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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夏季的傍晚，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
港区东港镇一处湿地公园里，人们悠闲
地在河岸边散步、跳舞。睡莲、香蒲等水
生植物在水中舒展着身躯，不时有水鸟
翩翩飞舞……

然而半年前，这里还是污水四溢、垃
圾遍地的臭水沟。这条沟叫排洪河，夏
季行洪是它的主要功能，全长 8 . 8 公
里，流经 8 个村庄后进入渤海，入海口水
质监测一度显示为劣五类。

过去，排洪河两岸有 53 家个体养猪
场。一到夏季，蚊蝇滋生，臭味熏天，周边
群众颇有怨言。治理河流，必须搬迁猪场。

为此，市、区、镇、村四级河长没少下
功夫。然而，工作进行到一半时遇到了
阻力。“当初是镇里鼓励我们养猪的，现
在又让我们搬，肯定不搬！”一个养殖
户说。

东港镇农业办主任张建国说，为了
做工作，他带队挨家挨户上门当说客。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镇、村干
部说不通，市、区干部接着去，前前后后
去了八次，讲政策、谈发展、说环境、算
细账。

在四级干部的多次动员下，先后有

52 户与镇政府达成搬迁协议，最后只剩
下中心庄村的一个养殖户，他家养了
500 多头猪，其中能繁育的母猪就有四
五十头。

为躲避搬迁，这个养殖户赌气离开
养猪场，500 多头猪弃之不管。镇政府
组织镇、村 50 多名干部，动用 5 台运输
车，不得不将 500 多头猪暂时“迁”到一
处没有污染风险的养猪场。由于搬迁协
议一时无法达成，这些猪被“代养”了
半年。

四级河长一边着手治河，一边定期
去查看这 500 多头猪，防止发生意外。

半年中，河长们经常被半夜响起
的电话叫醒：“猪生病了”“饲料供应不
上了”……各种日常工作中接触不到
的事纷纷出现，上演了一出“河长养猪
记”。

区级河长侯葵然说：“做梦也想不
到，有一天自己竟然养起了猪，以前对养
猪一窍不通，后来俨然成了行家。”

为早日化解矛盾，各位河长使出浑
身解数，通过养殖户亲戚朋友进行开导。
最后终于和养殖户达成协议，他们的心
才算落了地。

几经治理，河水质量有所好转，流
域环境得到改善。然而，入海水质仍
不达标。

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决心挖根断
源，截污纳管、中水北调、综合治理、生
态修复、协作治污，“五大工程”齐头并
举。政府斥资 1700 余万元开展生态
修复工程，建设两处人工湿地，将污水
处理厂的中水引入；搬迁沿河两岸的
垃圾堆放场，建成油菜花海和水生植
物公园；采用环保新技术清理河底淤
泥，恢复河床自然生态；拆除违章建筑
6000 平方米，关闭 8 家散乱污企业，
为河道腾出自净空间……

河长们的决心，也在影响着周围
的村民。过去村民在河岸上种植了
花生等作物，治河过程中他们主动铲
除，并表示不要赔偿。

经过治理，目前排洪河入海河流
断面监测达到三类水质。“黑水变成了
清水，乡村实现美丽蜕变。治好一条
河，造福一方人民，我们再苦再难都值
得。”市级河长陈玉国说。

（记者张涛、郭雅茹、赵鸿宇）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27 日电

在城市建成区，一块高差达数十米
的坡地可以用来做什么？山城重庆给出
的答案是因地制宜为市民营造绿意活力
空间。原本闲置的土地资源被盘活，一
块块城市“秃斑”正悄然发生变化。

每天傍晚，家住重庆两江新区礼嘉
街道的帅昌荣都习惯带着孙儿出门散
步。今年 5 月开始，位于她家小区对面
的礼仁山地休闲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这
令帅昌荣欣喜不已。

休闲亭、观景平台、特色健身步道、
直饮水机……公园面积虽不大，但布局
十分精巧。其场地空间设计整合了儿
童、老人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分为山城步
道特色景观、平地休闲活动空间、台地休
闲观景空间等三个板块。园林打造则主
要以黄葛树等重庆乡土树种为骨架，形
成三季有花、四季有色的植物群落配置。
值得一提的是，公园内部还培育了一块
微稻田，吸引着不少小朋友前来“打卡”。

