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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新时代新步伐

炼钢炉前钢花飞溅、工厂烟囱
傲娇林立、卡车满载货物飞奔……
过去的马鞍山、柳州曾因工业发达
而充满荣耀。然而与此同时，工业
快速粗放发展也给当地人带来了烦
恼：烟尘、酸雨和垃圾，钢厂厂区

“连飞过的麻雀都是黑的”……党
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国家发展战略布局，成为涉及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
任务，我国包括马鞍山、柳州在内

的许多工业城市的生态环境随之发
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昔日的污染重
灾区成了生态环保模范城市、宜居
城市。纵观这些一路艰辛、成功转
型的老工业城市，美丽嬗变中的

“加”“减”“乘”“除”都做得相当
出色。

“加”，为提升环境质量进行大
手笔、全方位的投入。钢铁企业的
三废污染量大且成分复杂，治理难
度相当大。加大环保投入，依靠科
技进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治
理力度，建立严格的生态监管制度
体系……马钢在实施去产能中实现
了企业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源优化升
级 ， 柳 钢 为 了 摘 掉 污 染 “ 黑 帽
子”，十几年投入 70 多亿元建成多
个节能减排的环保项目，实现了绿

色转型。
“减”，在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下壮士断腕。化
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设备，再挣
钱的项目只要跟污染沾边都要关
停，所以“摇钱树”柳州锌品厂关
了；再诱人的投资只要跟污染沾边
都不能引进，所以马鞍山把一项过
亿投资拒之门外。总之，任何以牺牲
生态环境换取利益的行为都摒弃。

“乘”，环境治理给城市发展带
来事半功倍的推动效应。发展观念
的不断进步，带来了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断调整，
趋向和谐。如今，无论在马鞍山还是
柳州，产业与生态亲如一家，人与自
然合若一体，生态成了城市响亮的

“金字招牌”，生态旅游一体化发展，

如此凝聚的城市绿动力，为加速社
会经济长远发展积攒了后劲。

“除”，环境治理让城市天空湛
蓝、空气清新、水质纯净，使每个
人都享受到了轮廓清晰的城区美景
和尽情呼吸的清新空气，徜徉其中，
山清水秀、蓝天白云成了绿色福利，
自然也换来了老百姓的口碑。

一座城市的活力，绝不仅仅因
为它有公路、有产业、有高楼，还
要有生态、有人文、有人气。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加”“减”“乘”

“除”，推动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让老工业城市焕发出绿
色新活力。题图：
柳州雀儿山公园生
态 湿 地 内 的 夹 竹
桃。 据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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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柳钢，已不复当年模样。厂
区清清爽爽，绿植随处可见，小鸟在
爬满青藤的墙上蹦蹦跳跳。不远处的
雀湖湿地，成了“迁徙鸟类观察点”，
翠鸟、白鹭经常光顾。

当年啥样？10 多年前，记者曾造
访柳钢，当时的厂区一片“朦胧”，人
们戏称，柳钢厂区“连飞过的麻雀都
是黑的”。

不止一个柳钢，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冶金、化工等传统工业为主的
柳州，“出门有工厂，抬头见烟囱”，
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严重超标，年酸
雨率高达98.5%。

“要柳钢，还是要柳州？”
这一争论“惊醒梦中人”：既要柳

钢的绿色转型，更要柳州的绿水青
山。10 多年来，柳钢共投入 70 亿元，
建成烧结球团烟气全脱硫等多个环保

项目。他们还利用余热发电，仅此一
项每年减排二氧化碳25万吨、二氧化
硫2000吨。

“柳钢当时是排放大户，为摘掉污
染的‘黑帽子’，柳钢治理废气、废
水、废渣，实施绿色转型。去年柳钢
主要污染物排放比 2010 年大幅下降，
其中二氧化硫减排 56.6%。”柳钢集团
董事长潘世庆说。

柳钢的改变，折射出柳州生态环
境的“华丽转身”。

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搬迁
一批、改造一批、关停一批、整治一
批”，柳州对产城重新优化布局。关停

