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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4月18日，《湖州市生态文
明典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发布，并将于5
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生
态文明建设领域地方立法的一
次创新探索，标志着浙江省湖
州市法治护航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
合住湖州”。湖州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近
20年来，湖州坚定实施生态文
明立市战略，走出了一条逐绿
前行、因绿而兴、绿满金生、以
绿惠民的生态文明实践之路，
实现了从“诞生地”到“示范地”
的精彩蝶变。

今年是浙江“勇当先行者、
谱写新篇章”再出发之年，也是
湖州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新
征程上，湖州正持续深化“在湖
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
题实践，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
典范城市，率先开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市域
实践。

创新工作机制
提升生态治理水平

近期，国铁上海局集团召
集沪苏湖铁路沿线两省一市铁
路部门、地方部门和参建单位，
在湖州启动沪苏湖铁路“四季
看变化”活动。这一活动既为
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提速，
更为打造重大线型项目协同模
式探路。

“四季看变化”，顾名思义
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看标志
性点位的发展变化。区县标志
性点位“四季看变化”是湖州持
续深化“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实干争先主题实践，创新推出的
一项工作机制，也是推动湖州高
质量发展的新载体、新打法。

2023年，湖州市区县各确
定一个对当地发展具有带动引
领作用的标志性点位。一年
间，这些标志性点位呈现出怎
样的发展态势？

湖州市“在湖州看见美丽
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践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吴兴区厚植了新
青年城市的活力，南浔区打开
了古镇复兴的大门，德清县链
接了科创的“大走廊”，长兴县
显示出了大平台的“速度与激
情”，安吉县成于乡村不止于乡
村，南太湖新区在热土之上建
起未来城，长三角（湖州）产业
合作区让“长三角之心”动能澎
湃。这7个点位集中展示了湖
州团结奋斗、蓬勃向上的城市

风采。今年，湖州市聚力打造
兼具精准度、实效度、感知度的
13个新设标志性点位，以点带
面、实现全域蝶变。

当前，湖州正举全市之力
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
市，将绿色低碳创新综合改革、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等工作
抓深走实。

为此，湖州于去年 5月发
布《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建设纲要（2023—2035 年）》
（以下简称《纲要》），画出路线
图，定下任务书。

目标任务升级，原有的“龙
头法规”迭代。早在2016年，
湖州就出台了全国首部生态文
明建设地方性法规《湖州市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
并以此为“龙头”构建形成了

“1+N”生态文明地方立法体
系。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新的《条例》共十章七十九条，
注重处理与原有“龙头法规”之
间的关系，围绕《纲要》确立的

“五个典范”，分别从绿色低碳
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等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同时，针对生态文明典范
城市是什么、干什么等关键问
题，《条例》开展了一系列制度
设计。

颁布并升级生态法规，是
湖州在生态文明管理体制和推
进机制上的创新举措之一。湖
州还创新设立了市委生态文明
建设委员会，扎实推进立法、标
准、体制、数智、文化“五位一
体”制度体系建设。此外，该市
设立“生态日”、组建“生态办”、
创设“生态鼎”。其中，“生态
鼎”指的是湖州创新建立全国
首个地市级“生态鼎”夺鼎机
制，在每年8月15日“生态日”
上，对评价优秀的区县和乡镇
（街道）颁发“生态鼎”。

持续广泛转型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2023 年，湖州市发布了
《湖州市绿色低碳生活指数报
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
指数得分较 2022 年提高了
3.9，距离广泛转型的目标越来
越近。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关
注了船民群体。湖州港是全国
36个主要内河港口之一，不少
船民一年超 300 天生活在船
上。如何帮助船民在工作和生
活方面实现绿色转型？湖州的
做法是“以电代油”。截至目
前，湖州已建成岸电设施 163
套，实现全市水上服务区及主
要公共锚地全覆盖。岸电价格
由1.4元/千瓦时降至0.314元/

千瓦时，低于城乡居民用电平
均价格，对应节省柴油成本43
万余元，节省电费支出26万余
元，减少碳排放量970多吨。

绿色低碳生活指数是精神
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
融合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
湖州市大力推动生产方式绿色
低碳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以转型升级之
火点燃高质量发展引擎，打造
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湖州市如何推行绿色低碳
生产方式？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成效？

