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阅读

苏州河沿着上海中心
城 区 蜿 蜒 42 公 里 ，承 载
着不少人的城市记忆。近
年来，上海市长宁区改造提
升 苏 州河 沿 岸 景 观，建设

“人与城相融、园与城一体”
的城市公园与游憩绿地系
统，让周边环境更加宜人，
市民游客享受休闲健身的
乐趣。

■■身边的绿道③身边的绿道③R

流 水 响 ，菖 蒲 摇 ，马 鞭 花 紫 ，国 槐 叶

绿 …… 园 中 斑 斓 ，游 人 意 浓 ，拿 起 手 机 ，记

录甘肃兰州新区的美。

“我们遵循‘生态、自然’原则，根据气候

和土壤特性，选择耐寒、耐旱树种。”兰州新

区市政集团绿洲生态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春荣说，城市绿化要四季有景、开窗

见绿，做到落叶树和常青树搭配，乔木与灌

木、地被植物相结合，营造出景观层次丰富、

季相变化明显的疏林草地景观。

“兰州地处西北，无霜期近 150 天，土壤

存在偏碱性、有机质含量低、全盐含量高、易

板结等问题，须科学选树、科学种树。”绿洲公

司总工程师张治泉说，他们成立了“绿洲工

匠”创新工作室，对新区气候、土壤、水质特点

开展分析研究，并不断改良相关区域土壤 pH
值，有机质、氮磷钾含量，直至满足种植要求。

截至目前，兰州新区选择适宜栽植的树

种 180种，其中有国槐、河北杨、馒头柳等乔木

75 种，苦水玫瑰等灌木 51 种。雪松、云杉、樟

子松等常青树 13种，叶李、红叶石楠等彩叶植

物 17种。同时，还引进了适应性强、耐盐碱的

金银花、甘草等。现在，兰州新区正逐步形成

集观赏、药用、食用与水土保持于一体的多样

化植物体系，丰富了绿化植物品种，由绿化迈

向“美化”。

红色枝条摇曳，宛若火焰起伏，每到深

秋，兰州新区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便会吸引

市民前来“打卡”。

“ 柽 柳 又 名 红 柳 ，俗 称 荆 条 ，为 落 叶 灌

木或小乔木，能防风固沙，可改良盐碱地。”

绿 洲 公 司 公 园 管 护 站 站 长 王 少 秋 说 ，柽 柳

能将吸收到体内的盐分通过泌盐孔排出体

外，有效改良盐碱土壤，是兰州新区推广的

宜林树种。

“坚持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理念，不

栽奇花异草，不种名贵树木，不为追求观赏

效果而忽视自然规律，而是让城市绿化更符

合生物链、生态链要求。”兰州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罗耀宗说，兰州新区自建

设之初，在植物配置方面就已考虑为野生动

物提供安全的栖息环境。比如，为保护生物

多样性，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种植了海棠、

苹果、沙枣等食源树种，为鸟类、昆虫、小型

哺乳动物提供“口粮”。每到秋季，成熟的沙

枣果实为灰椋鸟提供了充足食物，成群的灰

椋鸟在沙枣林中嬉戏觅食。

通过广植苗木、改善水质等措施，秦王

川国家湿地公园已逐步形成了水、鸟、鱼共

存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目前能观测和拍摄

到的鸟类从 2021 年的 58 种增加到 70 种，增

长 20.7%，白骨顶、绿头鸭、斑嘴鸭、灰雁等已

在这里形成了稳定的种群。“今年是兰州新

区获批国家级新区 12 周年，这座从荒滩上

拔地而起的新城绿化景观面积已达 2500 多

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36%。”罗耀宗说，基本

实现了“开窗见绿、出门进园、三季有花、四

季有景”，未来，兰州新区将继续科学推进城

市 园 林 绿 化 工 作 ，让 绿 化 成 果 更 好 惠 及

大家。

甘肃兰州新区科学开展绿化

丰富植物种类，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报记者 王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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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

今年前 7 月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6894 亿元，同比增长 12.8%，其

中增发国债安排的水利项目完成投资 2585 亿元。前 7 月，全

国实施水利项目 4 万个，同比增长 17%，其中新开工 2.6 万个，

同比增长 23.9%。

前 7月，全国开工 34项重大水利工程，较去年同期多 8项，

总投资 2082.5 亿元，同比增加 954.9 亿元。前 7 月，全国水利

项目施工吸纳就业 168.3 万人，同比增长 3.3%。其中，吸纳农

村劳动力 135.3 万人，同比增长 8.1%。

下一步，水利部将持续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重

大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管理，把水利各项工作做实、做深、

做到位，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为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态势作出贡献。

今年前7月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894亿元
同比增长12.8%

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常钦）

日前，《自然资源部关于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

《意见》全面部署推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明确了总体要求、实施路径、实施

内容和实施保障，对深入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充分发挥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平台作用，助力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土地整治是“千万工程”迭代升级

