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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德市走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两手抓的路径，按照
“以用定治”的原则，统
筹矿山土地综合利用，
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
地，让废地复活变发展
新高地。

60 版

“十四五”开局之年，北京市经济持续

恢复，重大改革加速推进，充分展现出首都

城市的强大韧性和活力。1月5日~10日，

北京进入“两会时间”，代表委员将审议讨论

这份开局之年的“首都经济卷”。

显“韧劲”铆“干劲”
蓄“后劲”

重庆成“水陆空”三型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

本报讯 记者曲静怡报道 近日，

重庆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在当地授牌。

重庆成为全国唯一“水陆空”三型国家

物流枢纽的承载城市。

国家物流枢纽分为陆港型、港口型、

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

边境口岸型等6种类型。2019年、2020

年，重庆先后获批2个，分别为港口型国

家物流枢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此次，重庆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被

纳入“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

单。其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境内，规划面

积9.8平方公里，已建成面积6.9平方公

里，力争通过5年~10年高水平、高标

准、高质量的建设运营，构建面向全球的

航空直运、中转、集散物流服务和空铁、

空公、空空多式联运格局，建成面向东

盟、外联欧美、辐射全球的临空经济、枢

纽经济示范窗口，成为国家物流枢纽网

络的重要战略支点。

“十四五”时期，重庆空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将聚焦国际航空物流枢纽、中新

（指新加坡）“双枢纽”航空物流运营中

心、临空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战略

安全保障基地四大发展定位，努力建成

西部领先、国际知名的空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其主要承担四大基本功能（中心

场站+干线运输枢纽、分拨配送枢纽、多

式联运枢纽、国际物流服务）和四大延伸

功能（综合性自由贸易服务、物流供应链

金融服务、空港数据中心服务、应急保障

服务）。

重庆市渝北区委副书记、区长廖红军

说，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拥有空铁公水

开放口岸和多式联运资源条件的国家

中心城市，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的四极之一。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

成功获批，进一步补齐了重庆市国家物

流枢纽链条，重庆成为全国唯一一个

兼具港口型、陆港型、空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的城市。

河南漯河市成功创建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本报讯 记者曲静怡报道 日前，

河南省漯河市成功创建“河南省装配式

建筑示范城市”。河南天成鸿路绿色建

筑产业有限公司（漯河市临颍县）获批

“河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目前，漯河市已建成省级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2个，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生产企业3家，装配式建筑开发、设计、

施工龙头企业15家，装配式PC构件设

计年产能达18万立方米，装配式钢结构

年设计产能达25万吨。2021年，全市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在建项目21个，建筑

面积167.9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的成功创建，

有效提升了漯河市绿色发展形象，促进

装配式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

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区域竞争力，有利

于拉动内需、带动就业、增加财政收入、

稳定区域劳动力人口结构，推动区域经

济的转型发展。

下一步，漯河市住建局将进一步加

大装配式建筑推进力度，完善保障措施，

加强政策支持，推进产业发展，加快装配

式建筑应用步伐，到2025年实现全市装

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

到50%。同时，探索总结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发展经验，切实发挥示范引领

和产业支撑作用。

□ 吴慧珺

冬日寒冷挡不住谋发展的热情，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新杭镇党委书

记陈文杰正忙着在工地上查看项目

的进展。放眼望去，山坡上树木郁郁

葱葱，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陈文杰

说，再过3年，这座由社会资本参与

修复的废弃矿山，将变成以汽车零部

件、成套装备、新材料等为主导产业

的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成为广德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陈文杰所在的位置曾是广德市

新杭镇的一处废弃矿山青龙天石

矿。矿产资源的开采造成部分山体

植被破坏、岩体裸露。目前，当地正

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积极盘活废弃矿

山，让它同时具备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废弃矿山复绿，青山即将变“金

山”。投资18亿元的新能源汽车零

部件项目、投资10亿元的车轮毂电

机项目、投资3亿元的数控机床项

目、投资10亿元的文旅项目……新

杭镇的矿山还在修复，但项目已蓄势

待发，未来这个片区将打造成为宜业

宜居的产业新城。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让满目疮痍的矿山变为郁郁

葱葱的青山，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广德市市长周其红说，近年来，

广德市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两手抓的路径，按照“以用定治”的原

则，统筹矿山土地综合利用，盘活矿

山存量建设用地，让废地复活变发展

新高地。

广德市通过市场化方式推进复

绿盘活废弃矿山的做法，是安徽省因

地制宜整合废弃矿山资源综合利用

的重要成果。安徽改变以财政资金

投入为主、为治而治的矿山生态修复

模式，坚持积极探索市场化方式推进

矿山生态修复新机制，构建整合利用

资源“以用定治”的矿山生态修复新

模式，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率,提升

用地保障能力。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胡春武

说，让社会资本对矿山修复进行总体

规划设计，以此为基础来实施修复工

程、优化空间布局、导入相关产业，既

实现了科学修复，又助推了当地产业

发展，也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重要途径。

在社会资本加持下，“以用定治”

