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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建设的焊花在飞舞，项目落地的热浪在翻
腾。

新城建设，关键在兴产业。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石峰作为株洲工业发祥地，因工业而立、而
兴、而强。因此，产业优先既是石峰发展形成的优良
传统，更应成为推动石峰转型升级的根本遵循。

全球装备制造业领军企业三一集团来了，预计
年内完成厂房主体工程，2021 年 6 月之前竣工投
产；世界 500 强企业绿地集团来了，引入“大科创、
大金融”等产业资源，并遵循“生态、科技、现代、时
尚”的规划理念，构建汇聚总部经济、智能制造、人
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创新创业六大产业集群
及 5G+智慧城市的“6+1”产业动能体系，塑造集生态
与科技为一体的产业新城标杆。两大企业入驻，为
清水塘新城建设标注新的高度，为打造中国动力谷
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后续企业和项目的落户起到先
导和标杆作用。

指挥部负责人要求，主动切入，积极作为，借力
借势清水塘新城建设千载难逢的契机，站在老工业
区“再出发”的新起点上，构建石峰现代多元产业新
格局。

4 月 16 日，和天厦工贸总部项目开工，清水塘
老工业区原有部分企业就地蝶变开启。此为该片区
首个就地转型产业项目，建成后预计有 500余家化
工工贸、大宗商品贸易等行业龙头企业入驻，年交
易额可达 300余亿元，引进税源 3亿元以上。

立足现有资源和优势，保重点、拓新篇，市区两
级指挥部和石峰区坚持“招商与落地”齐发力，确保
重点项目“早投产、早见效”。目前，新入驻企业近百
家，在谈项目 30余个，基本实现“落地建设一批、招
商引进一批、包装策划一批”的目标，这为石峰区培
育经济新业态注入强劲动能。

高端智造产业区重点围绕已落地的三一石油
智能装备项目和成都置信智能科技示范园项目布
局建设，重点做好上下游产业链的导入和培育工
作；科技创新产业区按照多个项目同步实施、整体
开建的思路，重点推进绿地滨江科创园、产业服务
中心、智能硬创园项目建设，形成环湖科创园区的
核心；文创商贸产业区年内通过 PPP项目全面启动
片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同步做好已具备条件的
未来科技馆（工业博物馆）、配套商业街等经营性项
目的实施；口岸经济产业区重点推进总部园建设，
促进总部经济、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你看，
大批生态文化科技产业项目布局落子，清水塘生态
科技新城正迎来崭新的明天！

清水塘生态科技产业新城大步踏来

腾笼换鸟 涅槃重生
株洲日报记者 钟联明 通讯员/彭自兴 陈哲

新城空间布局
“四个产业区、三个住宅区、一

个预留区”。即：科技创新、高端智
造、文创商贸、口岸经济四个产业
区以及三个配套品质住宅区，预留
一个弹性发展区，对各产业区保留
合理弹性规划，在区域中部形成产
城融合发展核心。

新城产业规划
科技创新产业区。立足于建设

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的复合型产
业活力新社区，引进发展工业互联
网、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要
素，重点发展动力与应急安全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领域工业机器人、
智能交通等方面的研创应用产业，
以及工业互联网共性技术、网络安
全技术研发应用产业，建立孵化
器、加速器和双创基地，打造清水
塘科创产业的主要承载区。

高端智造产业区。作为科技创
新的配套发展区域，重点集聚高
端、先进制造产业，引进发展轨道
交通集成电路（芯片）、应急安全高
端装备、智能驾驶应用产品、智能
工厂应用装备等领域的制造项目，
促进动力产业、应急产业的跨界融
合和创新发展，推动产业发展迈向
智慧化、数字化、集群化。

文创商贸产业区。结合工业遗
址的合理保护与开发利用，以产业
化、商业化的运营思路，文化创意
体验式商业、商业贸易、会展经济、
影视摄影、沉浸式旅游休闲、应急
安全体验等多业态融合的产业项
目，打造国内首屈一指的工业特色
文创休闲街区。

