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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红

国家发改委确定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成深化改革重点

国务院近日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

于 2014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从转

变政府职能、 财税金融价格改革等七个

方面提出了深化改革重点任务。

《意见》要求，今年要重点取消对投

资创业就业影响大、 对经济社会发展制

约明显的行政审批事项， 更大限度地向

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更大程度地让人

民群众受益。

《意见》提出，要规范政府举债融资制

度，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

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

职能。 有序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在加

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

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导

民间资本参股、投资金融机构和融资中介

服务机构。积极稳妥推进资源性产品和交

通、电信、医药、医疗服务等价格改革，促

进能源等重点行业改革和服务业发展。

《意见》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

国有资产监管， 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试点。 有序推进电信、电力、石油、天

然气等行业改革。 要加快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

《意见》明确，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建

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

共服务提供机制， 从各地实际出发明确基

本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全部常住人口的时间

表。 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

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 引导承包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赋予承包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扩大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范围。

《意见》要求，要建立统一、公平、透明

的投资准入体制，将逐案审批和产业指导

目录式的外资管理方式，逐步改革为准入

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宽教

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意见》提出，以保基本、兜底线、促公

平为核心，深化教育、文化、医药卫生、社会

保障、住房保障等领域改革，构建基本民生

保障服务体系。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制度，保

障遭遇临时性、 突发性困难家庭的基本生

活，让突遇不测者得周急之助，因病因灾者

去生存之虞，创新创业者无后顾之忧。

《意见》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 加大对自然价值较高的国土

空间的保护力度。 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 促进形成综合补偿与

分类补偿相结合，转移支付、横向补偿和

市场交易互为补充的生态补偿制度。 完

善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等制度。 （新华社供稿）

自 1982 年世界环境大会召开后， 世界范围的

绿色环保意识被迅速强化乃至影响至地球的每个

角落。 国际上对“绿色”的释义已上升为包括生命、

节能、环保三个方面，又称“绿色文明”。

雾霾千里，遮天蔽日。 这是 2013 年人们最为

关注的话题。 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一个新词

汇———“PM2.5”，它让所有人避之不及，却又避无可

避 (PM2.5 是指空气里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浮游状

颗粒，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 人体对 PM2.5 没有任

何过滤和阻拦能力)。 PM2.5 时代， 我们住哪里?这

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集体思索。 超历史的极端天

气也在警示人类，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在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到 2020 年

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 2005

年下降 40%—45%”。 要达到这一目标，建筑节能低

碳势在必行，既是全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社会责

任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居规划发展过程主要可以

分为 7 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 采纳传统的大

街———里弄式人居环境建设;50 年代初期， 借鉴西

方发达国家的邻里式的人居建设理念(北京复兴门

外住宅区、上海曹杨新村);50 年代中期，借鉴了前

苏联居住街坊的人居建设理念 (北京百万庄社区);

50 年代后期，小区模式的人居建设开始推广(北京

夕照寺小区、广州滨江新村等);1980 年—1990 年，

建设部推出了住宅试点小区 (无锡的沁园新村、北

京的恩济里小区等);90 年代初、中期，建设部推出

了小康示范工程 (苏州狮子林小区);90 年代后期，

建设部推出了康居示范工程 (北京回龙观住区、深

圳中城康桥)。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建筑，国家

标识认证的最高节能环保建筑标准是绿色三星级

别，可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10%、可循环水源利

用率 30%、可再利用建筑材料使用率 10%。 而绿色

人居要求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能做到整体低

能耗。 有了这样的大前提，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无疑

是最佳的选择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在应用上取得巨

大突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

绿色人居是一种倡导绿色环保(即生态、可持

续、低碳)理念，以绿色设计、绿色人文为基础，面向

人们的生活。“绿色人居”给城市和人们的影响主要

有七个方面：良好生活和工作环境、开放型的城市

空间、畅通的交通体系、干净的空气与水源、人们文

明的交往、优质的教育资源、低碳的生活方式。

居住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活动之一， 虽然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化，其重要职能和特殊地位却