成了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现实路径，

安徽昔日不少“生态疮疤”变身为“网

红打卡地”：马鞍山市当涂县曾经废

弃的国安采石场变成了一座大型野

生动物园；芜湖市繁昌区峨山头废弃

矿山从荒山秃岭变成了“城市绿肺”；

淮北市绿金湖矿山从采煤塌陷区变

成了城市生态走廊带的枢纽……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

护修复的意见》，明确鼓励支持社会

资本全过程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开展

生态产品开发、产业发展、科技创新、

技术服务等，对生态保护修复进行全

生命周期运营管护。

社会资本唤醒沉睡的废弃矿山，

位于新杭镇的牛头山矿区也因此重

新焕发生机。2019年，关闭的牛头

山矿区在社会资本赋能下，掀开了转

型发展的新篇章。复古街区、田园综

合体、产业孵化园……当地对原有废

弃工矿地、生产生活设施及道路房屋

进行修复再利用，一个集办公、商业

餐饮等服务配套和文化体验为一体

的活力街区已有了雏形。

据胡春武介绍，“十三五”以来，

安徽省共摸排废弃矿山3538个，实

际修复矿山2516个、面积1.65万公

顷；累计投入资金52.12亿元，其中

社会资本投入11.5亿元。

安徽省还出台《关于探索利用市

场化方式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

实施意见》，谋划建立市场化方式修

复废弃矿山项目库，目前入库项目

60个，其中基本符合“以用定治”理

念的项目有14个。

胡春武表示，下一步，安徽将运

用市场化方式继续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矿山生态修复，通过明晰自然资源

产权、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生态资产

开发、生态补偿等方式，探索更多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

□ 韩朝阳

热火朝天的机械厂、荒凉闲置的

厂房、文艺时尚的创意园区……同一

片土地，不同的时间，河南洛阳人

封竣译见证了 180 亩厂房的历史

变迁。

这180亩厂房属于原洛阳建筑

机械厂，这家生产了我国第一台压路

机的工厂60余年前落户洛阳市老城

区。在封竣译的童年时代，工厂喧嚣

热闹。随着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工厂外迁，厂房闲置。

十三朝古都洛阳是历史文化名

城，也是工业重镇，“一五”期间，全国

重点工程有7项落户洛阳。

随着洛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一

些昔日热火朝天的工业厂区成了冷

清的闲置空间，如何转化利用？

原洛阳建筑机械厂与隋唐洛阳

城宫城遗址相邻，对投资文化创意园

区的郑少峰来说，这里是一块“宝

地”。“厂房改造空间大、成本低，自带

历史文化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郑少峰说。

顺着“保护工业遗产、延续城市

文脉、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2017

年，原洛阳建筑机械厂的180亩废旧

厂房迎来“新生”。

废旧车间改造成海派咖啡馆，

旧仓库建成钢琴文化艺术馆，半成

品库变身书店……红砖灰顶的苏式

厂房年代感厚重，时尚的文娱业态

现代感十足，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

历史感深沉，强烈的反差让改造后

的洛阳天心文化产业园成为“网红

打卡地”。

如今已是洛阳天心文化产业园

总经理的郑少峰说：“我们注重每一

家入驻商家的特色，这里有洛阳第

一家钢琴文化艺术馆、第一家大型蹦

床乐园、第一家海派咖啡馆。”

园区改造时，在北京星海钢琴集

团工作的封竣译一眼看中了老厂房

的“艺术魅力”，他返乡创业开了洛阳

第一家钢琴文化艺术馆。如今，钢琴

文化艺术馆已在园区里举办了数百

场音乐展演。

“我想做有浓浓洛阳味的书店，

自然、纯粹、有温度的书店，这里有

历史遗迹，有工业印记，和我的愿景

高度契合。”产业园内“澄明之境”

