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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号品牌

中国太阳城

中国中央空调城

中国功能糖城

中国压滤机之都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最具投资价值的新能源产业城市

“低碳中国”贡献城市

被国家有关部委授予

生物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国家火炬计划新能源特色产业基地

国家新型工业化（生物）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

2014年， 德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96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居全省

第3位。 同年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居全

省第3位； 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居全省

首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居全

省第3位。

城市名片

本报记者 江金骐

王正方

在2015年6月5日国际环境日， 德州市向外公布了一份环

保成绩单： 在海河流域7省市和全国9大流域、25个代表城市

中，“海河迎查”一举拔得头筹。另外，大气质量改善明显，污染

物总量减排、环境监管等各项工作全面推进……10天后，德州

市出台《建设京津冀“一区四基地”工作方案》，根据这个方案，

德州市将从水、大气、林木植被、湿地建设等方面加大各项投

入，建成京津冀南部重要生态功能区。

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美丽幸福

德州的建设。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较量：改善环境质量，为京津生态建

立起强大的南部屏障。

改变正在发生，成效渐次显现。

“治用保”见成效

不久前结束的“海河迎查”一役，“五连冠”的成绩不仅仅

树立了德州形象，对德州未来的发展、对周边的生态改良意义

更大。

“海河迎查”为德州市的水污染防治吹响号角，以此为契

机，德州市按照“顶层设计、规划引领”的要求，不断完善“治

用保”流域治污体系，对全市所有河流实施全流域、全过程、全

方位综合治理，有力保障了南水北调和海河流域水质安全。境

内五条主要河流水质提前两年达到国、省确定的目标，连续四

年荣获山东省水环境质量改善奖。

经过“全民动手”，德州的城市水系从整体看实现了跨越

式提升，76个“十二五”规划内项目，不仅提前两年完工，还拓

展实施了377项治污工程；在全国率先整建制实现污泥全部规

范化处置；全市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人工湿地水质净化

能力提档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环境空间。

水环境的改善， 对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无异于加

装了一个“推进器”。德州通过推行污水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创

建“环保五型企业”，化工、造纸等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千亩湿地”行动等一系

列环保工程的推进，改善了县（市、区）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带。

铁腕治理大气

有人说，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总结当前的环保工作， 是大

气；用一个关键词概括矛盾焦点，是大气；用一个关键词描述

群众期待，依然是大气。

群众的关心，有埋怨，但更多是鞭策；群众的期待，是压

力，但更多是动力。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德州市将大气污染防治作为重大的

民生问题和政治责任，召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动员大会，成立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印

发实施“蓝天行动计划”，与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签订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责任书”；明确职责分工，强化考核督导，

大气污染治理各项工作全面铺开，有序推进：

为有效治理工业废气， 德州对市控以上49家企业全部实

施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对9家存在燃煤散烧、烟气直排

的企业实施停产治理；对8个石灰窑、398个土法烧制木炭窑予

以坚决取缔。

在扬尘治理方面，住建、城管、环保等部门对中心城区建

筑扬尘、道路扬尘、物料堆场扬尘、商混企业、烧烤油烟进行集

中整治。

机动车尾气污染与防治作为防污重点，截至目前，全市累

计淘汰高污染车辆28306辆， 其中黄标车17265辆， 老旧车

11041辆。

2014年以来，德州市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四项主要空气污染

物PM2.5、PM10、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同比分别下降17%、13%、

23%、7%。 前三季度德州市获得省级空气质量生态补偿1229万

元，在全省位居前列，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植树造林求长效

近年来，德州市在实施“生态美市”战略中，加大资金投

入，重点打造“魅力德州”、“绿色德州”和“宜居德州”。

“三个”德州建设，都离不开植树造林。德州市有林地面积

达到544万亩，其中经济林面积102万亩，花卉苗木24万亩，林

木覆盖率达到近35%，活立木蓄积量达到2600万立方米，林业

总产值达到240亿元。德州建有国家级森林公园1处、省级森林

公园4处；市级以上湿地公园21处，其中国家级3处、省级8处；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1个、省级绿化模范县1个、省级绿化示范