口岸经济产业区。坚持外向型
经济特征，重点集聚跨境电商、进
口展销、服务外包、总部经济、现代
供应链、高端商务等新兴业态，打
造区域性的外贸、商业、服务中心。

落日余晖，傍晚的霞湾港，恬静而美丽：
晚风习习，河水潺潺，花木幽香，游人怡然休
闲，一幅其乐融融的生活画卷。

霞湾港是反映清水塘片区生态环境的一
面镜子。这条长约 4.3 千米的河流，曾因污染
成了牛奶河、黑水河，经历重金属污染综合治
理工程后，重回碧水潺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峰区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以清水
塘核心区污染治理为重点，擦亮绿色发展新
底色。该区坚持防治并举、标本兼治，突出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精准治理，区域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爬上株冶集团的办公楼，环顾四周，昔日
喧嚣的工厂偃旗息鼓。湘氮的棚户区改造而
成的清水塘广场，休闲的居民成群结队。头顶
上，是一片碧蓝的天。

站在九郎山顶俯瞰，荒废的山岭重新披
上绿装，生态绿心郁郁葱葱。山脚下，田野里
的鲜花姹紫嫣红，生态农业吸引四方游客。

近年来，清水塘地区污染防治步步攻坚，
从天到地，从水到陆，全面发力，重现“石峰
绿”。

堵住污染源头。2017年以来，在一口气全
面关停清水塘污染企业 153家的同时，同步实
现绿心地区 57 家工业企业和 92 家生猪养殖
场全部关停退出，取缔白石港、下河街等污水
直排口 20个，从根子上堵截了污染源头。

削减污染存量。坚持市场运作，累计投入
20 多亿元，完成霞湾港等 9 个重金属污染治
理项目，按照用地性质分类精准实施金盆岭、
清水、铜霞 3个片区土壤污染整治，完成 39家
关停搬迁企业厂区场地修复。同时，以“三供
一业”移交改造为契机，对老旧小区进行雨污
分流改造，完成湘天桥片区污水管网建设，推
进人民路、新民路、荷叶塘干渠等黑臭水体治
理，污染存量大幅削减。

加强生态修复。在截污治污的同时，注重
复绿增绿。2017年以来，该区累计投入 7000余
万元，实施九郎山绿心地区生态修复 7471多
亩，3 年造林任务基本完成，昔日裸露的角落
已被碧绿的树林遮掩。

天蓝地绿水清，今天的清水塘，让人敞开
胸怀深呼吸。

“我宣布，基夫塞特炉退出
生产。”2018年 12月 30日，株洲
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随着
铅厂厂长廖舟的一声令下，该
公司在清水塘片区最后一座运
行中的冶炼炉熄火关停。至此，
清水塘老工业区 261 家企业的
工业产能全面退出。

2017 年 2 月，清水塘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攻坚战打响。石
峰区举全区之力，拿出背水一
战的坚强意志，毕其功于一役，
确保搬迁改造工作决战决胜。
不到两年时间，剩余 153家企业
全部关停退出，61 家企业实现
转型，收储土地 6000 多亩，安
全、环保、稳定等底线工作有力
有效，如期实现“三年腾出空
间”的目标。

喧嚣了 60 多年的清水塘
突然安静下来。“老工业基地”
变成一张白纸，如何重新描摹
落笔？上级党委、政府对此颇为
关注，并提出明确要求。

“‘破旧’是为了更好的‘立
新’，‘筑巢’是为了更好的‘引
凤’。”指挥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要摒弃“老瓶装新酒”“新瓶装
旧酒”，告别以污染环境代价支
撑粗放发展的老路，不搞碎片
化开发，走一条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打
造产业转型的样板、生态新城
的典范，形成全国城市老工业
区转型发展的示范效应。

“用好政策、发挥优势、挖
掘 潜 力 ，迈 出 转 型 升 级 新 步
伐。”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强调，
不能把企业一关了之，变成一
座空城，要以“去”与“补”辩证
统一为原则，高标准建设新城、
高质量导入产业、高效率推进

项目，壮大培育发展新动能。
腾笼换鸟、破旧立新不是

简单填空，而是盯紧主线。主线
是什么？是“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目前，由中交三航局、上海
临港、中交三航院等战略投资
者编制的清水塘生态科技产业
新城规划已基本成形，一幅崭
新的画卷在“开局”“起步”中次
第铺开。

