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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前沿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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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不仅是惠当前、利长远的民

生工程，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检验。

谋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都是非

常具体的问题。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居民最

期盼改什么？怎样把资金用到刀刃上？如何科

学施工、减少扰民？特别是对于“疑难杂症”，

要找准病灶，分清轻重缓急，必要时还得“联

合用药”。这背后，都离不开高效治理。

先把脉问诊，后开出良方，山东威海市

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当地连续 5 年开展

城市体检，完成住宅小区专业体检全域覆

盖，创建城镇房屋体检等 3 项制度国家试

点。得益于坚持“无体检、不更新”，威海突

出目标导向，成功打造火炬八街、栖霞街等

一批示范项目。

现阶段城市更新项目通常由政府主导。

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运转周期长、牵涉利益

面广，城市更新要想更可持续，还须深化城

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探索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

利益多样，“众口难调”怎么办？公众参

与是破题良法。城市更新项目中，老旧小区

及城中村改造所占比重不小，与民生福祉息

息相关。面对不同诉求，只有尽最大努力凝

聚共识、统筹协调，方能顺应群众期待，减少

矛盾和阻力。

在重庆，红育坡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由“居民提

议—大家商议—社区复议—专业审议—最后决议”的“五

议”机制产生。在湖北黄石市，红旗桥社区枫叶山小区由

楼栋代表组建自治改造委员会，负责与居民沟通、监督施

工。推进城市更新，居民是受益者，也应是参与者。在基层

治理上下功夫，让群众在项目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唱

主角，有利于寻找最大公约数，化解潜在纠纷。

头绪繁多，“不得要领”怎么办？招贤引智是有效路

径。城市更新涉及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程建设、风景园

林、市政交通等领域，专业性强，街道、社区、企业等单一

主体难以事事兼顾。若不能有效对接专业资源，项目实施

的效率和质量就可能打折扣。

资源有限，“力有不逮”怎么办？多点开花是可行解

法。城市更新，既需要财政资金投入、城市更新基金支持，

也离不开社会资本参与。这就要用好“两只手”，实现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紧密配合。

湖南津市市 105 街区，改造总投资 38%来自社会资

本，街区通过停车位、广告位等产生现金流，平衡改造支

出和后期运营成本。湖北武汉市青山区 21 街坊，4 栋危房

由于资金短缺无法拆迁改造，小区居民、产权单位共同成

立合作社，与开发企业签约“原拆原建”，新楼宇除了满足

原住户回迁需求，也可作为商品房出售。立足实际想办

法，积极探索城市更新项目的长期盈利模式，就能增强项

目吸引力，有效拓宽融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优化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以精细化治理护航城市

更新，在宜居宜业宜乐宜游上持续加力，我们定能让城市

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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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孙家庄镇郭家坪村因地制宜发
展光伏发电项目，探索出一条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路子，不
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目前，该村 300 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已投入使用，计划再建设
70 千瓦光伏项目。再建项目投用后，该村
仅光伏发电一项年收入可突破百万元。图
为无人机拍摄的郭家坪村光伏发电项目。

姻 刘胜摄

光伏照亮致富路

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吕梁市兴县蔡

家崖乡碾子村宋家沟的生态园却是另外

一番景象———园内油松侧柏依旧葱郁，其

他的红枣树、酸枣树以及各种苗木如冬日

剪影，静待春花烂漫，便可褪去寒意继续

演绎草木葱茏……

如此美景，离不开一位造林人的坚

守，他就是“山西省林业建设先进工作者”

高华处。

沥尽心血 万亩荒沟变绿地

20 多年来，高华处以宋家沟为家；20
多年来，高华处带领贫困户投入到宋家沟

流域治理中；20 多年来，高华处凭借着对

改善生态环境、绿化山川大地的一腔热

血，承包了宋家沟 320 万平方米的荒沟，

用林科人的倔强践行着“誓将黄土荒山变

林海”的初心。

高华处曾是兴县林业局副局长，早在

林业局工作期间，他就已经跑遍了兴县的

山山水水。高华处说：“曾经的宋家沟，土

石裸露，黄土漫天，山上山下没有一棵树。

我自从 2001 年退休后，便开始年年栽树，

几年过去了，远眺荒山仍看不到树，当时

我非常着急。”