一直没有动摇过。建设生态城市和宜居住区，走“集

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才符合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面向公众普及绿色人居理念和知识，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房地产领域，万科地产、招商地

产、朗诗地产在绿色、低碳方面走在了前端，三个企

业在绿色人居方面风格各异，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堪称企业生态文明建设的

典范。发展绿色人居对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是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只有大力

推广和发展绿色人居、节能建筑，建设宜居低碳的

和谐城市，才能建成美丽中国。

（作者系绿色人居（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承德是环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功能区，肩负着

为京津阻沙源、蓄水源的重要任务。

近日 ,承德市委书记郑雪碧表示，到“十二五”

期末，承德林地面积已达 3560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

升到 60%， 成为华北地区负氧离子最高、PM2.5 最

低的生态文明地区。

十年规划

绿色考核体系作支撑

2003 年，承德在河北省率先启动生态市建设，

明确提出“经济投入和环境投入同步加大、集约开

发和资源保护同步推进、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同步

提高、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放大” 的方针，并

编制了《承德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大纲》，根据区域

生态功能， 将辖区划分为 2 个生态区、6 个生态亚

区和 27 个生态功能区，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

10 年来，承德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实施了

生态防护林建设、污染源治理、节水体系建设、生

态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等 10 个方面 256

个工程项目，总投资 296.3 亿元，建起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5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9 个，建成国家级森

林公园 7 个、 省级森林公园 10 个， 发展旅游乡镇

72 个、旅游村 182 个。 全市有林地面积 3310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 55.8%，2 万余平方公里的森林，每年

“输送”146 万吨清洁氧气，被誉为“天然氧吧”、“华

北绿肺”；全市水资源总量达 37.6 亿立方米，被环

保部列为全国 18 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之一。

“绿色考核体系”成为承德市委、市政府在新起

点上开放创新、绿色崛起的“指挥棒”。 承德市市长

赵凤楼说：“我们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绿色、低碳、循环

产业，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让百姓生活

得更加殷实、更加幸福。 ”

目前， 承德每年平均向密云水库输水 4.7 亿立

方米，占水库来水量的 56.7%；向潘家口水库输水 17

亿立方米，占水库来水量的 95%；2 万余平方公里的

森林，每年向大气输送 146 万吨清洁氧气。 2013 年，

执行新考核体系，承德市区 PM2.5 浓度年均值为每

立方米 49 微克， 全年市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 43

天、 二级天数达 206 天， 达标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

68.2%，轻度污染天数 85 天、占 23.3%，中度污染天数

25 天、占 6.9%，未出现严重污染天气。 按空气质量从

优到劣排名，承德在京津冀 13 个城市中位居前列。

发挥优势

产业培育与生态保护共发展

赵风楼说：“承德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循环经

济示范城市，列入国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和全国老工业基地改造规划，编制完成《承德市国

家级清洁能源产业基地建设规划》，被列为全省新

能源示范城市。力争到 2020 年，把承德建设成为生

态环境良好、循环经济发达的生态文明城市。 ”

“近年来，承德不断强化绿色发展的刚性约束，

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资源转化变现的有效途

径。 ”赵风楼介绍，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

展生态化”的发展思路，以低碳、循环、绿色经济理

念为指导，以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绿

色产品为目标， 坚持产业培育与循环利用同时发

展，重点发展高端旅游服务、高端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清洁能源、新材料、食品药品加工、现代物

流、文化创意等产业。

生态让承德“多赢”。 在产业培育中，承德按照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思路，把生态保护与