就在一年多前，公园的所在地还是另
一番模样。“以前这里是一座荒山坡，有大
量高边坡、挡墙和周边居民私垦的菜地。
山坡上原本有条通往学校的捷径，但由于
路况、环境较差，大家宁可绕远道也不走

这里。”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学勤说。
作为典型的山地城市，重庆类似这

样的闲置地、边角地、废弃地并不少见，
如坡地、堡坎、崖壁等，形成了一块块绿
化“秃斑”。自 2018 年 10 月起，重庆市
对中心城区坡坎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
行系统梳理，因地制宜实施改造提升，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绿意生活。

在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并征求周边居
民意见后，礼仁公园所在地被确立为一
处坡坎崖绿化美化的示范项目，打造“挂
毯”式的边坡景观。为控制成本、集约建
园，建设方通过对原始地形合理应用，严
格控制土石方数量，公园单方造价较以
往下降 20% 。

“公园的建成不仅美化了城市景观，
给居民提供了更多生活选择，也拉近了邻
里之间沟通的距离，居民的生活越来越多
彩。”两江新区嘉宁社区书记陈皎说。

除了坡坎崖，还有不少边角地，大多
位于小区之间或道路与建筑间。2018
年 10 月起，重庆市探索将边角地“变废
为宝”建设成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将体育
文化的内涵及体育运动标准融入设计建
造中，增加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去年夏天，在位于重庆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的大水井社区，一处边角地实现
了向社区体育文化公园的华丽变身。大
水井社区体育文化公园配有篮球场、羽
毛球场、乒乓球场、儿童活动场、原生态
健身道、林下休闲广场等场地，还栽植有
香樟树、桂花树等苗木。每天来锻炼的
人群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居民将合唱团、
坝坝舞等集体活动搬进了公园内。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不仅满足了居
民在家门口锻炼的需求，还解决了大家
的出行难题。”据大水井社区书记李静
介绍，过去由于山坡横亘其中，附近部
分居民出门要绕行很大一圈才能到达
公交站台。公园建成后，居民可以直接
穿过园内健身步道，实现快速出行。

根据规划，重庆将在 2020 年底对
中心城区 309 个坡坎崖地块进行绿化
美化；主城都市区建成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 92 个，覆盖 350 万居民。截至 6 月
底，全市中心城区坡坎崖治理项目已完
成 209 个，面积达 928 .32 万平方米。

（记者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电

城市“秃斑”变身记 四级河长“养猪”记

（上接 1 版）江苏组建由 16家单位组
成的“多规合一”技术团队，将五大新发展
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
格局、城镇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等重
新梳理，探索规划“留白”制度，为未来发
展预留空间，力求实现“优空间、护资源、
促发展”，美丽江苏的轮廓日益清晰。

纲举目张。江苏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
据，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底线，优化空间布
局，控制开发强度，推进沿江地区重化产业
战略性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战略性布局，
苏南、苏中、苏北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资源
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同时促进节约
集约，多措并举减少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
损害，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初步测算，“十三五”以来，江苏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22% 左右，
地均 GDP增长 28% 左右。

向高处行、向难处进，江苏一向不缺
勇气和办法。追求美丽与发展同行的道
路上，改革、创新、破题无处不在。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
半城湖”，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的徐
州，痛定思痛、涅槃变革，潘安湖点绿为
金、贾汪变“真旺”，一个个由“黑”变“绿”
又生“金”的生态逆转，让更多人看到生
态产业化的美好前景；

舍得“金山银山”换来“绿水青山”，
2007 年太湖水危机以来，无锡累计投入
700多亿元、关闭化工企业 4000余家，同步
推动产业向“绿”向“优”，生态更美，产业韧
性更强，重新擦亮“太湖明珠”品牌；

深刻汲取响水“ 3·21”事故教训，
江苏举一反三加强源头治理、风险防
控、监管能力、责任落实等制度建设，
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运筹当前，方能决胜长远。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江苏牢牢锁定绿色发展目标不变、
路径不偏、力度不减。一手升级主业、加
快转型，一手大幅增绿、挖潜出新。今年
上半年，全省 GDP 达 4 . 67 万亿元，同
比增长 0 . 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 8 . 8%。目前，全省已创建国家
级绿色工厂 147家、绿色园区 11 个，数
量居全国之首，绿色制造体系初步
成型。