的 重 要 平 台 和 抓 手 。 2019 年 ，自 然 资

源 部 部 署 开 展 全 域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试

点 。 截 至 2023 年 底 ，1304 个 试 点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4488 亿 元 ，完 成 综 合 整 治 规

模 378 万亩，实现新增耕地 47 万亩，减

少 建 设 用 地 12 万 亩 ，形 成 了 一 系 列 可

推广、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全域整治成

为 优 化 空 间 布 局 、服 务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重要平台。

《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全域土地综

合 整 治 的 平 台 作 用 ，以 县 域 为 统 筹 单

元、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综合运用

相 关 政 策 工 具 ，促 进 城 乡 要 素 平 等 交

换、双向流动，优化农村地区国土空间

布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产生

活条件，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和城乡融合发展。

《意见》提出，在保持空间布局总体

稳定的前提下，可对土地开发利用方式进行局部微调、统筹

优化。针对农用地集中连片整治、建设用地整理、自然生态

本底保护修复等主要整治内容，明确了整治目标、任务、支

持政策和底线要求，并对整治工作中“三区三线”优化微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

政策运用做出详细规定。

在实施保障方面，《意见》要求完善工作机制、鼓励多方参

与、做好资金统筹。按照省份负总责、市级监管、县乡实施的

原则，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公众参与的工作机

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专家、智库和土地经

营权主体作用，通过财政支持、金融支撑、社会投入、政策驱动

等多渠道落实整治工作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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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家庄 8月 21日电 （记者邵玉姿）记者从河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为加强建筑垃圾污染治理，严厉打击建

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理和跨省份偷运乱倒行为，自 8月起至 10月

底，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开展 2024 年度打击建筑垃圾偷

运乱倒行为专项治理“零点行动”，进一步遏制行业乱象，保护

城乡环境。

行 动 期 间 ，京 津 冀 三 地 有 关 部 门 将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结

合 无 人 机 航 拍 、卫 星 监 测 、车 辆 轨 迹 和 电 子 运 单 等 技 术 手

段，全面排查整治违规行为。对确需实施跨省份协同处置

（或利用）建筑垃圾行为的，核实经营单位是否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在京津冀相邻交界农村地区的坑塘、沟谷地、废弃

河 道、林 地 ，以 及 铁 路、高 速 公 路、干 线 公 路 等 开 展 拉 网 式

整治，严厉打击私设消纳场、违法接收处置建筑垃圾行为，

严防建筑垃圾在农村违规消纳。

京津冀三地联合开展行动

推动建筑垃圾偷运乱倒行为专项治理

苏州河，沿着上海中心城区蜿蜒 42公里，

行至长宁区，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万航

渡路沿河延伸，已有上百年历史，将华东政

法大学长宁校区和中山公园分隔开来；坐上

公交车，沿途是一处处百年建筑和一株株古

树名木……

虽然被如此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包围，

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曾有过烦心事：临河

不见河、公园被围墙阻隔、步道狭窄、休闲绿

地少……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近年来，长宁

区改造提升苏州河沿岸景观，实现东起江苏

北路、西至外环线、全长 11.2 公里的步道贯

通，让“人与城相融、园与城一体”的城市公

园与游憩绿地系统惠及更多市民和游客。

精雕细琢，景观建筑
气质相配

在万航渡路 1575 号，苏州河形成一个

“几”字形，与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紧紧相

拥，形成一块三角形区域。穿过校园，向着

河边走，经过一道铁艺拱门，滨河步道便映

入眼帘。

以前这里可没有这么敞亮，一些年代久

远的设施沿河散布，“临河不见河”曾经令周

围居民、学校师生感到遗憾。

2021 年，苏州河华东政法大学段景观

提升工程启动。

“一侧是苏州河，一侧是 27 栋校园历史

建筑，改造施工得下足‘绣花’功夫。”长宁区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郁夫说。设计团

队增加滨水区域的坡度，让行人可以沿着坡

道抵达河边，一览河上美景，整体景观也更

“通透”。步道上铺设了总计 8 万块弹格石，

每一块均为厚度达 10 厘米的大理石拼贴

砖，砖上的扇形纹路优美雅致。

“这些精心设计、拼贴的纹路，是为了让

景观和周围清水砖墙、飞檐翘角的历史建筑

气质相配。步道临河岸线的用材均采用了

灰色基调，让景观更有整体感、氛围感。”郁

夫说，施工建设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困难，比

如，大型工程车辆进不来，就先用吊机把材

料送进来，再靠人工一点点挪位。

“通过拆除改造，原有的滨河开放空间

扩大了，步道宽度拓展至 4.5 米，将沿河景观

更好地开放给市民。”郁夫说。

推窗见绿，走出家门
就是公园

在苏州河“几”字形的“两脚”处，是中山

公园的 2 号门和 3 号门。

“以前，从 2 号门到 3 号门的这段路非常

不好走。”3 号门附近万凯小区的居民林密

说，“人行道狭窄，一侧是车水马龙，另一侧

紧贴着公园北侧的围墙，经常出现人车混

行的情况，一路走下来都得小心翼翼地。”

