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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聚焦

枣庄以中心城区建设带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人人口口22002200年年破破112200万万

本报枣庄9月26日讯(记者
白雪岩 见习记者 杨兵

三) 西部隆起带规划中提到，
西部地区要通过推进新型城
镇化和发展县域经济为突破
口，从而提升整体综合实力。
目前，枣庄正以中心城区建
设为龙头，带动新型城镇化
建设。

据了解，枣庄在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提出，要把中心
城区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龙头，

引导市中区、峄城区、薛城区、
高新区相向融合发展，加快建
设“大新城”，力争到2020年中心
城区160平方公里规划区域内的
人口规模达到120万人。作为大
新城的政治、经济中心，枣庄将
重点抓好新城教育培训、医疗
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等领
域的建设和发展，根据枣庄市
政府的要求，当前要着力推进
新城实验小学、实验高中、职业
学院、职业中专、市妇保院新
院、新城中医医院、市立医院新
城分院、枣矿医院、薛城医院、
文化中心、体育中心、泰国文化
城、双子座城市综合体、新城贵

诚购物中心、集美家居城、枣矿
城等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另外，在建设新型城镇化
道路上，枣庄将立足打造功能
完善、生态宜居的组团城区，大
力实施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
旧小区、供热燃气、供水排水和
棚户区等地上地下改造，建设
一批绿色生态示范小区，提升
各区 (市 )城区的综合承载能
力。另外，充分发挥省、市级新
型城镇化示范镇的辐射带动
作用，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
要素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
集中，增强对城市的承接功
能、对农村的辐射功能。在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用
好省里的扶持政策，推进新一
轮农村新型社区规划建设。

根据规划，未来几年，枣
庄将围绕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重点规划实施高铁换乘枢
纽、客运换乘中心、枣鱼高速
及东延工程、北留线改建、郯
薛线改建、沂台线 (台儿庄至
观音机场)改建、滕薛线改建、
万年闸复线、枣庄港、峄城港
等10大交通运输工程，构建更
加通达顺畅的综合交通运输
网络，实现高速绕城、城乡互
通、公铁水联运，为加快新型
城镇化提供有力支撑。

大新城建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 本报记者 白雪岩 摄

2015年
小煤矿全关

本报枣庄9月26日讯(记者 白雪
岩 见习记者 杨兵三) “生态是最
大的资源，环境是最好的生产力。我
们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
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枣庄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术平曾这样说。

按照规划，作为老工业城市，枣
庄市提出加大节能减排，提升生态文
明，塑造“鲁南绿城、山水枣庄”的新
形象。借助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这一契
机，枣庄将加大主要道路绿色通道、
中心城区环城森林公园南部山系绿
道、石榴园扩建、抱犊崮旅游大道绿
化、枣临高速公路绿化等重点工程的
建设，确保2015年创建成为国家森林
城市。

节能减排方面，在已经关闭11处
30万吨以下小煤矿的基础上，将依法
有序关闭剩余7处小煤矿，确保2015年
底前全部关闭。对列入关闭计划的9

处石膏矿，确保按照既定计划全部安
全关闭。采取淘汰落后产能补助、举
报奖励、社会公示等措施，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实施“阳光屋顶”工程，鼓
励厂房、小区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发
电系统，发展循环经济。

生态修复方面，将实施采煤塌陷
地治理、破损山体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控制、扬尘及大气污染治理、水土
保持、流域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湿
地保护和修复、城市污水处理、污泥
和垃圾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等10

大工程，同时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和山
体植被保护以及工业废气、城市扬
尘、机动车尾气综合治理，实施电力、
水泥、焦化企业脱硫脱硝，提高空气
质量良好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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