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投资平台扩大融资范围
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富治

信阳不仅自然生态优势明显，而
且非常注重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
境的保护。

回顾这些年来在生态低碳城市发
展的投入，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是保护规划。 我市邀请了中国
规划院的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 将所
有的生态轨迹划为禁建区， 并将所有
的水系保护起来。

二是造林减排。 负责单位一方面
对老城区内的所有公共生活区域进行
成片造绿，见缝插绿，对未达到绿化标
准的已有绿地进行加绿、补绿。

三是培养市民养成良好的生态习
惯，倡导低碳生活。 去年，羊山新区规
划设计的公共自行车租用网点已投入
使用，引导居民绿色出行，同时关闭了
一大批高耗能小企业。

四是加强治污力度。 各街道办事
处及社区新增了封闭式自动化垃圾回
收处理站， 提升了居民生活垃圾的处
理效率。 在内河治理方面， 累计投资
6.4

亿元，完成
4

条城市内河的清淤工
作。先后投入

3.6

亿元建成了全市污水

处理的一期、二期工程，下一步还将新
修两座污水处理器。

今后，我市还要建立起更灵活、更
便捷的投资平台， 更广泛地利用社会
资金和金融资金， 更好地为我市生态
低碳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本报记者韩蕾整理）

健康的水系让城市更有生命力
水利部规划设计司副司长吴强

发展生态城市， 目前有一个非常
需要关注的领域，就是城市河、湖健康
水系的发展。

我国水资源短缺与用水效率低
下长期并存，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主要产业用水效率不到发达国家的二

分之一，一些产业甚至不到三分之一。

用水效率低进一步加剧了缺水的状
况。 所以说，城镇化发展，特别是发展
生态城市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强化节
水。

河流、湖泊本身是有生命的，一个
洁净健康的河、湖水系，会让城市更有
生命力。

信阳山清水秀，水资源丰富。这里
年降雨量

1300

毫米左右，人均水资源
是河南省的

3.2

倍；水库总库容
40

多
亿立方米， 是中国水库密度最大的地
区之一。紧邻信阳市区的南湾湖，是信
阳的大水缸，是信阳的“绿肺”；刚刚开
工建设的出山店水库， 未来也将成为
信阳的又一个“绿肺”；河穿城而过，

让信阳更加灵动。

总体来看， 信阳的水质还是很
好的，没有受到污染。 健康的河、湖
水系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信阳也可以做好水资源这个大文
章， 更好地推动生态低碳城市建
设。

（见习记者李亚云整理）

利用现有资源出台优惠政策
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三局副局长梅世文

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 土地合理
利用，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关键还是要
靠资金的支持。如果缺少资金支持，所
有的低碳城镇化，生态城镇化，都将是
纸上谈兵。

就地方政府而言， 如何在生态低
碳城市发展这个主题下改革投融资体
制，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要围绕现有资源， 搭建投融资
平台。

二要善于利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
金。除了把现有的资源、资金和资产运
作好，还要在体制结构上进一步创新，

丰富社会资金的融资渠道。

三要健全商业性金融体系， 建立
合理补偿制度。 要适度补偿商业金融
机构因对生态环境治理放贷造成的利
益损失， 调动商业性银行对生态环境
发展投融资的积极性。

此外， 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系列
优惠政策来调动生态环境项目投资主
体的积极性。例如，对经营生态环境公用设
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
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 允许清洁

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
业以及环保示范项目加速投资拆旧。

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契合生态
低碳城市发展这一主题的， 我相信这
次经验交流会的召开， 会对信阳生态
低碳城市发展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
用。 （本报记者韩蕾整理）

“四变”举措打破用地旧传统
舞钢市委书记高永华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舞钢
的土地瓶颈基本被打破， 我概括为四
个变：

变“粗放”为“精细”。 过去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征地发展规划、城市体系
战略规划各自为政， 导致土地利用很
不合理。 从

2009

年开始，我们逐步实

现三个规划高度统一、有机配合、无缝
对接。 在规划上， 坚持高标准集约发
展，合理安排容积率，节省了大批量的
土地资源。

变“低效经营”为“高效经营”。 通
过普查， 把城市现有土地资源底数
摸清，按照“政府主导，统一规划，

连片开发，公开透明，质量优先，安
置合理”的原则，由政府统一收购
后再合理规划安置，寻求有实力大
企业的合作， 改变土地容积率较低的
现状。

变“平面”为“立体”。 在土地利用
规划过程中， 对城市地形地貌进行全
方位整合，立体考虑，向空间布局要土
地，极大地节约了用地指标。

变“分散”为“集中”。 按照中央的
政策，向综合整治要土地，实现节约集
约利用土地的目标。 我们对村落实施
整体规划， 将分散的自然村落集中为
较大的中心社区， 将分散的村民整合
集中安置， 极大地节约了建设用地指
标。

（见习记者李亚云整理）

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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