规划显示，清水塘的产业
发展方向定位为“中国动力核
芯”，打造赋能加速中国动力产
业、应急安全产业的科技创新
策源地、产业协同示范区，并结
合当前株洲“3+5+2”的产业体
系，做好动力产业与应急安全
产业的承接转移和延链补链强
链工作，使清水塘片区成为株
洲新的优势产业集聚区。

而其新的产业业态规划为
“一个重点，两个配套”，即重点
发展科技创新及高端智造产
业，融合工业互联网技术+人工
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业态，
配套发展文创商贸和口岸经济
等产业，融合文化创意、应急服
务、融合现代供应链、跨境电商
等业态。

“三 年 腾 出 空 间（到 2018
年）、六 年 大 见 成 效（到 2021
年）、十 年 建 成 新 城（到 2025
年）。”这是清水塘老工业区搬
迁改造与新城建设总体推进目
标，第一阶段三年时间腾出空
间的目标已全面实现；第二阶
段大见成效从 2019 年开始，用
3 年时间建成新的城市功能和
产业格局；第三阶段用 4 年时
间继续推进城市、社区、产业发
展与功能融合，建成功能完善
的生态科技产业新城。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付诸行动。
6月 12日，清水塘大道一期项目现场，路基

已经成型，工人师傅正在进行非机动车道及人
行道换填碎石等施工，本月底将达到通车条件。
届时，建设北路和铜霞路将有一条便捷通道。

新城起步，基础设施需先行。去年 9月，“一
桥一塘六路”全面开工，包括清水塘大桥、清水
塘城市公园、清水塘大道、清霞路、株冶路、霞
湾路、观湖路和临江路，总投资超过 50亿元，这
些是拉开新城框架、搭建新城骨架、提升新城
承载力的关键性、标志性工程，将为后续产业
导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将着力构建与主城区
及长沙、湘潭互联互通的主干路网格局，

清水塘大桥北起清水塘大道，上跨清霞
路，往南越过湘江，上跨滨江北路、新东路后对
接珠江北路落地，道路全长 2.85千米，其中桥梁
段长度 2.175 千米。这是株洲首座双层跨江大
桥。桥梁上层为机动车道，净宽 31米，双向 6车
道，设计时速为 60 公里；桥梁下层为人行通道
和非机动车道，净宽 10 米。大桥两岸采用两级
分流形式。“河东连接重点发展片区，河西连接
相对成熟的名片产业园区，不仅仅是过江通
道，还是片区协同发展中人、财、物要素流动重
要纽带，联动效应很快就会凸显。”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

紧邻湘江的清水塘城市公园雏形已具，总
面积 1416亩，水域面积 321亩。该公园集城市景
观与生态湿地于一体，承载科技园区配套、区
域生态调节、居民休闲观光等功能。

目前，清霞路一期、清湖路建成通车，清水
塘大桥、清水塘大道、株冶路建设已拉开架势。

为加快推进清水塘新城建设工作，确保重
点项目建设用地，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工作协调指挥部开展清水塘市政基础设施和
部分重点产业项目“交地清零”攻坚活动。石峰
区通力配合，区直相关部门和有关街道全力以
赴，大家敢担当善作为，有敢啃“硬骨头”的精
神和气魄，推动活动取得成效。目前，13个项目
中，已完成 9个项目的交地清零。

同时，石峰区还着手在清水塘片区启动 12
年一贯制品牌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等公共服
务配套项目建设，筑好黄金巢，只待凤凰来。

华
丽
转
身

大
投
入
治
理
污
染
，
辟
出
一
条
生
态
之
路

凤
凰
涅
槃

高
起
点
科
学
规
划
，
走
出
一
条
立
新
之
路

基
础
先
行

大
手
笔
谋
篇
布
局
，
铺
出
一
条
腾
飞
之
路

昂
首
未
来

好
项
目
纷
至
沓
来
，
拼
出
一
条
奔
跑
之
路

施 工 人 员 在 清
水塘大道安装侧平
石。 受访者 供图

治理后的
霞 湾 港 ，草 绿
水清。
受访方 供图

清水塘公园。
受访方 供图

石峰区一隅石峰区一隅。。 张湘东张湘东 摄摄

三 一 能 源
装备产业园项
目效果图。
受访方 供图

绿 地 滨 江 科 创
园 项 目 效 果 图（鸟
瞰）。 受访方供图

清水塘大
桥 施 工 现 场 。
受访方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