乡镇15个。

德州市自2012年决定启动三年大绿化工作，利用两年4个

植树季节，围绕“路网、水网”建设，重点打造全市28条省级以

上道路、铁路以及22条主干河流两侧高标准生态廊道系统。截

至目前，三年大绿化造林百万亩，植树1亿株，市级重点工程41

万亩，植树3000万株的任务已全部完成。

在实施“三年大绿化”工作的同时，鲁冀边界防护林工程

是德州林业工作今后两年的重点，也是林业工作与全省“一圈

一带”战略衔接的重要载体，这项计划已于2014年冬季启动，

计划用两年四个植树季节打造完成。

重典治污

推进京南生态功能区建设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7月2日到德

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当地领

导在汇报工作时，再次提出，德州市将

努力发挥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在创新

驱动、生态优先上下大工夫,努力实现

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发展动力转换接

替； 要以成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和现

代农业示范区“双试点”为契机,抢抓

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机遇 ,尽

快在“一区四基地”建设上取得实质性

进展,争取在交通、产业、环保、生态一

体化上统筹规划、融入发展。

德州市正在建设的“一区四基

地”， 即京津地区南部重要生态功能

区,产业转移承接基地、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高素质劳

动力培训输送基地， 是德州加快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抓手之一。

九达天衢 神京门户

德州市地处山东省西北部， 为黄

河冲积平原。德州市辖两区、两市、七

县和两个经济开发区， 总面积1.03万

平方公里，总人口576万，经济实力雄

厚，具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

新常态新时期， 德州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

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实

施，“一区四基地” 的功能定位和作用

更加凸显，为德州带来新的政策红利。

德州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 现代

农业示范区以及农村土地改革等43项

国家和省级试点， 具有先行先试的巨

大优势。同时，近年来大开放、大建设

积蓄的势能加快释放， 科技金融与产

业融合创新催生新的增长点， 陵县撤

县设区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 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

德州是一个包容、厚德、开放、靓

丽的城市。

德州是龙山文化发祥地， 地处齐

鲁燕赵交界之地， 自古受齐鲁文化传

承、燕赵文化的影响，黄河文化、运河

文化源远流长，多种文化交相辉映。董

仲舒、东方朔、祢衡、颜真卿、任继愈等

一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名

字昭示着这块土地文化底蕴的熏陶、

兼容并包。

德州民风淳朴，具有重仁爱、讲友

善，重情义、讲互助，重礼仪、讲孝敬，

重诚信、讲承诺，重奉献、讲公益，重群

体、讲谦让的美德，被誉为风行气和、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有“德”之州。

德州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了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同时德州发挥高铁“时

空”效应，以及毗邻天津滨海开放区和

承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区

位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近年来世界

知名企业、全国500强企业在德州投资

兴业的越来越多， 外向型经济成果斐

然。

推进产业集群

德州全力实施主导产业集群推进

计划，传统优势产业稳定发展，新兴产

业快速增长。

在传统产业上， 德州市注重发挥

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 挖掘产业

新增点，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产业为

带动，大兴农业强市，培养并继续做大

扒鸡集团、希森集团、鑫秋种业等一大

批名牌企业。 同为传统产业的纺织服

装业，在德州已形成了棉花加工、化纤

和棉纺织、毛纺织、印染、针织等门类

比较齐全的产业链条，拥有德棉股份、

元济纺织、 恒丰纺织等一大批名牌企

业。 （下转第二十八版）

京津冀协同发展

德州“一区四基地”如虎添翼

王利博制图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京津

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未来

德州市定位为“一区四基地”：

京津地区南部重要生态功能区

产业转移承接基地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高素质劳动力培训输送基地

“一区四基地”为德州在更大范围、更高

层次提升发展空间，承接政策红利，提供了

难得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