记者了解，宋家沟流域立地条件非常

差，即使一锄一锄地挖坑，一棵一棵地栽

树，一桶一桶地浇水，林木的成活率都不

尽如人意。于是，高华处便开始大坝填沟

平整土地。由于前期资金累计投入过多，

2003 年，高华处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为了尽快还清施工队和老百姓的打工钱，

高华处变卖了城里居住的房屋，在极度困

难的时候，高华处也曾几度考虑过放弃，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

历尽艰辛，终不辜负。如今，高华处所

承包的荒山已经全面绿化，新增水地

71333 平方米、沟坝地 23 万平方米，累计

完成造林 41 万平方米，成活率达到了

90%以上，栽核桃 1 万株，培育优质红枣 1
万株，酸枣嫁接大枣 5 千株，四旁植树 1
万株，培育各种优质苗木 10 万平方米，容

器油松侧柏 100 万苗……

2017 年，经过吕梁市评估公司评估，

高华处所承包的流域总价值达到了 4600
万元，他精心培育的 10 万平方米的苗圃

已初见回报，2018 年更是为北京和雄安新

区提供了 5 米高油松一级大苗 300 余株，

收入近 30 万元。

如今，已经 74 岁的高华处还艰苦奋

斗在造林一线。他说：“要在自己有生之年

种更多的树、绿更多的坡。”

植树造林 带领村民齐致富

近年来，高华处在治理荒山的同时，

还在山沟里打井、建坝、铺管道、修道路

等，完善了许多附属设施，并建成了黄河

九曲碑林、晋绥文化生态碑林、小型生态

广场、农家小院等。

植树造林的同时，高华处始终把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心上，从

承包流域治理开始，就组织当地 3 户五保

户、2 户残疾人和 5 户贫困户建起了造林

专业队。不仅手把手教他们种树、修剪、养

护，还组建起了高鑫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

作社，吸收建档立卡贫困户 15 户、非贫困

户 7 户，一同参与植树造林和林木管护。

目前，合作社成员人均收入在 5000 元以

上，真正做到了带领贫困户增收致富。

此外，高华处还为宋家沟村民无偿提

供了核桃、红枣、松柏、杨柳等苗木 10 万

余株，累计价值 30 余万元。不仅如此，他

还为村民打深井，解决了碾子村 800 余人

的生活用水和农作物灌溉等问题。

74 岁的高华处依然健步如飞，他把自

己硬朗的身体归功于“植树造林”，他期待

在新的春天里继续在生态园里翻出新泥，

铲土造坑、培土围堰、提水浇灌。

高华处说：“栽树就是我的乐趣，它可

以填补我退休后的空虚和失落感，让我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我活得更充实、更有

意义。”

视觉生态K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范琛科学导报讯 记者范琛 1 月 17 日，记者

从太钢集团获悉，该集团积极践行“双碳”战

略，成功开发出全废钢高等级取向硅钢，并批

量应用至高效节能变压器领域，在提升专业领

域技术水平的同时，为推动电力行业高端装备

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材料。

硅钢因其制造难度大、工艺控制严、参

数精度高等特点，被誉为“钢铁材料皇冠上

的明珠”。太钢集团在进行大废钢比硅钢产

品开发的同时，积极开展全废钢低碳高等级

取向硅钢产品开发，攻克了全废钢比低 N
低 S 电炉冶炼控制、阶梯式强抑制剂高准度

二次再结晶控制等关键技术难点，解决电炉

冶炼在钢质纯净度及电炉高等级取向硅钢

磁性能控制技术难题，成功生产出磁性能及

表面质量良好的低碳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

为绿色高端硅钢制造技术树立了新的标杆，

在为企业创效的同时，也为社会环境贡献力

量。

全废钢低碳高等级取向硅钢冶炼及全工

序工艺技术的研发，是太钢集团积极推进低

碳转型的重要成果。产品的成功开发和应用，

进一步促进了低碳高端硅钢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品种系列化，为产业链低碳贸易、低碳经济

