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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地 是 自 然 界 最

富 有 生 物 多 样 性 和 生

态 功 能 最 高 的 生 态 系

统，也是人类最重要的

生态环境之一。我市规

划湿地公园，无疑是实

现 人 居 环 境 与 经 济 社

会 和 谐 发 展 的 重 要 举

措 ，也 因 此 ，枫 溪 湿 地

公 园 规 划 引 得 市 民 翘

首以盼。

然 而 ，规 划 虽 美 ，

重中之重仍在于落实，

只 有 当 公 园 真 正 由 规

划走进现实，所有的溢

美 之 词 才 有 其 真 正 意

义 。对 于 枫 溪 而 言 ，规

划已经出炉，指导思想

也已具备雏形，当务之

急 就 是 如 何 早 日 将 湿

地 公 园 建 设“ 付 诸 实

施 ”，真 正 将 我 市 打 造

成 一 个 环 境 宜 居 的 美

丽城市。

对 湿 地 修 复 而 言 ，

就是实现对土地资源的

再次利用，而不是光靠

技 术 去 打 造“ 盆 景 ”项

目、形象工程，还要着眼

解决生活服务等民生问

题，以此造福社会，实现

资源效益 、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有效统一。

而 这 ，首 先 就 要 确

保监督的充分，枫溪湿

地 公 园 规 划 与 建 设 过

程中，不仅要有各级政

府职能部门的监督，更

要有社会力量的监督，

只 有 让 新 公 园 规 划 与

建 设 在 阳 光 监 督 下 进

行，才能有效避“盆景”

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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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张威

“近日，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专题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枫溪湿地修复工程

方案设计……”8 月 12 日，株洲日报刊登

《河东将建枫溪湿地公园 打造浪漫花滩、

凤湖沙滩等枫溪八景》一文，我市将依托

枫溪港良好生态基础，全力打造最美枫溪

生态城，建设枫溪湿地公园。

建设枫溪湿地公园的消息一出，引起

社会广泛讨论，不少市民对新公园的规划

建设充满期盼。目前，该项目征地拆迁基

本完成，项目方案设计、水利专项设计批

复、环评批复均已完成，正在推进下一步

项目前期的报批、报建等工作。

新公园有什么亮点？公园有哪些规

划？公园建成后又有哪些作用？细翻方案，

我们慢慢梳理。

科技观察 襄阳高新区：
思想“三变”锻造营商环境“四个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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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火了。今年 1月，