“摇钱树”柳州锌品厂，推进大批工厂
“退城进园”。近年来，柳州淘汰落后
水泥产能 333.7 万吨、落后钢铁产能
242.5万吨。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
续多年保持良好态势，2017 年优良天

数共 308 天。柳州二氧化硫浓度从上
世纪 90 年代初的 0.273 毫克/立方米，
降到如今的 0.023 毫克/立方米，低于
国家控制标准，甩掉“酸雨之都”的
帽子。

建设“百里柳江，百里画廊”。流
经柳州市区的柳江，过去是条“纳污
河”。柳州铁拳治理水污染，建成五大
污水收集系统，对城市37个排污口实
施截污，让柳江饮用水保护段常年保
持国家地表水Ⅲ类到Ⅱ类水质，引得
水上摩托世界锦标赛等赛事竞相落户。

提升人居环境，柳州再放大招。打
造“花园城市”，改善城市园林环境，大
量栽种洋紫荆，每到春天，27万株洋紫
荆争奇斗艳。

春花秋水，画卷柳州，赢得“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金
杯”的同时，也换来了老百姓的口碑。

柳州本地人赵一霖带湖南来的朋
友游完柳州，朋友感慨：“一座城市，
总有一个让市民值得骄傲的地方。”赵
一霖微微一笑：“这座城，每处都值得
我骄傲。”

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
长期以来，马鞍山形成了

以钢铁、化工、火电等重工业
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
偏重，能源消耗偏大。

暮色剪影了群山，沿着姑
山 矿 生 态 复 垦 基 地 的 小 道 上
行，红果桃枝，绿树成荫，很
难想象这样舒适的江边小山，
在多年前还是一个深达负九十
多米的露天采坑。因为无人管
理，一下雨，泥水就直接流到
老百姓家门口，一刮大风，扬
尘直接飘到家里，周边的老百
姓都来矿上投诉。

一个契机，姑山矿争取到
了国家科技部立项的“冶金矿
山生态恢复示范试验”建设项
目，姑山作为钟山排土场示范
基地正式拉开了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的大幕。经过十多年的不
懈努力，春有花，夏有荫，秋
有果，冬有绿，青山如黛，碧
水迢迢。

走进依山而建的马钢姑山
矿业公司白象山铁矿，没有轰
隆的机械作业声，没有漫天的
尘泥黄土，平静的地面下，矿
采作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你很难想到，错落有致的工业
厂房，外观全部按照徽派建筑
进行设计，与青山脚下的李白
文化园一脉相承。

为确保地下开采不造成地
面沉陷对地面设施和植被的破
坏，井下采空区采用全尾砂胶
结充填。新技术、新工艺的大
面积推广和使用，不但提高了
资源回收利用率，而且有效减
少了对矿山植被和地形地貌的
破坏。

钢 铁 作 为 马 鞍 山 重 点 产

业，正不断转型升级。2018年4
月 27 日 2 时 40 分，马钢二铁总
厂 13 号高炉最后一炉铁水缓缓
涌动，火红、炽热，仿佛带着
某种眷恋与敬慕，依依不舍，惜
别母体。5 时 13 分，13 号高炉休
风，马钢最后一座 500 立方米高
炉永久性关停。一位老工人恋恋
不舍地说：“今天的关停，是为了
明天更好的发展，值！”至此，马
钢 1000 立方米以下高炉全部光
荣“退役”。

污水河变成生态景观
在马鞍山，慈湖河被当地

百姓称之为“母亲河”。过去，
由于饱受工业污染，浑浊的河
水在许多老马鞍山人心中留下
了深深的遗憾。如今，慈湖河
畔 ， 沿 着 岸 边 散 步 ， 曲 桥 卧
波，夕阳下波光粼粼，风姿别
具。治城先治水，2012 年，马
鞍山开始对包括慈湖河在内的
长沟水系河道实施清淤截污，
同时进行水质净化和环境综合
整治，对湖泊开展围网养殖等
整治活动。