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建设美丽山西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太钢成功开发全废钢低碳高等级取向硅钢 高华处：誓将荒山变林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建设美丽山

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好

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大文章，强化污染防治

和生态修复，完善全面绿色转型体制机制。

方向明确、任务具体、重点突出，代表们深

感鼓舞、倍增干劲。他们纷纷表示，要深入

践行“两山”理念，严格按照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为建设美丽山

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入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

强化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
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示范县，是河曲县一以贯之的目标。作为

山西省沿黄 19 县（市）之一，河曲县严格按

照省委部署，全力以赴推进生态治理和生

态修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实施以来，该县第

一时间动员部署，紧盯工业企业整治、生态

环境修复、道路扬尘防治以及干支流环境

治理等关键环节，一体化推进治企、治路、

治岸、治河、扩绿、治村同步进行，全方位开

展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取得明显成效。

“政府工作报告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要

求，指明了方向，河曲县将以此为契机，认

真做好‘后半篇文章’。我们编制了《河曲县

黄河流域区域生态环境整治土地要素优化

与高质量发展规划》，将进一步助力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治理和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加

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省人大代表，河曲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晓兰表示，全县还将扎

实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绿色矿山升级等

多项工作。将以“特”“优”农业为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红葱产业。大力发展沿黄旅游，让

百姓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发展成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实施“三北”

工程和黄河“几字弯”攻坚，营造林 260 万

亩，森林抚育 100 万亩。近年来，平陆县认

真落实林长制，推进“绿满平陆”建设。2024
年，先后投资 4000 余万元，实施森林植被

恢复造林 1600 亩、森林经营试点抚育

2000 亩、美丽乡村提档升级项目 14 个、通

道绿化 58.86 公里、开展义务植树 180 余

次、栽植苗木 138 万余株……曾经沟壑万

千、水土流失严重的平陆县，如今生态底色

更加浓郁，向绿而行更加深入，为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治水兴水治

林兴林大文章’，我们将在生态治理和森林

草原资源保护上重点发力。”省人大代表，

平陆县委副书记、县长翟纪亭表示，将按照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严格实行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制度，落实生态空间管控边界，构建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筑牢自然生态

安全根基，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样板，为美丽山西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治水兴水治

林兴林大文章。全面完成“一泓清水入黄

河”工程，黄河干流流经县综合治理工程完

工率达到 85%以上。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的母亲

河。灵石县地处汾河中游段，是全省 27 个

汾河干流县之一，境内汾河干流绵延 57.5
公里。为守护汾河生态环境，该县以“一泓

清水入黄河”工程为牵引，加快推进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开展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综合治理。

（下转 A2 版）

———山西省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助力电力行业
高端装备绿色转型

科学导报讯 从水利部获悉，历时 3 年的新一轮全国

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于近日完成。本次划定工作综合

划定了全国地下水超采区，摸清了当前全国地下水超采

状况。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划定工作充分利用水

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共 34929 眼监测井监测数据。全国

共划定平原区地下水超采区面积 26.76 万平方千米。

对比 2015 年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结果，最新情况

显示，近年来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总

体来看，全国地下水超采区面积总体下降，超采量、超采

程度显著降低。存在超采的省份由 21 个减少为 18 个，地

下水超采区总面积较上一轮减少 6.8%，地下水超采量减

少 31.9%，严重超采区面积减少 51%。 王浩

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全面完成

科学导报讯 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

“草原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我

国持续推进草原修复治理，年均种草改良面积稳定在 2.6
万平方千米以上，退化草原面积缩减近 46.7 万平方千米。

“国家林草局将统筹草原生态、生产、生活，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行分区施策、分类

管控、分级治理，扩大草原数量，提高草原质量，盘活草原

存量。”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唐芳林表示，国家林草局还将

积极促进现代草业发展，强化草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

进草原高水平保护和草业高质量发展。 董丝雨

“十四五”以来我国草原面积存量增加

kexue pinglun

shijue shengtai

chuangxin qian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