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原作《群虾

图》首个社交化数字藏品在上

海嘉禾首届冬季拍卖会竞拍，

最终以30万元落槌价成交；北

京冬奥会举行期间，国际奥委

会官方授权的冰墩墩数字盲盒

发售，售价 99 美元，售出当天

“秒无”。当下，国内外各大博物

馆、企业甚至艺术家个人都开

始试水数字藏品，这已经成了

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所谓数字藏品，是指使用

区块链技术，对应特定的作

品、艺术品生成唯一数字凭

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

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

行、购买、收藏和使用，具有可

追溯、难以篡改等特点。将专

业的解释翻译一下：这些作品

虽然在线上，不可摸不可碰，

但也具有稀缺性特征，也是收

藏品。传统藏品和数字藏品相

比，前者锁在保险柜里，后者

则在网络账号里。

这可能会把千百年来的

收藏形态给彻底改变。传统意

义上的收藏，都是实物形态的，

珠玉宝器、简牍书卷，无论如何

得有一个可触摸的“实实在

在”，来提供一种占有感。数字

藏品就不是这样了，它是虚拟

的、超物理形态的，说是一个藏

品，其实只是收藏了一段代码。

数字藏品可能会避免一些

传统藏品的遗憾，比如不会有那

么多毁损，金字塔不用拆下来

搬进博物馆，《富春山居图》也

不用分开收藏，虫蛀、风化、腐

蚀，这些收藏大敌将不复存在。

当然，这不代表数字藏品

就更耐久，一个技术性的变

化，可能就会导致藏品消失。

小说《三体》里未来人类选择

留下文明的形式依然是石刻，

这是个有启发的假设。所谓藏

诸名山、纸寿千年，恐怕没有

哪个数字载体可以超过物质

留存，人们怎么可能指望千变

万化的互联网出现“海枯石

烂”的故事？

在现阶段看，不同的收藏

方式还是各有优劣，人们不妨

各取所需。不过数字藏品的出

现，依然足够有冲击力，让传

统的文化定义开始发生转移。

传统的艺术创作，追求的是经

典化、古董化、精英化，那么今

天有可能变得日益技术化、日

常化、平民化。人类对文化的

欣赏、拥有与满足，开始摆脱

物质限制，走向一种超现实。

人们在纯粹的物质世界之外，

制造了一个平行空间，这里有

全新的价值模型，有独特的阐

释逻辑，解构的同时也在建

构，让人迷惑也充满刺激。

或许，对许多人来说，接

受数字藏品还需要一个较长

的过程。但对数字藏品，我们

不妨用一种历史观去看待。现

实世界的发展总是会带来很

多意外，颠覆认知的画面也会

不断出现，文化与艺术，也可

能变成代码与符号，以虚拟的

方式，贴近人们的生活。

可以想见的是，作为新生

事物，数字藏品可能会出现许

许多多让人大惑不解的景象。

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从实践

中去找到解决办法，但没必要

以一种排斥的、传统的、怀疑

的态度去对待新生事物。每一

次技术变革、审美重建，总会

带有一点头脑风暴的眩晕感，

人们应该有这个准备。（罗兵）

当一款艺术品
变成了一段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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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湖北襄阳国家高新技术开发

区（简称襄阳高新区）而立之年。

起步就是冲刺，“开门红”捷报频传。2

月 10 日，27 个项目集中开工、竣工，总投资

100 多亿元；截至 2 月 16 日，新签约项目 26

个，合同总投资额 154.64亿元；比亚迪、东风

股份等 71个亿元以上投资项目建设正如火

如荼。

项目成绩单如此夺眼，营商环境“得

分”更高。一直以来，襄阳高新区将营商环

境视为高质量发展的至宝。

襄阳高新区发力目标明确，一切围绕

项目落地、项目推进、项目时间节点，持续

打好优化营商环境和转变作风攻坚战、持

久战，转变理念、变官为仆、变管为服，着力

打造“四个新标杆”，更好服务项目建设和

企业发展。

创新激发干事创业活力

营商环境好不好，先看如何服务企业、

怎样对待企业家。

为企业家喝彩，为企业加油。襄阳高新

区 2022 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改传统，特

邀请辖区所有规上工业企业、部分服务业和

商贸业企业及典型性中小微企业代表参会，

企业家和企业代表占参会人员70%以上。

“作为襄阳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三十

而立要怎样‘立’起来，展现出国家级高新

区的使命和担当，是一道必答题。”襄阳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邓卓海说，发

展靠项目，项目靠环境，环境靠干部，干部

靠作风，作风靠认真。

该区干群认定一个理儿，只要转变思

想、创新作为，干事创业有活力，人人争先

敢担当，优质营商环境自然来。

“高新区优质的企业项目服务和实惠

的真金白银奖励，坚定了我们布局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回来创业 11 年的

振华宇科集团董事长王晓惠，对襄阳高新

区的服务深有感触。

如今，振华宇科产业园已成为鄂西北

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智能终端产业链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依托上下游配套、产业体

