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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綠色」，益陽市委書記馬勇有自己的獨到
見解，他曾向本報記者如是表述：綠色，在

心理上，象徵 青春、活力、健康；在事業上，喻
示 創新、發展和希望；在工作上，蘊含 低碳、
合作、高效；在發展上，體現 生態、和諧與文
明。「綠色益陽」中的綠色一詞，不僅指生態景
觀，更是一種團隊精神、一種管理理念、一種發展
路徑和一種美好願景。

綠色發展益陽先行
益陽市位於湖南省中北部，緊臨洞庭湖南緣，由

於工業基礎薄弱、人口相對稀少，過去在全省14個
地州市的經濟總量排名中長期位居下游。如何發揮
後發優勢，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成為橫亙在益
陽面前的一道難題。
對此，馬勇給出了兩個字的破題之策——綠色。

他立足益陽擁有豐富的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並在
認真研判國際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及走向之後，於
2007年在湖南省率先提出了綠色城市的概念，並於
2008年8月專題研究出台《建設綠色益陽行動綱
要》，將綠色發展作為市域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戰略
全面推進，以綠色為主題的公園型城市建設藍圖次
第鋪開。
經過幾年的努力，綠色益陽建設成效顯著。國內

罕有的梓山湖城市高爾夫球場以及秀峰湖、鵝羊池
如溫潤碧玉鑲嵌於中心城區；奧林匹克公園、桃花
江竹海、安化茶馬古道、南洞庭湖濕地、雪峰湖地
質公園則構成了一幅幅綠色山水美景。城市的功能
定位，決定了城市經濟發展的指向。伴隨綠色益陽

的崛起，以綠色工業、綠色農業、綠色園區經濟、
生態建設為基本架構的經濟發展體系業已成型：每
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支撐 城市的發展；每
年2%左右的城市化率，推動 城市的快速擴張。
據統計，「十一五」時期，益陽市地區生產總值

年均增長13.6%，經濟總量由5年前全省第12位上升
到第10位；財政總收入年均增長22.5%，比「十五」
時期快12.2個百分點，實現了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快
速發展，民生保障水平大幅提高。目前，益陽中心
城區建城區面積為50平方公里，人口51萬，生態、
宜居、宜業成為益陽三張閃亮的名片。

綠色益陽宜居宜業
如今的益陽，綠樹成蔭、碧水藍天、生態宜居的

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後發優勢逐漸顯現。「大陸最
具外商投資價值城市」、「國家現代林業示範市」、
「中國特色魅力城市」等一系列的榮譽，體現出社
會各界對益陽綠色發展所獲成就的高度肯定。
目前益陽市森林覆蓋率為69%，中心城區綠化覆

蓋率達38%，38.3萬公頃森林蓄積了800萬立方米林
木，城市煙塵控制區覆蓋率已達96%，大氣環境中
各項指標均達《空氣環境質量標準》二級，優良率
達99.2%，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源水質達標率為99%。
此外，益陽還擁有包括安化六步溪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桃花江森林公園、安化柘溪森林公園、安化
雪峰湖國家級濕地公園、南洞庭湖國際重要濕地等
生態資源。正因如此，益陽市環境質量在全省14個
市級城市的排名中，連續多年位居第一名。
晨練的人們在綠樹鮮花中呼吸 新鮮的空氣，或

隨 音樂翩翩起舞，或踩 鵝卵石小道緩跑；大通
湖畔，伴隨 落日的餘暉，新鮮的 魚、草魚、鯽
魚、泥鰍、大閘蟹、黃鱔跳躍於潺潺湖水之間，漁
民們臉上洋溢 收穫的喜悅⋯⋯ 這些人與自然和諧
相處的場面，現在已是益陽最亮麗的一道風景。隨
「綠色益陽」概念逐漸深入人心，綠色生活方式

在當地日益風行，市民戶外運動、農民健身活動、
低碳消費、文體事業蓬勃發展，這也體現了近年來

益陽市委、市政府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改善人居環境而不懈努力的成果。

綠色產業提升實力
「強力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讓全體益陽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是未來5年全市工作的主旋
律。」在今年9月舉行的益陽市第五次黨代會上，
馬勇公開承諾，益陽將按照湖南省委「四化兩
型」、「四個湖南」 的要求，緊緊圍繞「堅持科學
發展、奮力後發趕超、建設綠色益陽」的總體思
路，在「十二五」時期加快推進綠色益陽建設，真
正讓青山綠水成為儲蓄的GDP，讓藍天沃土成為永
恆的不動產，讓能源資源得到永續利用，努力走出
一條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之路，力爭通
過5年的不懈努力，益陽市綜合經濟實力躋身全省
前8位。
面對宏偉目標，馬勇表示，益陽要始終堅持以經