历经多年的水环境治理，
慈湖河两岸变成市民休闲的好
去处，成为环绕城市东部的生
态景观河。

含山县太湖山下，铜闸镇
旁，集聚着一群以三口塘老鹅
汤 为 代 表 的 旅 游 餐 饮 产 业 。
2016 年年初，一套污水需要经
历三次过滤才会排放的污水处
理系统被安装到了这里的每家
餐饮店里。

依托着生态这一招牌，含
山县把旅游业作为调整经济结
构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促
进生态旅游一体化发展，进一
步做大“经济蛋糕”。

““生态福地生态福地””马鞍山马鞍山
科技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科技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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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钢铁，兴于生态，作为一座重工业城市，马鞍山产业
追求绿色增长，城市积累绿色财富，百姓享受绿色福利，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迈向协调发展两不误。青山绿水的静，工业经
济的动，在这里完美融为一体。泼绿筑彩让生态马鞍山跻身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之列。

项目要过严考关
万里长江，如同一根点石成

金的手指，成就了锦绣江南，而
马鞍山就像是这根手指上耀眼的
明珠。

长江马鞍山河段治理始于
1956年，是一项宏大的生态建设
工程，是一次与城市同龄的护河
行动。在国家长江保护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一代又一代生态建设
者，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完成
了长江马鞍山河段整治一期工程
的治理，开启了长江马鞍山河段
二期工程的序幕。

“要经得住诱惑”，不把污染
带进城市，这是正在建设“生态
福地”的马鞍山人手里紧握的硬
杠。在这里，项目想落户，先过
严考关。一家投资过亿元的广州
企业，因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具有
一定的污染性，在多次测评和论
证后，最终被否决。一个项目进
入马鞍山，设置有环保前置程
序，环保测评提前介入，做出预
评价，尤其严格限制长江沿线新
建石油化工、煤化工等中重度化
工项目。

如今，漫天飞舞的灰尘不见
了，江风吹过，带着田野的芬
芳；大大小小的码头拆除了，曾
经裸露的岸滩栽上了柳树、灌
木，生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

水清岸绿还要产业优。近年
来，马鞍山着力改造传统产业，
注重运用新技术、新管理、新模
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引导企业
加快技术改造、推进兼并重组，
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绿色发
展。马鞍山钢铁企业实现脱硫脱
硝全覆盖、燃煤锅炉全淘汰；

“华东铸造之乡”含山县数百家
铸造企业完成技术改造或兼并重
组，传统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马鞍山蓝”频刷屏
马鞍山最初是长江边的一个

小村庄——金家庄，后来，城市
与马钢的建设同步，各个工厂间
相互联系运输的铁路在陆地上盘
根错节，为这个城市划出界限；
不同的工厂也造就了不同的马路
名称，如化工路、二轧钢路等。

虽说是工业城市，但马鞍山
却没有一点灰头土脸的样子，很
干净。不夸张地说，在城市主干
道上很难看到一张废纸。甚至和
很多没有重工业的城市比起来，
马鞍山的天都要蓝一些。2018年
以来，“马鞍山蓝”频频刷爆朋
友圈。

所谓的“马鞍山蓝”，就是
城市澄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
走在街头巷尾，虽是冬季，城市
的绿色却浓得几乎流淌了起来。
倘佯其间的我们，有的只是轮廓
清晰的城区美景和可以尽情呼吸
的清新空气。

驱车向东，很快来到城市中
央，这里点缀着一颗瑞泽秀丽的
珍珠——雨山湖。走到雨山湖
边，随便一个掬捧的姿态，都能
打捞出无数历史的书简。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城市环境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体系
初步建立。1989年成立全国第一
支环境执法队伍；1995年，提出
了以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
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为
目标；进入新世纪，相继实施绿
色长廊工程、森林质量提升行
动、万千亩森林增长工程、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等一批“绿色工
程”；2017 年以来，强力推进农
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
命”专项整治工作，有力地促进
了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改善了农
村人居环境。

柳州州：：从酸雨之都到花园城市从酸雨之都到花园城市
本报记者 张志锋 刘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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