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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2 年的开发建

设，生态城的植物种类由

最初的 66 种增加到 265

种，累计绿化面积近 900

公顷，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50%。

900公顷

炒饭、奶茶、炸鸡……100 多家小吃店沿街

排开。3 月 21 日，时值周末，江苏镇江网红打卡

点东风步行街人气很旺，但是却看不到传统小吃

摊脏乱差的现象。

东风步行街如此兴旺却能保持环境整洁，离

不开江苏的一项重大环保创新政策——“绿岛”

政策。

“东风步行街毗邻江苏大学，原来的小吃摊

烟熏火燎，污水横流，面临着‘治污要赔，不治要

停’的两难。后来，街道巧借‘绿岛’东风，获得

‘环保贷’支持，统一铺设油烟净化管道，统一接

管污水，小吃街再也不是‘蓬头垢面’。”镇江振华

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振华介绍。

2020 年以来，江苏按照“集约建设，共享治

污”的理念，启动“绿岛”建设试点，建设可供多个

市场主体共享的环保基础设施，实现污染物统一

收集、集中治理，破解中小企业治污与发展难

题。“绿岛”政策的实施，既为老百姓保住了饭碗，

又守住了环保底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中小企业生存

艰难，同时生态环境保护持续高压，让企业面临

新的窘境：环保不达标经营不下去，而投入大量

资金治污后，成本大幅抬升、企业不赚钱，同样经

营不下去。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如何让企业既保持活力

又健康绿色呢？经济大省江苏拿出了方案。按

照“集约建设、共享治污”的理念，去年以来，江苏

渐次铺开了“绿岛”建设，共建共享环保公共基础

设施，以降低中小企业治污成本。最终，有望实

现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治理、稳定达标排放，成

为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就业、改善环境质量

的多赢之举。

位于镇江新区的华科电镀产业园，聚集了

43 家电镀企业。如今，所有电镀企业产生的危

废不再自行处理，而是统一通过排污管直接进入

新建的共享治污设施——“绿岛”。不仅实现了

危废集中治理、稳定达标排放，还让危废品中重

金属的回收利用率达到 90%。

镇江金石电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海鑫说：

“作为企业，过去我们要单独花费五六百万元甚

至更多费用去建设污水处理厂，而且还不一定能

达到稳定达标排放。庆幸的是我们接入了‘绿岛

’，每年只要花费一两百万元的排污费用，就能确

保我们在环保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据悉，为了推动“绿岛”建设，2020 年初江

苏各地就对包括汽车维修、家具制造、电子电

镀、畜禽水产养殖、商业综合体餐饮服务、食品

工业、危险废物集中处置等多个行业进行了摸

底排查。申报、审核、复核、入库，“绿岛”项目

有序启动。

“绿岛”作为江苏的一大创新，让生态环境部

门在扮演严格监管角色的同时，体现出服务发

展，甚至助推经济发展的一面。

“执法监管不是猫鼠游戏，更不是关停整治

的代言人。”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法监管也是一种保护和支

持，“我们仍将坚持以服务促达标，真心实意帮助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解决治污难题、提振发

展信心。”

助企业既保持活力又健康绿色

在江阴兴澄特钢厂厂区内，一个公用危废处

置项目正在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区域内的“绿

岛”，不光江阴兴澄特钢厂受益，周边企业也可以

使用。

此前，该园区无论大小企业，所有危险废

物产生单位都必须建设暂存库，这不仅大大提

高了企业的建设运行成本，还增加了企业环境

管理风险。

建设危废公用暂存库，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污

染治理成本高、处置去向难等问题，也进一步拓

宽了优质企业发展空间。

目前，按照“集约建设、共享治污”理念，2020

年江苏投入约 82.87 亿元，建设了 106 个“绿岛”，

让 3万多家中小企业受益。

实施“绿岛”政策，一批集约建设的环保设施

将污染治理成本分摊下来，让企业治污成本大大

降低。

在常州金坛区，这里聚集了北电爱思特（江

苏）科技有限公司、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航锂电科技有限

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正在成为国内锂电池产业

链新高地，预计 3年内可实现产值超 1000亿元。

NMP 是生产锂电池电极非常重要的材料，

锂电池产业链产生的 NMP 废液处理问题，成为

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痛点。伴随一座工业“绿

岛”的建成，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NMP废液进入原料储罐后，先进行脱水操

作，再经过精制塔精馏提纯等操作，各项指标都

合格之后返还给锂电池厂再次使用，我们现在项

目一期日产量可以达到 120 吨。”常州江环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环能源）生产运营总

