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22年年33月月2299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编编辑辑：：管管慧慧晓晓 组组版版：：李李飞飞 CC0044

要工业发展更要宜居生态
代表委员热议西海岸环境问题
本报记者 孟艳

代表敢想敢说更敢做

两会常常给人留下
代表委员都是一团和气
的印象，但记者今年在会
场上看到，很多代表委员
在分组讨论时，对存在的
问题不再遮遮掩掩，敢
说、敢想。

很长时间以来，青岛
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有一
句广为流传的说法可窥一
斑：“千好万好不如青岛，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太过
迷醉于自我满足，思想上
难免产生惰性，难以发现
自身的问题，从而裹足不

前。而当今社会发展迅速，
不进则退，青岛的很多优
势已经不再，意识不到自
己的问题是可怕的。

一团和气、得过且过
的老好人现象，是对存在
的问题的视而不见，缺少
坦诚的勇气和改进的内促
力，让一个城市发展缺乏
内动力。今年，记者从两会
上看到了新变化，很多委
员大谈青岛近年大有被兄
弟城市赶超的问题。代表
委员们也更认真更务实地
提出自己的看法，提出合
理建议。

骄傲自满、固步自封
的人很难有大的发展，对
一个城市来说也一样。充
满朝气和活力的城市，必
然是有一种“精气神”，是
敢想敢说敢做、有思想有
魄力有干劲的。

本报记者 宋珊珊

本报青岛3月28日讯
城市精神是指一座城市所
特有的精神品格，是城市
自然、人文与历史特色的
精确提炼与升华。在今年
的两会上，青岛市人大代
表，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
会议主席栾少湖建议，在
全市开展“青岛城市精神”
大讨论，并提出自己对新
青岛城市精神的理解，即

“蓝色、开放、法治、宜居、
浪漫”。

栾少湖表示，城市精
神尤其是城市主人文明素
养和道德追求的综合反
映，是城市的灵魂，它引领
这座城市的价值取向。同
时，城市精神也是一座城
市的名片，需要被大多数
市民认同与共鸣，才能发
挥它的预期效应。他建议，
青岛市有关部门在全市开
展“青岛城市精神”大讨
论，在讨论中总结，在讨论
中启发，在讨论中升华。让
群众广泛参与，在参与中
共同提炼培育。

据介绍，“蓝色”是指
青岛滨海地域特色，又是
国家级蓝色经济区核心城

市体现和当前青岛的最强
音；“开放”是指青岛作为
历史上的新兴开放城市，
又是正立志建设世界第一
大港的现代港口城市，引
领着山东半岛乃至内陆腹
地的对外开放步伐。同时
也喻指青岛人所天生具有
的开放、改革、创新精神；

“法治”这是大的时代要
求，是引导青岛各级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市民
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需
要，也是法治文明建设迫
切需要；“宜居”，2010年
青岛曾获得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的称号，也是追
求“率先科学发展，实现
蓝色跨越，建设宜居幸福
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
的体现；“浪漫”是国际旅
游城市的基调，“浪漫”与

“智慧”是孪生姐妹，青岛
要把胶州湾东岸城区做
优做美、西岸城区做大做
强、北岸城区做高做新需
要“浪漫”与“智慧”。注入
了“浪漫”与“智慧”元素
的胶州湾也将成为中国
另一处维多利亚湾。

(本报记者)

市人大代表栾少湖：

塑造新青岛精神

提升城市精气神

西海岸作

为再造一个新

青岛的经济新

区，承载着众多

青岛人的梦想。

按照规划，装备

制 造 、石 油 化

工、电子信息和

现代物流产业

是青岛西海岸

经济新区重点

发展的四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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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仅会影

响周边空气，也

会带来较大的

安全隐患；装备

制造、现代物流

产业等也会给

当地居民的生

活环境造成不

小影响。在工业

功能区和生态

宜居区的矛盾

关系处理上，青

岛又将如何作

为？

万建忠介绍，生态资源是胶
南的宝贵财富，建设生态宜居环
境也是胶南市的长期目标。胶南
市一直坚持生态立市，着力加强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首先狠抓节能减排。严格
落实节能减排责任制，抓好10家
重点用能企业和15家重点减排
企业监管，实施油气回收治理、
燃煤锅炉改造，加快淘汰老旧
黄标车。完成中水处理厂、中科
成三期、豆金河模块处理工程，
完善排污管网，实现城区污水
处理全覆盖。

加强环境保护，统筹经济
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以
保护生态环境优化经济增长，
严格落实环评审批和“三同时”

制度，实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实施海岸带保护专项规划，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防止海洋
工程污染。启动大小珠山、灵山
岛联合申报省级地质公园。抓
好农村清洁工程，加大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力度，有效解决农
村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确保
顺利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复查，建设国家生态市。

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与植树造林。按照“洪畅、堤
固、水清、岸绿、景美”的要求，
对城区河道进行高标准规划，
分期建设，确保三年内全部完
成。建设藏南、张家楼2个万亩
林场，年内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2 . 5万亩。

林萍对西海岸宜居与重工
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做了深入研
究，并提出了多条建议。首先，
建立生态环境综合保护体系。
另外，把碳排放、建筑节能等纳
入西海岸经济新区建设指标考
核。因为节能本身就是一种最
简单高效的环保。

其次，强化台风、风暴潮、赤
潮、浒苔等突发灾害预报预测，
并做好溢油、石化泄漏等事故的
紧急应对机制。在青岛西海岸经
济新区产业规划中，煤炭、矿石、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矿产占据
很高的比例，而且其他产业也多
为高耗能产业，能源产品多为污

染高风险产品，2011年，胶州湾口
曾经出现过巴拿马籍船舶相撞
的事故。因此，要完善船舶溢油、
化学品泄漏或爆炸等事故应急
救助设施，强化突发性事件应急
响应系统。

再次，对工业用水、工业用
气等进行提前总量规划，力争
通过上马大型企业的方式一次
性解决，防止一些低效小工厂
出现。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加强
工业废弃物品的治理工作。

最后，做好西海岸经济新
区周边产业配套规划，高效使
用土地和海域资源，并且预留
未来的发展空间。

人大代表、胶南市委书记万建忠：

企业将接受强制性生产审核

政协委员林萍：

做好溢油等事故的应对机制

 胶南市委书记万建忠

 政协委员林萍

日前，在市十五届人大一
次会议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
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王建平对于西海岸工业发
展与宜居的矛盾做了回答。

王建平称，招商引资，环保
放在第一位。在引进工业项目
的时候，对项目的环境评价，要
通过相关专业部门的审查和批
准，要通过国家部门的评估，也
要接受市民的监督。也就是说，

通不过环境评价的项目，绝不
会落户西海岸经济新区。

另外，旅游岸线严格按照
规划的要求，在海岸边上不建
高层，要做也就是做一些与旅
游有关的景点项目，杜绝过去
发生的在海边建高层建筑，占
用海岸线挡住视线失去青岛
山、海、城一体风格现象，而且
每年会投资数亿甚至十几亿元
来改善大环境。

西海岸经济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建平：

项目通不过环评绝不会落户

 西海岸经济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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