环境。宁德市通

过实施三都澳海域环境综合整

治“1+N”工作方案，系统推进海

洋环境治理，使三都澳海域焕

发出新生机。

推进海上养殖综合整治，

奏响“海上田园”新乐章。宁德

市做好一“控”二“清”三“转”四

“管”：依法关停非环保养殖设

施生产企业，源头管控阻断非

环保养殖设施下水；开展“千人

作战”“百日攻坚”，实现禁养区

内养殖设施全部清退；规范持

证养殖，将“泡沫浮球+木板”养

殖设施全部转型升级改造为环

保塑胶养殖设施；坚持网格化

管理，实行县级“日巡查”、市级

“周巡查”，全年不间断、海域全

覆盖。综合整治以来，全市累

计投入资金47.72亿元，清退和

升级改造渔排142.7万口、贝藻

类55万亩。

强化海漂垃圾治理，建立

“海上环卫”新机制。宁德市通

过实行“源头减量—海上清理

—堆场转运—岸上处置”全链

条治理，建立海上养殖区生产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制度，定点

设置垃圾集中回收设施，统一

收集上岸；新建转运堆场27个，

集中转运上岸垃圾，由市属国

有企业成立专门海上环卫机

构，配备人员180余名、船只32

艘，统一负责清理打捞海漂垃

圾，对打捞垃圾实行回收再利

用为主、无害化处理为辅。

开展入海排口排查整治，

建立排污监管“一张图”。宁德

市坚持“有口皆查、有水皆测”，

采用无人机航拍初排、徒步踏

勘核验等方式，对全市1046公

里岸线和必要的上溯范围全面

排查，排查总长度约 5000 公

里，摸排出各类入海排口2308

个，绘制排口“一张图”，为开展

分类整治、规范管理夯实基础。

强化海上综合执法，构建

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网”。宁德

市先后出台《进一步加强协作

配合依法保护环三都澳近岸海

域生态环境的意见（试行）》等

制度，设立海上违规养殖举报

中心，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联

合执法和办案机制；实施“蓝

剑”“亮剑”等专项执法行动，

2020年共查处渔业及非法倾废

案件17起，核查海域使用疑点

疑区21个，有效推动问题整改。

念好经济发展“山海经”

渔船穿梭，水鸟低翔，新型

塑胶渔排连接成片，俨然一幅

海上生态画卷。作为福建东北

翼的重要生态屏障，宁德市强

化顶层设计，下好海洋环境保

护“先手棋”。在推进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中，将海洋环境保护

指标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生态环

保责任并严格考评约束，明确

领导干部履行经济和生态责任

时“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出

台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明确养殖户“哪里可以养、养什

么、怎么养”；实施养殖属性和

空间信息“一张图”管理，县、

乡、村三级网格权责清晰、责任

到人……

海域环境持续改善，换来

的是海清水净、“渔旅结合”的

“海上家园”。围绕推进“渔旅

结合”新业态，宁德市全力念好

“山海经”、种好“山海田”、画好

“山水画”。

突出规划先行。制定《宁

德市三都澳海上渔业与旅游融

合发展规划》，深入挖掘浓厚旅

游特色文化，充分利用提升改

造后的养殖设施，建设生态休

闲渔业示范区、“休闲渔业+生

态旅游”乡村振兴富民实践区。

打造特色品牌。大力建设

集海水养殖、渔耕体验、海洋观

光、科普教育为一体的休闲海

洋渔业示范综合体，将丰富的

海洋旅游资源和浓厚的渔文化

内涵相结合，形成以霞浦为主

的国际滩涂旅游摄影品牌，打

响“中国十大风光摄影圣地”

“中国最美滩涂”等品牌。

典型示范带动。福安市建

设宁海村、北斗都村“海上田

园，多彩渔村”，福鼎市建设小

白鹭海滨度假村，霞浦县溪南

七星海域新型“海上牧场”成为

2020“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心

连心”宁德慰问演出地。

延展产业链条。先后出台

全国首个港湾塑胶养殖设施建

设工程技术规范，构建全国首

个港湾塑胶养殖设施技术体

系，在全省率先组建塑胶产品

质量检验中心，促成36家新型

养殖设施生产企业落地；推出

全国首个海上养殖设施险和产

品质量险，构建金融信贷、渔业

保险、质量管控、验收管理等服

务保障体系，不断做大做强上

下游产业链条。

海域洁净，航道通畅，产业

升级。“东方大港”三都澳，承载

着几代闽东人开发海洋、经略

海洋、保护海洋的梦想，如今正

变为现实。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 龚杰媛

近日，湖南省发改委印发

《湖南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擘画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新蓝图，