监李建强介绍了 NMP废液“变废为宝”的奥秘。

江环能源回收利用 NMP 水溶液项目，年回

收利用 NMP 水溶液可达 12.5 万吨，目前一期工

程已完成。

过去处理 NMP 废液，更多的是一次性加

工和收集，循环和再利用过程缺失。而经过这

个“绿岛”项目，NMP 废液提纯回收率能达到

96％以上，每吨节约费用在 5000 至 1 万元之间，

既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同时实现区域内

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双赢。

共享治污设施为企业降本增效

林果、水产、畜禽等农业产业，为江苏构建了

一片民富村强三农振兴画卷，与此同时，农业生

产过程中的粪便、秸秆、藻泥等也带来了大量的

面源污染。

“占地 4000 平方米的预处理池即将投用，扬

州市宝应县望直港镇獐狮社区将实现企业废水

全部达标排放。”在獐狮社区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现场，宝应县望直港镇环保助理谷全喜满脸喜

悦。他告诉记者，獐狮社区 5公里范围内有 33家

从事莲藕加工的企业，从 2017年开始，望直港镇

对排放不达标企业停产整治，一些没有废水处理

能力的小企业只能关停。

“多亏政府建了统一的污水处理项目，我们

再不用担心废水处理了。”蓝宝石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卢庭柱说。

针对种养业废弃物问题，常州打造了一个

9000 平方米的“绿色中枢系统”——武进区农

业废弃物、绿化废弃物、蓝藻及其他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项目。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建成

投入使用。

“我们就是为周围 4个乡镇的种养业废弃物

‘兜底’的!”常州市天绿生态有机肥有限公司董

事长高庆华说，这个“绿岛”项目可以处理常州武

进区 4个乡镇的种养业废弃物，年产生态有机肥

料 5万吨。“虽然一年只能赚两三百万元，经济收

益不算高，但社会效益非常大：既守护了环境，又

让其他企业能安心搞生产。”高庆华说。

在泰州市春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春光打开车间大门，正在发酵的猪粪、鸡粪

堆成一个个小土丘，“我们采用先进的分子膜静

态发酵技术处理畜禽粪便，车间是负压的，基本

没气味。”李春光说。据悉，该公司一年可处理

30 万吨畜禽粪便，处理量占整个兴化市总处理

量的三分之一，生产有机肥 15 万吨，产值达到

5000万元。

“新基建的本质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

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绿岛’项目共建共享治污设施，本质上是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的新基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朱新华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标准，完