濟建設為中心，努力實現綠色崛起。按照「發展與
環保同謀共抓」的思路，樹立生態興市、永續發展
的理念，傾力打造具有吸引力、富有競爭力、宜居
宜業的城市新區，大力建設綠色益陽，努力在經濟
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中實現永續發展。按照「環
省會中心城市、現代新型工業城市、宜居山水生態
旅遊城市」的定位，加快完善中心城區規劃，加快
城鎮建設，抓好城鎮管理。
在發展綠色工業方面，突出強調大力發展對能源

和可再生資源依賴少、環境污染輕、技術含量和附
加值高的綠色工業。力爭在未來5年內，單位GDP
的能耗和總污染物排放降低20%；高新技術產業增
加值佔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50%；在化工、冶金、
建材、食品、電力等行業建立一批循環經濟示範基
地，70%以上規模企業採取清潔生產、企業三廢排
放100%達到國家環境標準，落後產品、工藝、設
備、生產能力淘汰率達到100%。
同時，制定促進綠色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支持

食用農產品生產加工企業開展無公害、綠色食品、
有機食品認證，對綠色食品生產加工單位，採取貼
息、補貼、以獎代投等方式給予扶持。以創建國家
森林城市為契機，一方面抓好中心城區美化綠化和
推進郊區林地綠化建設，建設花卉苗木產業帶，打
造城郊生態圈。另一方面，推進城鄉林業生態一體
化建設，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封山育林、全民護
林，維護林業生態安全。

彰顯最佳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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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積極創造自然優美的生態環境的基
礎上，益陽市環保局以科學發展觀為統
領，積極推進「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
增長輕環境保護逐步轉變為保護環境與
經濟增長並重；從環境保護滯後於經濟
發展逐步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
步；從主要用行政手段保護環境逐步轉
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
的行政手段解決環境問題，在「十一五」
時期取得了一系列矚目的成績，秦本華
局長將之系統歸納為七個方面，包括：
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幅下降。截至去年

底，益陽市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控制在
8.1萬噸，在2005年排放10.2萬噸的基礎
上削減20.58%，超額完成了15.68%的削
減目標，「十一五」化學需氧量減排貢
獻率位列全省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控
制在6.96萬噸，減排貢獻率位列全省第
五；鎘排放量控制在80公斤，砷排放量
控制在40公斤，均完成了省控目標。
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全市環境質量基

本保持穩定，洞庭湖和資江益陽段的國
控與省控水質監測斷面達到或優於國家
Ⅲ類地面水水質標準的斷面比例由57.1%
提高到100%；資江幹流集中式飲用水水
源水質達標率由98%提高到100%；中心
城區環境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百分率由
98.1%提高到99.7%。
城鎮污水處理廠建設取得突破。共籌

集資金4.34億元，先後建成沅江市、桃
江縣、南縣、安化縣和城北5座城鎮污水
處理廠，實現了全市縣城污水處理廠的
全覆蓋，使全市重點城鎮污水總收集率
達到60%以上，處理能力達到22萬噸/
日。
造紙企業污染整治取得成功經驗。聯

手岳陽和常德，對155家小型造紙企業的
環境污染進行停產整頓，年產5.1萬噸以
上的5家製漿造紙企業和年產1萬噸以上
的33家再生造紙企業全部實現了規模達
產和環保達標，其餘115家污染嚴重的造
紙企業全部進行了關、停、併、轉。目

前，洞庭湖達到國家地面水Ⅲ類水質標準的斷面為
85%。
綠色益陽建設取得初步成效。環保部門積極爭當

綠色益陽建設的「排頭兵」，制定了《創建生態村
鎮、綠色學校、綠色企業、綠色機關、綠色酒店、
綠色社區和綠色家庭工作方案》。同時，爭取國家和
省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專項資金5000萬元，創建了2
個省級環境優美鄉鎮，2個國家級生態示範村，18
個省級生態示範村，16所綠色學校，18個鄉村清潔
示範點和1800個示範戶，100萬畝農村面源污染得
到治理，生態環境步入良性循環。
環保基礎工作扎實推進。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先

後完成了全市土壤污染普查，地下水污染調查、城
鎮飲用水水源地調查和全市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獲
得了大量的基礎數據與資料，並建立了相應的數據
庫與資料庫。
環境監管能力得到明顯提升。建成全市污染源自

動監控中心，資江2個環境水質自動化監測站和市
中心城區4個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同時，通過引
進人才、培養人才，全市環境監察監測隊伍素質大
大提高。市本級監測站已基本掌握了環境應急能力
監測和國家新增加的常規監測項目的技術，縣級環
境監察監測標準化建設也取得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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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