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产业培育与循环利用

同时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业链条，特别是

食品药品加工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衔接，

打造出中草药、山杏、山楂、食用菌等产业集群。

推广绿色人居

建设生态文明

近日，由中国企业报社发起主办的“2014 中国生

态产业研讨会”筹备工作在京启动。 此次主题为“发

展生态产业，共建绿色家园”的研讨会，将围绕生态

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生态产业形态的相关

主题、理论、概念进行深度阐述研讨与分析，为推进

中国生态产业进程提供专业决策性参考。 筹备工作

会上，主办方表示，此次研讨会旨在将生态产业学术

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文化推进的方式作有效

融合，把生态产业的文化精髓充分表现出来。

据悉， 此次研讨会中国企业报社还将联合国内

权威部门共同推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典范企业”、

“中国生态宜游地”、“中国生态特产之乡” 等一系列

生态产业成果， 为中国生态产业发展及生态产业文

化注入全新活力。

（李南）

中国生态产业研讨会

筹备工作启动

把“特色梨”

做成生态产业

我国幅员辽阔，地跨寒、温、热三带，果树资源丰富，品

种繁多，是世界最大的果树起源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

国家农业优扶政策支持、科技进步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背

景下，果品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果品行业电子商务的发

展，使果品销售变得直接、快捷和经济。 而在更多的地区，

让特色果品产业化，地域文化隐含其中，推动多产业联动，

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位于皖苏鲁豫四省七县结合部的砀山县，耕地面积 90

万亩，拥有水果 70 万亩，其中梨 41 万亩（砀山酥梨 25 万

亩，新品种梨 16 万亩）。 砀山因盛产驰名中外的砀山酥梨

被誉为“中国梨都”、“酥梨之乡”。2010 年被列入“大世界基

尼斯之最”。先后被命名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县、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砀山梨）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县、全国

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 2012 年

中国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评估中，“砀山酥梨” 品牌价值

为 33.48 亿元，居全国第 28 位，2012 年又被命名为国家级

出口果蔬质量安全示范区。

砀山酥梨有止渴生津、祛热消暑，化痰润肺，止咳平

喘，滋阴降火，凉心解毒等功效，被历代中医称之为“果中

甘露子，药中圣醍醐”，明、清时被列为贡品。

2013 年砀山县园艺场 12000 亩果园全面实施水果标

准化生产，启动标准果园创建工作，标准果园创建旨在通

过集成技术，集合项目，集中力量，逐步实现生产经营“五

化”目标：“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采后处理商品化、销

售品牌化、经营产业化。 ”稳定提高水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产业竞争力。

而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园艺农场， 果形扁

圆，果面带有点状红晕，酷似苹果的延边苹果梨令人印象

深刻。

延边苹果梨属于白梨系统， 是中国优良品种梨之一，

主产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02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确定延边苹果梨为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全国各

地的苹果梨都发源于此。 延边苹果梨具有抗寒丰产、果实

爽口甜美、品质优良、贮藏性强等特点，素有“北方梨中之

秀”的美称。

苹果梨的最大特点是甜酸适度营养丰富，口味鲜美香

甜，果大肉多，肉色乳白细腻，质地脆而汁多，果核小，可食

部分占 85.9%，品质上乘。 延边苹果梨不仅营养物质丰富，

口味鲜美，而且还便于贮存，在 3000 多个梨品种中，实属

罕见。 1989 年、1992 年延边苹果梨被评为农业部部优产品

和“绿色食品”。2002 年 12 月，延边苹果梨成为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为提高苹果梨品质，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尝试种植套袋

苹果梨。据了解，采用套袋技术种植的苹果梨颜色鲜艳，口

感好，化肥残留量低，是一种深受消费者欢迎的有机水果。

现在市场对水果的农药残留量要求很严格，采用套袋技术

种植的苹果梨正好符合市场趋势，是发展延边苹果梨产业

的大方向。

延边围绕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 投入减量与生产清

洁、污染治理与废物利用，积极探索实践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模式。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兼顾农业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建立了生态农业观光园。

充分利用长白山空气优质、生态优美、资源优越等独

特有利条件，延边加快发展生态农业，强化农林合作，以保

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实施重点生态产业工程为核心，最大限

度使长白山特色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利用，走出以特

色梨为核心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河北承德：

打造京津生态产业功能区

绿话题

新样板

李鸿升

本报记者 鲁扬

张剑君 周雪源 关鹏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