7月初，作为全球第二块潮间带湿地
遗产、江苏唯一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盐城
黄海湿地刚刚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颁发的世界自然遗产证书。在寸土寸金的
长三角发达地带建立 2600多平方公里的
保护区，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
理解。

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提出，要让美丽
江苏成为“强富美高”最直接最可感的展
现，成为江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鲜明底色。江苏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必
须树立生态价值观念，着力建立以产业生
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
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
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推进生态文
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美丽
中国江苏典范。

宜居舒适，城市乡村各美其美

正是赏花遛鸟时节，苏州皮市街花鸟
工艺品市场内人头攒动。67 岁的何海兰
是最早一批地摊主，见证了市场人气逐渐
兴旺，也目睹私搭乱建越来越多，过道日
益昏暗。

有感情寄托，是共鸣；脏乱差，也是共
识。2019年启动整改，市场“重见天日”。何
海兰站在干净宽敞过道上，抬头就是清爽
的天际线，“仿佛回到 20年前。”
花鸟市场“变身记”只是城市有机更新

的缩影。作为全国唯一的美丽宜居城市建
设试点省，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70% 的江
苏，优势与瓶颈兼具：全省 6个城市获联合
国人居奖，全国第一；每万平方公里 100万
和 50万人口城市的密度也在全国省份中
排名第一，环境承载力已近饱和。

过去，改变城市面貌，靠的是大规模
出新；如今，更多要靠修复与修补的“绣
花”功夫。

这个暑假，位于南京汤山的矿坑公园
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蹦床、滑梯、攀岩一应
俱全，顺着栈道登顶，还能俯瞰山水城林

美景。让人很难想象，3 年前这里还是一
大片废弃的矿坑。

矿坑修复变乐园，老城修补更宜居。
南京今年打算啃一块“硬骨头”，对在册
406 幢危房进行“一幢一策”分类治理，还
系统化提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生
命周期的公共服务。

最近，镇江市退休市民余先生以家
为圆心，“测试”15分钟能找到哪些公共
服务。“健身设施楼下就有，健身步道七
八分钟内步行到达，图书馆、便利店、菜
市场都在 15分钟以内……”

未来三年，江苏将建成 1200 个体育
公园，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 . 9 平方
米，位居全国前列。

服务半径越短，宜居水平越高。15
分钟社区服务圈、10分钟公园绿地服务
圈、5分钟便民生活圈……当生活所需
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近在咫尺，绿色出
行、绿色生活也就水到渠成。

2019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全国 160
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江苏
在满意度前十的城市中占 5席，还拿到 12
个主要指标中的 7个“单项冠军”。

同是求解“宜居”之道，乡村与城市的
逻辑又不一样。走进新沂市杨庄新型农村
社区，这里保留了原村落布局肌理，古木、
水渠、小桥、菜园鳞次栉比，一排排两层小
楼错落有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一
应俱全。为了保护乡土生活习惯，当地政
府连花往何处栽、菜往哪里种、衣服怎么
晒等细节也都一一考量。

近日，江苏公布了第一批 107个省级
传统村落名单和 8条传统村落游赏线路，
为美丽乡村的文化保护建章立制。记者沿
南京江宁“桃源竹海”路线游览，7 个传统
村落各具特色，令人流连。

“什么是向往的生活？就是让所有人都
可以追逐诗和远方，自由地享受田园恬静
或是都市繁华。”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厅长周岚说，城乡建设需要人本思维，不
仅要看得见发展，还要留得住乡愁。

除了注重在风貌塑造上留住“形”，文化
内涵上留住“魂”，江苏还推动医疗、教育、文
化等重点公共资源下沉、产业发展项目下
沉，通过宜居宜业留住乡村的“人”。

盛夏时节，行驶在江苏溧阳“1 号公
路”上，耳边虫鸣鸟叫，满眼绿意盎然，365
公里长的“彩虹路”蜿蜒曲折。这条由乡村
公路改造升级而成的“网红路”，串起 220
多个乡村旅游景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致富路”。

不仅是颜值担当，这条路还承载着乡
村振兴的美好未来。两年间，紧邻“1 号公
路”的庆丰村，年集体收入从 2 . 6 万元跃
升至 260万元。返乡创业的陈莉在村里开
了一家美食店，高峰期一天光馒头就能卖
出去 3000个，“像我这类城市与农村之间
的两栖人，此心安处是吾乡。”