在湖州市长兴县，有一座
全国最大的再生铅生产基地
——天能循环经济产业园。作
为废铅蓄电池处置点，产业园
残酸回收率100%，每年可回收
处理废铅蓄电池30万吨，产出
约20万吨再生铅、2万吨塑料、
3万吨硫酸。

“园区很环保，拆解、熔炼
过程几乎零排放，处理过的废
水可直接用来浇花、养鱼。”天
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说，
截至目前，天能投入近百亿元
在全国建成 4 个这样的产业
园，年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95
万吨，成为“双碳”建设明星。

天能控股集团的发展是湖
州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
动缩影。目前，湖州市加快国
家级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
展综合试点建设，推进制造业
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发展。例
如，深化绿色产品认证试点示
范建设，加快制造业源头减排、
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综合利用
全流程绿色发展，培育绿色产
业示范基地，建设一批绿色工
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绿色班组、绿色设计
产品。

新兴产业是工业发展的新
动能，代表着活力和先进生产

力。近年来，湖州重点培育发
展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及光电、
物流装备、生物医药、工程机
械、合金特材、地理信息、数控
机床产业链，加快突破第三代
半导体、汽车电子、大数据、云
计算等未来前沿领域。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湖州市德清县依托工信部国家
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基于车
联网产业，上架智能网联路侧
设备运行诊断、智能路口交通
参与者状态等8个数据产品，
是全省首批车联网数据产品。

“这些数据产品范围覆盖
企业服务、交通地理、城市治理
等业务领域，主要场景涉及车
联网仿真测试、北斗定位、车路
协同、地图服务等，能够进一步
推动数据产品在车联网领域的
流通交易，实现数据价值化显
现。”德清县大数据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据了解，接下来，湖州市将
加快打造“创新驱动、特色引
领、核心多元”的万物智联产业
体系，高水平建成全国万物智
联强市、长三角重要影响力数
字之城。

强化周边联动
塑造区域一体合作样板

2023年5月，环太湖“昆蒙
框架”实施联盟启动仪式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在湖州
长兴图影湿地举行。现场，3万
尾黄尾鲴、中华鳖、鲫鱼等鱼
苗，顺着水流游入太湖，为太湖
水生态治理注入新生力量。

太湖生物多样性的持续稳
定，关系到环太湖城市的经济
发展和长远未来。当前，湖州
市参与共建环太湖高质量发展
城市圈，全面深化与环太湖苏
锡常的合作共建，共同打造区
域合作典范。

对此，湖州市采取了哪些

重要举措？湖州市区域合作
办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湖州把握上海大都市
圈战略机遇，以生态特色牵引
推动沪湖同城、浔乌一体、长
宜协同；突出交通和市场一体
化的先导作用，塑造以市场一
体化为核心的环太湖区域互
动格局。

不仅如此，深化环太湖产
业科创联动，加强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创新领域
协作，打造区域性产业集群；深
化环太湖高校联盟建设，开展
跨区域产学研合作，共建科创
共同体，合力打造环太湖科创
湾。“协同开展环太湖特色旅游
资源开发，创新文旅产业合作
发展新模式，共同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环太湖生态文化旅
游圈、世界级旅游度假目的
地。”上述负责人表示。

深化生态文明领域开放合
作，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上开展全球生态文明
交流合作，湖州打造生态文明
思想传播的国际窗口及长三角
一体化绿色生态合作高地，全
方位深层次参与上海大都市圈
建设，深度参与全省大湾区和
大都市区建设。

其中，湖州加强与长三角
城市深度合作，以“轨道上的湖
州”为牵引，以枢纽网络链接架
起湖州生态合作通道，打造以

“区域枢纽网络”为特点的湖州
生态合作格局，以更大空间尺
度优化生态领域资源配置。

“接下来，我们将共建共享
长三角一体化美丽生态大花
园，推进南太湖共建共治等跨
区域生态治理，加强与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
紧密联动，协同推动绿色科技
和绿色产业创新，推进长三角
绿色认证先行区建设，推动成
果应用。”湖州市区域合作办相
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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