引领湖南坚定不移、积极稳妥

推进新型城镇化，走正走实具

有时代特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据湖南省发改委有关人士

介绍，《规划》坚决把握“三个体

现”：一是体现稳中求进总基

调。科学拟定发展目标，到

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63%左右，力争远期到2035

年，基本实现人的现代化、城市

现代化、产业现代化、治理现代

化、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率达到

72%。二是体现新发展阶段时

代特征。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

新趋势，战略性提出建设面向

未来的现代化城市，系统性提

出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

文、韧性六个方面的要求，把城

市打造成人民高品质生活的空

间。三是体现相关规划协同一

致。充分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意

见建议，在城镇化发展格局、产

业发展定位、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统筹考虑

各方诉求，与国家、省内相关总

体规划及国土、科技、产业、应

急、教育、医疗、人社、公安、交

通等相关专项规划充分衔接，

确保规划内容的全面性、目标

的一致性和工作的统一性。

优化全省城镇化空间格

局。从7个层次构建全省城镇

化空间格局。一是做大做强

长株潭都市圈，进一步提升核

心带动能力，打造全国重要增

长极。二是以长株潭都市圈辐

射带动“3+5”城市群联动发

展，推动岳阳、衡阳两大省域副

中心城市差异化定位和快速化

发展。三是沿主要高铁通道引

导人口、产业等要素集聚，打造

京广、沪昆、渝长厦三条高度集

聚城镇发展带。四是分类引导

省内区域性城镇群特色化发

展，因地制宜推进郴州“大十

字”、益沅桃等城镇群提质提

速，提升区域协同发展能力。

五是强化县城重要载体作用，

扎实推进县城补短板强弱项，

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服务能

力，全面提升县城承载能力和

综合实力。六是培育发展重点

小（城）镇，壮大特色产业规模，

推进产镇融合，提升经济发展

效益和就业带动能力。七是做

强做优区域中心城市，促进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质量。健全农业转移人口户籍

制度、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常住人口全覆盖、提升农业转

移人口融入城市能力、完善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

重点从落户、住房、社保、医疗

卫生、教育、就业创业、法律保

障等方面，使全体城镇居民共

享城镇化发展成果。

建设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城

市。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

色、人文、韧性城市。宜居城市

方面，重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构建全龄友好城市、加大住房

保障力度，将棚户区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内容纳入其中，保持

城市旺盛生命力。创新城市方

面，重点推动城市创新转型、构

建城市创新载体、深入推进产

城融合，大幅提升城市产业核

心竞争力和吸纳就业能力。智

慧城市方面，前瞻布局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高效便民数字政

府，丰富智慧城市应用场景，以

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为突破口，

提升城市运行效能。绿色城市

方面，深入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推进形成绿色低碳循

环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和建设

运营模式，显著提高城市人居

环境质量。人文城市方面，突

出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和历史景

观整体性保护，传承创新历史

文化，塑造独特城市风貌，丰富

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韧性城市

方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增强

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健全城市

应急体系，提升城市抗风险能

力与自愈能力，做到内外兼修。

推进城市高水平治理。构

建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

市规划空间治理水平、提高城

市社会治理水平、加大配套改

革力度，从规划、建设、管理等

“全周期管理”角度，推进城市

高水平治理。

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人、地、钱、技”等要

素双向自由流动，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城乡公共

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产业

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

补、协调互促、共同繁荣的新型

城乡关系。

本报讯 投资33.6亿元的

江淮新能源乘用车搬迁项目、

投资30亿元的年产1020万条

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签约安

庆经开区，投资20亿元的高端

专用化学品及系列特种材料项

目签约安庆高新区，投资22亿

元的深圳悦目智能穿戴及车载

显示配件生产项目签约安庆迎

江区……随着一批批大项目、

好项目签约落户，践行工业立

市兴市强市的安庆“双招双引”

硕果盈枝。

近年来，安徽省安庆市聚

焦工业强市战略，把“双招双

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抓

手”，明确目标，实干争先，迅速

掀起新一轮招商引资、招才引

智热潮，为实现“进百强、上台

阶”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

在顶层设计上，该市进行

大胆创新和突破，出台《关于进

一步推进高质量招商引资招才

引智工作的实施意见》《安庆市

双招双引优惠政策指导意见》

等，明确全市招商引资目标任

务，进一步聚焦工业大项目、头

部企业、主导产业，把招引大项

目、好项目和引进优秀人才智

力资源作为聚集创新发展动能

的主要手段，着力打造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以及

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环境的产业

发展生态。

在招商引资上，四大班子

领导亲力亲为外出招商，组建

42个县干招商组，不断创新招

商方式，深入长三角、大湾区、

京津冀等重点区域招商。1月~

7月，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75

个，其中工业项目214个，10亿元

以上项目17个；新引进高层次

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团队15个。

兴达新材料、智租科技等总投

资416亿元的112个项目分7批

集中开工，福田雷萨、英科医疗

等项目加快推进，普利制药、泰

恒化工等项目竣工投产。

如今，安庆工业强市的思

路正因“双招双引”的不断深入

而愈发清晰。今年6月下旬，该

市还开展了双招双引“三看三

比”第一次巡回检查活动，不仅

是一次经济发展的“大检阅”、

一次项目建设的“大比武”，更

是一次高质量发展的“大促

进”，激励各地出实招、干成事。

（华 铭 保 妹）

护“海上家园” 筑生态屏障
福建宁德市创新海洋环境综合治理新模式，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新路，

“清海”工作“宁德模式”被列为全国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绿色典型案例

把握“三个体现” 走正走实新型城镇化道路
湖南出台“十四五”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人的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产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城镇化率达到72%

安庆：高质量“双招双引”硕果盈枝
前7个月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75个

庐阳经开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增长
前7个月实现产值16.03亿元，同比增长107.44%

沈海高速沈海高速
海口段加紧海口段加紧施工施工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

段是G15沈海高速和G75兰

海高速在海南的“最后一公

里”，也是海南省高速公路连

接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唯一通

道，路线全长 13.727 公里。

目前，G15 沈海高速公路海

口段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

60%，计划在2022年底建成

通车。图为沈海高速海口段

项目施工工地。

新华社记者 郭 程 摄

特色乡村旅游助力共同富裕特色乡村旅游助力共同富裕
从2021年开始，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湖源乡分别成立了以民

宿、餐饮、山货为主体的三个产业联盟，依托龙鳞坝特色旅游资源，

大力发展民宿、农家乐、山货等富民产业，通过联盟带动交流合作、

客源互补，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带动当地百姓致富。图为游客在湖

源乡龙鳞坝旁一家民宿内休憩赏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