内外兼修，“鱼米之乡”也有“诗

与远方”

清风明月，舞榭歌台，僮仆欢迎，稚子
候门。每逢周六晚间，始建于 900 多年前
的苏州现存最古老园林沧浪亭就“活”了。

这里曾是清代文学家沈复和妻子陈
芸生活过的地方，一部《浮生六记》缠绵真
挚，写尽苏式生活的精致情趣。而今，实景
浸入式演出《浮生六记》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昆曲与世界文化遗产沧浪亭完美结合，
让人一步踏入“姑苏繁华”。

江苏拥有 13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吴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金陵文化交
相辉映，灿若繁星的人文遗产如何传承活
化、历久弥新是一道大考题。

把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留给后人？南京
的答案是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
来。”字节跳动（南京）研发中心、中航金城
无人系统有限公司、“中科紫台”创新基
地……走在南京老城区，不经意间就会钻
进一条“硅巷”，和这些“高精尖”不期而
遇。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
表示，南京将创新融入老城，实现生态、生
活、生产、生意“四生合一”，让老城的美不
仅有历史、当下，还有未来。

“新”和“古”相融，历史和现代辉映，
美丽密码穿越时空，形成江苏各地独特的
文化气韵。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闻名天下的瘦西湖向东南不到两公里处，
有 1000 多年历史的天宁寺曾是《四库全
书》和《古今图书集成》收藏地。这里，清代
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汇阁虽已不存，但遍
布全市的 24小时城市书房、乡村书房却真
真切切“飞入寻常百姓家”。

扬州常住人口 450 多万，每年有 180
多万人次走进城市书房阅读，50家城市
书房几乎全建在最热闹、最繁华之处。阅

读，穿越千年文脉，勾勒出扬州的人文
底色。

“腹有诗书气自华。”整个江苏的气
质，在厚重人文底蕴浸润下，呈现出更鲜
明的新时代印记。

目前江苏有 17 座全国文明城市，在
2018— 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名单上，又有 17个城市入围。创建文明
城市，需要硬件达标、软件过硬，最重要的
则是人的文明素质，这决定了城乡文明的
高度。

25年前，在江海之城南通，一张署名
“莫文隋”的汇款单引发了一场全城大寻
人。“莫文隋”是“莫问谁”的谐音，假名字
成了真榜样，如今这座有着 730多万常住
人口的城市，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
者，志愿项目超 10万个。

南通“莫文隋”并不孤独。宿迁古黄河
畔，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用 10多年时间，
从 4个人发展到 1万多人；镇江遗体捐献
者越来越多，生命永恒志愿服务队为家属
们送去关怀……无数立足本乡本土的志
愿者，用微小的凡人善举，不断累积江苏
的文明高度。
市民文明素质长一分，城市美丽增十

分。颜值与气质俱佳的美丽江苏，长成了
现实版“诗与远方”的模样。

“不知不觉间到这城市已十年，已不
再是那懵懂的少年，追逐着梦想，渴望着
爱情，秋去春来不说再见。”一曲《晚安吧，
昆山》表达了异乡青年梁立鹤对这座城市
的情感。四年前他和几个朋友组建“时光
碎道”乐队，当音乐梦想实现，昆山已不再
是他乡。

17 年光阴，湖南“80 后”徐维贵从技
术工人成长为产品工程师，还有了“徐维
贵”技能大师工作室，“是苏州改变了我的
生活，让我进步让我出彩。”

更多人在这里找到了人生坐标。如
今，2100 多万流动人口在江苏安居乐业，
一个个人生“小目标”成为美丽“苏大强”
的新注脚。

江苏省省长吴政隆说，美丽江苏建设
要有人文思维，既重颜值，更重气质，我们
不仅薪传文脉，以文化人，更要让每个人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找到实现梦想的广阔
空间，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共谋共治，“要我美”变“我要美”

南京老城南启动新一轮改造，在堆草
巷 31 号生活了一辈子的陈鸿荣有些担
心：一街之隔的“老门东”改造后成了热门
景点，但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烟火气没了。