随着苏州河沿岸改造提升工程的开展，

2022 年，中山公园的围墙拆除了，公园北侧

与万航渡路融为一体。公园专门开辟出一

条步行林荫道，行人通过此路段时，可以直

接从公园中穿行，不仅远离车流、更加安全，

还能欣赏园内美景。

公园的 2 号门处设有一个无轨电车公

交站台，这也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公交线路

20 路的起点。围墙拆除后，站台被草坪、灌

木 等 环 绕 ，公 交 车 到 站 ，仿 佛 开 进 了 公 园

里。公园的 3 号门附近建成了一片绿茵茵

的广场，广场上设有一座亭廊，不远处还有

一棵树龄超过 150 年的悬铃木。傍晚时分，

林密经常会到这里散步，一边观赏古树，一

边欣赏苏州河美景。“现在，走出家门就是公

园啦。”林密说。

串珠成链，健身步道
不断延伸

夜幕降临时，家住长宁区的李君喜欢出

门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夜跑。“以前我家附近

没有长距离跑道，有时候只能坐地铁去找地

方跑步。”李君说。

随着苏州河长宁段步道贯通工程不断

推进，李君的跑步地点离家门口越来越近。

从中山公园到虹桥河滨公园再到风铃绿地，

现在，她可以从任何一处苏州河岸线的点位

出发，一边欣赏沿河美景一边奔跑，不用频

繁为避让行人、车辆而放慢脚步。

来到北翟路与中环路的交叉口时，可以

看到中环高架桥南北横跨苏州河。“以前一

到这里就觉得‘灰扑扑’的，只想赶快离开，

现在这里设施齐备，环境也更美了，成了我

的休息站。”李君说。

2020 年 ，为 了 改 造 提 升 苏 州 河 畔 景

观 ，长 宁 区 启 动 中 环 桥 下 空 间 更 新 项 目 。

设计师利用高架桥的结构，将桥下空间分

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采用了鲜明的主

题 色 和 动 物 图 案 ：西 南 区 域 是 黄 色 ，水 泥

柱上有可爱的猎豹涂鸦，这里被改造成一

处室外篮球场；东南区域是一匹匹斑马在

绿色的草坪上“奔跑”，这里是一处五人制

足球场；东北和西北区域是粉色火烈鸟主

题 ，还 设 置 了 瑜 伽 室 。 健 完 身 ，沿 着 旋 转

楼梯登上一处观景平台，可以俯瞰苏州河

两岸美景。

“曾经单调的桥下空间，成了色彩缤纷

的游乐园。跑步经过这里，心情舒畅，平时

也是个运动休闲的好去处。”李君说。

近 年 来 ，长 宁 区 以 步 道 为 线 ，采 用 串

珠、成线、连片的方式，将苏州河沿线打造

成一条连接市井百态的“城市项链”。这条

“城市项链”正在继续延伸，在长宁区西端，

苏州河绿道实现了与 6.25 公里长的外环绿

道相连。

现在，李君又爱上了骑行。“外环绿道

上既可以休闲锻炼，又可以承接自行车和

马拉松比赛，我的锻炼更有动力了。希望

有 一 天 ，我 可 以 在 家 门 口 参 加 比 赛 。”李

君说。

图①：苏州河华政段边的一处花园。

图②：中环高架桥下的健身空间。

图③：苏州河俯瞰。

以上图片均为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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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常钦）记者 21 日从自然资

源部获悉：今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聚焦耕地保护和生态

保护两条主线，开展土地、矿产、林草、海洋等自然资源和国土

空间规划一体化全面督察。为发挥警示教育作用，督促各地

依法依规切实保护耕地，加强生态保护，坚决整改纠正违法违

规问题，自然资源部集中公开通报 2024 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发现的 80 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

据介绍，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市县政府主体责任、相关

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顶风”侵占耕地挖湖造景仍有

发生，落实“大棚房”问题常态长效监管、严防杜绝问题反弹

不到位，对农村村民住宅房前屋后违法占用耕地甚至永久

基本农田建设庭院的苗头性问题发现制止不及时；一些市

县政府及其部门非法批地、违法征地、主导推动违法占地；

一些地方对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遏制不力；一些地方违

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违法采矿、违法违规建设；一些

地方以设施农业、平整场地、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各种名义

违法采矿及持续违法采矿；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围填海、破坏

红树林、违法违规用海侵占生态保护红线、破坏自然岸线；

有的地方对督察发现问题整改不力甚至弄虚作假，这些违

法违规行为严重冲击耕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危害国家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将持续跟踪督促通报问题的整

改，对边改边犯、拖延整改或整改不实、弄虚作假应付整改的，

将按照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调工作机制要求移交移送。

自然资源部通报80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