善监督考核执法措施，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运行。

农业“绿岛”点亮美丽乡村

“绿岛”项目共建共享治污设施，本质上是生态文

明建设领域的新基建。应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标准，

完善监督考核执法措施，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运行。

朱新华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邓泳怡）川金丝猴“点点”犹如一个

高超的杂技演员，双手抓住树枝，荡个秋千就到了另一根树枝上。“点

点”怀里的猴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并时不时探出头来，圆溜溜的大眼睛

打量着“新世界”。3 月 17 日，记者探访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以下

简称长隆），被这温馨又有趣的一幕逗乐了。记者了解到，这只长隆的

川金丝猴家族新成员现已满月，它也是此园区出生的第二十四只川金

丝猴幼崽。

“点点”为人工育幼长大的母猴，此次为头胎产子，成长过程中也没有

带仔经验。长隆保育团队采取人为辅助的方式，在不分离母仔的情况下，

初期协助幼崽吃奶，及时调整“点点”抱幼崽的姿势，既保证了幼崽的健

康，也为母猴积累了带幼崽经验。

川金丝猴为中国境内特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与大熊猫、金毛羚

牛、朱鹮并称中国四大动物国宝。目前，全球金丝猴仅存 5 个物种，均列

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分别是川金丝猴、滇

金丝猴、黔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和越南金丝猴。目前我国分布的主要是前

4种金丝猴。

自 1997 年引入川金丝猴后，目前长隆已有 4 个种群近 50 只川金丝

猴。拥有 20 多年的灵长类保育经验的长隆动物保育专家陈思明称，金

丝猴群体在正常情况下，为一雄多雌的家庭群，并有“阿姨行为”，即母

猴产下幼崽后，群体中其它的母猴（尤其是年轻未生育的母猴）会协助

带幼崽，“这样主要有两个好处，产子的母猴能够节省体力尽快恢复，年

轻母猴也能获得带仔经验。”陈思明说。而在群体中没有其它母猴的情

况下，长隆保育团队通过与猴群的长期相处，模拟猴群行为并成功协助

了首次生产的母猴带幼崽。

川金丝猴宝宝满月

人工育幼保证幼崽健康成长

宏伟壮丽的三峡，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现在三峡又将迎来新发展。重庆市发布《“三峡库心·长江盆景”跨区

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谋划了一大批重点项目。

3 月 18 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扈万泰介绍，这

个项目群上到三峡库尾，下到长江三峡大坝，正好位于长江三峡库区的核

心位置，是推动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保护长江文化，实

现文旅融合特色发展的最重要的核心项目群之一。

据了解，项目群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近千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江、湾、溪、岛、湿地、草场等自然资源富集，

江城、江镇、江村、江景等人文环境有机融合。有石宝寨、西沱古镇等景

点，忠文化、盐文化、移民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展现着山水自然

之美和城乡特色之美。且江峡相拥，风光如画，具有世界级休闲旅游度假

资源，是三峡库区的新名片、新地标。

《规划》项目群主要包括四大类、260余项重点项目。

在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方面，渝万、渝宜、万黔 3 条高铁将集聚并形成

枢纽。沿江高速公路南北两线以及梁平—忠县—石柱高速公路交汇。陆

路、水上多种交通形式联运，形成完善的交通网络。

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方面，将依据石宝寨、西沱古镇等地的文化底

蕴，实施皇华岛考古遗址公园、巴盐古道文化走廊等一批项目，推动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

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规划》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要素，实

施沿江生态屏障建设、河流水系生态治理、长江岸线消落带生态治理等一

批项目，着力保护和改善区域整体生态环境。

在健全旅游服务体系方面，将强化旅游接待、服务和集散功能，建设

“大三峡”精品旅游目的地。

《规划》中还提出，要突出独珠半岛—皇华岛—鸡公咀片区、石宝寨—

西沱古镇—水磨溪片区等七大重点片区布局，做靓“三峡库心·长江盆景”

大品牌，规划带动周边更大范围的城乡融合发展。

扈万泰表示，到 2035 年，项目群区域内将实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

富的有机统一，建成长江经济带跨区域绿色协同发展示范区。

“三峡库心·长江盆景”主要范围涉及万州、忠县、石柱 3个区县，万州

区政府副区长颜森表示：“我们将把武陵镇打造成‘三峡库心’风情小镇。”

《规划》指出，要将忠县城区—三峡港湾片区建设成为“三峡库心”最

美江城。对此，忠县县长黄祖英表示，将依托独珠半岛地理优势和资源条

件，加快建设乡村振兴的“江村”样板，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塑造“江

村”意境。同时忠县还将依托皇华岛独特的自然生境和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存，加快建设绿色江心岛。

四大类260余个重点项目

打造“三峡库心·长江盆景”

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做什么事，“，“点点点点””都紧紧抱着自己的猴宝宝都紧紧抱着自己的猴宝宝。。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近日，中新天津生态城（以下简称生态城）“海

绵城市案例集”编制完成并正式发布。“我们在招

商中发现，现在的创业者除了会考虑政策支持外，

也更加关注区位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

美的自然环境，都是营商环境的加分项。”在北航

星空众创空间的工作人员祁颖看来，这些都是吸

引企业落地中新天津生态城的“金字招牌”。

在生态城建设中，一抹“绿色”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时光回到 12 年前，生态城三分之一是盐