陈鸿荣不愿搬走。负责改造的南京历
史城区保护建设集团董事长范宁当即承
诺：“尊重每一户意愿，迁与留都可以，我们
相互协商，拿出大家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如今，这个 70 岁的“老南京”梦想成
真：居住的院子成为“共生院落”，一半是
设计规划师的工作室，一半是他的生活用
房，如厕、洗澡不便等问题也解决了。按照
“自我更新、有机更新、持续更新”新办法，
小西湖片区 810户居民，没有迁走的占一
半左右。

小西湖改造折射江苏城乡治理思路
大变革。政府坚持共享思维、注重住户体
验，首先就要共谋共商，真正让老百姓自
愿决定，而不是替老百姓决定。

到“协商民主议事苑”谈事儿，已经成
了徐州绿地北社区很多居民解决问题的
习惯。“小区监控坏了好几年”“飞线充电
太危险”“‘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在
“议事苑”，街道社区领导、法律工作者、社
区居民等一起坐下来，谈想法、说意见，找
共识、出点子，很多“老大难”就这样被解
决了。

人人参与，才能人人满意。只有把“身
边事”当成“分内事”，才会自觉从“要我
干”变成“我要干”“一起干”。
在垃圾分类这件“小事”上，苏州老百

姓深有体会。68 岁的王玉兴说：“以前一
出单元门就是个垃圾桶，天热时一股味
道，现在倒垃圾多走几步，换来眼前的干
净清爽，值！”

一个“值”字背后是一张网和一群人
的支撑。7月，囊括 805个行政村、约 47 . 4
万户居民的垃圾分类“智慧管理网”上线，
实现垃圾收运有监控、可追踪，用精细治
理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面广量大的难题。

大数据长于“指路”，落实还需“铁脚
板”。每晚 6点半后，苏州市虎池苑社区网
格长李敏开始例行入户走访。“针对垃圾
分类执行难，我们运用行为学‘21 天习惯
养成法’来帮助居民养成习惯。”李敏说，

试点以来，实现 1400余户居民全覆盖走
访，收集各类意见 3 7 0 余条，解决
351条。

一开始“嫌麻烦”的老百姓养成“好
习惯”，背后是政府、社会、百姓“三方合
力”。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
敏表示，“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要进
一步往深里做、往细里做、往实里做，以
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机制推动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全力打造“天堂经纬”网格
化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

浇水、施肥、打药、除草……对于扬
州市民郭晓宁一家来说，定期打理彩衣
街口袋公园是最开心的“家务”。在广陵
区，已有 17个口袋公园被 100多名志愿
者“组团”认养，不仅圆了广大市民的“护
园使者”梦，这份美丽事业也越做越大。

百姓积极参与，不仅让美丽环境更
可持续，也让美好生活更加安宁。“过去
入户，常常遇到‘我家没事你别来’的闭
门羹，现在大家都热情招呼我们进来喝
杯茶。”扬州瘦西湖街道园林社区党总支
书记吴秀华说，只有人人参与治理，才能
求得最大公约数。如今，大到社会治安，
小到邻里纠纷，人心齐了，事儿就好办
了，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自然高了。

进入 7月，江苏老百姓的手机里
都收到了一条短信：“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诚邀您参与美丽江苏建设问卷
调查。”

“蓝天明显变多了，希望空气也能
更好一些。”“小区周边环境很好，能不
能督促物业提升服务？”“城市越来越
现代，以后盖房子能否多体现一些地
方文化特色？”……连日来，全省百姓
参与问卷、畅所欲言，共同把美丽江苏
蓝图描绘得更加精美、动人。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美丽江苏在上
下齐心、和衷共济的氛围中日新月异，
生动回答了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
社会如何和谐相处的时代之问——在
发展中呵护绿色，在创新中讲究协调，
在开放中力求共享。江苏的美丽实践，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普遍感到惬意、
舒心和幸福，乐意把自己的命运与这
方水土紧紧地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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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2020 年 7 月 1 日，在南京小西湖片区，一名居民走过改造一新的共享花园。 新华社记者 杨 磊 摄
右上图：无人机拍摄的徐州市云龙湖景色（2019 年 10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左下图：这是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苏家村（2020 年 4 月 8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右下图：在江苏盐城东部沿海的大丰野生麋鹿活动区拍摄的麋鹿（2020 年 6 月 9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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