书店经销商谭俊梅保留了旧厂房屋

顶的木制框架、外部的红色砖墙，甚

至廊檐下的搪瓷碗灯，将书店打造

成4年举办了约800场活动的热门

店铺。

如今，洛阳天心文化产业园已成

为入驻80余家商户、年接待150万

人次、年营收1亿元的文化园区。盘

活闲置资源，加快产业转型，实现动

能转换，推动经济发展，古今交融、传

承文脉的文化园区成为洛阳的新

地标。

□ 周卓傲

地铁里程保持世界第一、轨道交

通车辆保有量世界第一、全自动线路

规模首度跃升世界第一……始于

1993年的上海地铁，在短短28年时间

里斩获诸多“世界第一”头衔。

伴随着上海轨道交通14号线、

18号线一期北段2021年12月30日

开通初期运营，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

运营里程正式突破800公里，达到

831公里。上海也因此成为世界上

首个地铁里程突破 800 公里的城

市。运营里程增长的同时，上海地铁

也从单一的交通运输功能逐步成长

为综合服务的城市地铁网络。

“建地铁就是建一座城，地铁不

仅缩短了时空距离，其本身也是城市

的风景线，体现了城市文化和现代生

活方式。”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董事长

俞光耀说。

何为“建地铁就是建一座城”？

上海地铁站用一个个案例给出了属

于自己的答案：流动的“车站美术馆”、

上海地铁音乐角、中外诗歌进地铁、海

派名家地铁行等一系列艺术文化活

动，让原本单调的交通出行变为“可阅

读、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化之旅。

提取石库门的经典元素一大会

址·新天地站、充满经典海派元素的

淮海中路站、灵感来源于奇幻梦境般

的豫园灯会，充满婉约风情的豫园

站……上海508座地铁站点也成为

乘客文化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

“14号线车站设计，引入空间艺

术和艺术空间的概念，集功能性、人

文性、艺术性于一体。”上海同济建筑

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郑鸣表示，车站别具特色的装修主题

及艺术装置，将为城市留下可阅读的，

有情、有味、有品的城市第二空间。

地铁的发展，不仅改善了出行方

式，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上海市轨道交

通1号线莲花路站，一座已经运营超

25年的车站，在2021年12月10日迎

来全新面貌。改造之后，莲花路站不

仅化解长期大客流压力，也让公共交通

和商圈无缝衔接，成为集出行、居住、

消费、娱乐、工作于一体的都市新生态。

此外，地铁车站5G网络加速建

设、多条线路周末延时运营、覆盖至

全网络站点的AED（自动体外除颤

仪）、夏季“分区调温”等人性化措施，

也让乘客感受到这座地下城的温暖。

最新数据显示，上海轨道交通客

流日均已达1200万人次，面对客流

量的迅猛增长，只有高效运转才能保

持线路畅通。申通地铁集团副总裁

邵伟中介绍，目前除郊区线路以及新

线外，上海外环内的轨道交通线路高

峰运行间隔均已实现了2分半钟以

内的目标，其中9号线最快110秒一

趟车，10号线正在努力测试100秒

运行间隔。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7年开始，

上海地铁开始智慧化探索，2019年，

上海地铁“信号系统智能运维体系”

上线。作为国内首创，该系统破解了

地铁关键系统健康状态量化评估难

题，实现了智能化的主动维修决策。

不过对于上海地铁来说，发展远

没有结束。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7-2035年）》，上海将建设约

1000公里的市域线。《长江三角洲地

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则提出了新

一批市域铁路规划建设项目，比如，

嘉闵线北延伸、南汇支线、南枫线、上

海示范区线、奉贤线等。未来，这条

位于上海地下的“城市动脉”将不断

延伸，串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安徽探索“以用定治”新模式助力矿山生态修复
让“生态疮疤”变身绿色发展“新增长极”

洛阳180亩厂房“变身记”
古今交融、传承文脉的文化园区成为洛阳的新地标

28年831公里 上海“城市动脉”建起一座地下城

椅子也是风景椅子也是风景：：
上海上海打造打造““可可以坐下的城市以坐下的城市””

口袋公园、城市商圈、滨江绿道……在上海

的城市公共空间随处可见供休息的椅子。据

了解，上海正在打造“可以坐下的城市”，已完成

9000余处公共空间休憩座椅的优化提升，各

具特色的座椅成为城市“精细治理”的名片。

上图：1月2日，人们在静安寺商圈的座椅

上休息。

左图：1月2日，人们在徐汇区徐家汇公园

座椅上休息。 新华社记者 王 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