碱荒滩、三分之一是废弃盐田、三分之一是污染

水面，原有自然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在开

发建设过程中，生态城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的发

展理念，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构建复合生态

系统。

盐碱地上构建特色植物群落

植物群落分布与土壤含盐量密切相关。

生态城区域内土壤盐渍化程度高，有机质含

量低，不利于植物生长。在生态城建设前，这里

木本植物极为贫乏，仅在区内道路两侧零星分布

有一些榆树和旱柳，绿地系统基本处于空白。

“如何在盐碱地构建出生态宜居环境，是生

态城建设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中新天

津生态城建设局副局长张春雷介绍，他们通过原

土倒运、挖填平衡、调配土壤等措施，使盐分聚集

到土地表面，再通过晾晒和清理，最大程度降低

土壤含盐量，从而改善土质。

为了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稳定，避免出现大量

引进外来树种不适应、难成活的问题，生态城把

本地适生植物当作城市绿化的当家植物。在建

设之初，就制定了本地植物指数不小于 70%的指

标。按照该指标要求，生态城在盐碱地绿化实施

过程中，以国槐、白蜡、刺槐等既适应本地气候又

反映地方风格的乡土植物为骨干树种；引入法

桐、皂角、银杏等适应性快的外来树种，丰富植物

多样性；适当点缀观花、观叶、观果植物，配置火

炬、芦苇、碱蓬等耐盐碱植物，打造了层次分明、

季相显著、丰富多彩的生态景观植物群落，形成

了具有生态城特色的滨海盐碱地生态绿化景观。

经过 12 年的开发建设，生态城的植物种类

由最初的 66 种增加到 265 种，累计绿化面积近

900公顷，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50%。

为保护湿地严控建设开发项目

生态城所在区域处于渤海湾的重要生态敏

感区，是春秋两季候鸟迁徙的必经驿站。生态城

及周边地区共记录到鸟类 191种，其中水鸟种类

为 100种，水鸟对湿地的依赖性极大。

依据环境本底调查，生态城内蓟运河故道及

其两岸具有丰富的原生湿地资源，本地物种聚

集，且是候鸟过境栖息的区域。

“我们充分尊重自然本底与区域生态的联

系，将蓟运河故道作为重点保护区，严格划定禁

建区、限建区、已建区和可建区。”张春雷介绍，禁

建区内严禁任何与生态修复无关的建设与开发，

限建区内进行保护性开发，严格控制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和开发强度，保护自然湿地和水面。

生物多样性，首先要保证植物物种的多样

性。生态城充分考虑动物对食源树种的偏好，在

蓟运河故道区域成片种植桑树、构树等，为候鸟

提供充足的果实；在城市公园中栽种山楂、杏树、

枣树等，满足刺猬、野兔和松鼠等动物的食物需

求；与此同时，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将水体串联起

来，形成总长度约 8 公里的“活”水，为鱼类提供

良好的生存环境。

实现生态系统自我调节

在开发建设之前，区域内的生态系统结构较

为简单，主要以盐田、水库及河流故道、荒地为

主，零星分布少量耕地、果园及村庄等，景观单

调、植物覆盖少。生态城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

建设中修复、在发展中优化的思路，构建起了“湖

水—河流—湿地—绿地”复合生态系统，实现生

态系统自我调节和自然涵养。

湿地被喻为“生态之肾”，生态城将自然湿地

保护纳入指标体系和总体规划中，确保自然湿地

净损失为零。在保留、恢复、修复原始湿地的同

时，建设了惠风溪公园、南堤滨海步道公园等一

批独具特色的人工湿地。

生态城还将积存 40年的污水库改造成为碧

波荡漾的景观湖，经过 3 年艰苦努力治理污水

215 万立方米，并通过挖深湖底、堆山造岛，沿湖

建设 8 公里长绿化带，形成风景优美的湖岸景

观。如今，生态城内的公园“串连成线”，滨水景

观形成了规模。

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莫训

强博士在对生态城的生态环境调研过程中表示：

“随着生态城的开发建设，区域的景观类型、用地

类型以及土壤质量都得到了改善，生态城区域从

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人与自然共存的复

合生态系统，为不同类群的动物和植物提供了丰

富的生存空间。”

以生态为先，盐碱荒滩变绿色家园

破解破解““治污要赔治污要赔，，不治要停不治要停””困境困境

““绿岛绿岛””让中小企业共享治污让中小企业共享治污
环保时空

绿色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