量和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条成熟完整的手

机产业链成功“移植”。

企业安家、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襄阳高

新区“服务企业无小事”的各项支持，创新

实施嵌入办、前置办、分工办、容缺办、联合

办、清单办、跟踪办、贴心办、上门办、一次

办“十办”举措，一次次破解制约项目发展

的细微难题。

去年以来，襄阳高新区创新推行“一季

一拉练、一季一结账”工作机制，要求各牵

头单位提前谋划、主动对接、争先创优，每

月 5日上报项目进展，跟进督办解决项目建

设中的堵点、卡点、难点。

三十年如一日，坚持转作风、抓落实，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四个一”，即“一

把手”、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一直到问题解

决，“现场办公、办完即走”“主动出击、领衔

问题、一抓到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

机制。服务企业上，党工委领导领衔、产业

专班、企业包保、项目秘书、项目落地服务

专班、“百名干部进百企”等机制成效显著。

改革精简政务服务流程

“真没想到这么快，方便得很！”去年底，

餐饮店主李明体验政务服务后赞不绝口。

原来，李明到襄阳高新区紫贞街道便

民服务大厅办理营业执照。在工作人员帮

助下，填写相关信息后，自助服务机便迅速

打印出营业执照正副本，整个过程不到 10

分钟。同时，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也一

起办理了，并免费邮寄到家。

办事方便快捷，就是行政审批改革的

目标。襄阳高新区围绕“一网通办”百日攻

坚目标和路线图，重点解决办什么、在哪里

办、谁来办。

为此，该区梳理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854 个区级事

项、174 个镇级事项、60 个村级事项全部进

驻办事大厅，进驻率 100%。县、乡、村三级政

务服务联网运行，统一接入湖北省政务服

务网上平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互补的政

务服务模式。

襄阳高新区行政审批局负责人介绍，

作为襄阳改革开放主阵地、先行先试的示

范区，将以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为

导向，做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的先进区、样板

区，为市场主体和群众在高新区办事、创

业、就业提供最优质服务。

近年来，该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深度运用“容缺审批”“拿地即开

工”等改革创新成果，最大化减少项目落地前

置审批时限。在湖北率先实行“多证合一”，企

业登记注册实现“无人值守、智能审批、秒批

秒办”。系列改革措施直击企业发展中的难

点、痛点，改善企业生存、发展环境。

其中，创新“两无一免”退税流程，即退

税过程无申请、无纸化、免填单。纳税人足

不出户就能享有退税优惠，退税时间由原

来的一个月缩减至 2天以内，这项作为商务

部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最佳实践案例”

之一在全国推广。

此外，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目标，襄

阳高新区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推进

“一业一证”改革，将一个行业涉及的多张

许可证集成为一张综合许可证。目前，已在

超市、饭店、书店、美容院、健身房等 19个行

业实行“一业一证”。

自我加压做优“店小二”

“新厂区于去年 7 月开工，不到 8 个月

建成投产。”日前，襄阳元创汽车零部件实

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进展如此之快，

主要得益于襄阳高新区“保姆式”服务。

何为“保姆式”服务？该区项目落地服

务专班有关负责人介绍，这项服务要求“店

小二”做到“事前有介入、事中有指导、事后

有跟踪”，有效压缩项目落地时间。为此，整

合项目服务资源，理顺各责任单位职责，构

建有统筹、有协调、有分工、有协作、有督办

的项目落地服务工作体系。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智能汽车产业学院

也是全生命周期“保姆式”服务的受益者之

一。“从装修学生住宿到解决通勤问题，高

新区都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已有 500多名

学生入住。”学院相关负责人王礼华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18 年以来，

该区每季度面向市场主体组织一次“刀刃

向内找问题、倾听心声谋发展”主题活动，

主动查摆、累计收集梳理企业涉及子女上

学难、员工招聘难、交通出行难、补贴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共 13类 300多项。同时，通过

媒体公开晒问题、晒结果，接受市场主体及

群众监督。

自我加压，迎着目标奋力进取。今年，

襄阳高新区提出，持续深化“百名干部进百

企”和项目建设包保，做到有呼必应、无事

不扰，打造“金牌店小二”服务新标杆；全力

履行既定承诺，只提前不推迟，高标准兑现

承诺，用诚信塑造投资兴业热土，打造重行

践诺的诚信新标杆。

同时，突破“条条框框”，打破“坛坛罐

罐”，一切以项目落地、开工、推进为首要目

标，无前置条件，打造流程再造工作新标

杆；打造党员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作风新标杆。

为有效破解行政审批、行政监管、政务

服务、公共服务、承诺兑现、政策落实等市

场主体反映强烈的问题，特设立“襄阳高新

区优化营商环境监督平台”，统一受理相关

问题线索，及时受理处置、跟踪反馈，以优

质营商环境、优良作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记者 吴纯新 原载于《科技日报》）

美丽的襄阳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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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再添一座湿地公园，要建成什么样？

规划中的枫溪湿地公园位于湘江东

岸的芦淞区，北起湘江东岸岸线，南至沿

江南路，西至南环路南辅道，东至溪三路。

将结合亲水性与安全性的地形设计，这里

将打造一座体现湿地风光、枫溪人文的都

市湿地公园。

“我们这边居住的人口较多，活动空

间相对匮乏。”家住枫溪片区的汤女士说，

平时节假日河道周边总有人前来钓鱼、露

营、乱扔垃圾，影响生态环境及水质。听说

要建枫溪湿地公园，他们都很关注，每天

都要遛弯儿去看看有没有建设进展。“希

望这个公园能够早日建成，这样我们‘家

门口’就又增添一个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到时候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在公园遛弯、赏

景，想想都特别期待。”

公园设计规划面积 600 多亩，其中，

水域面积 200 多亩，与神农湖面积相当，

规划有湖光山色、枫栖花林、杉林湿地、溪

流水岸四大特色植物风貌景观区。其中，

湖光山色板块根据水位影响配置植物，选

择以耐水湿的杉类植物为主，搭配自然的

树林和花草地，营造以杉树为科普主题的

特色水森林生态风貌。

根据规划，湿地公园将重点打造浪漫花

滩、运动天地、枫溪渔村、枫溪渔港、凤湖沙

滩、杉林湿地、古渡老桥、净水溪流“枫溪八

景”。花滩整体配置千屈菜、黄菖蒲、花叶芦

竹、狼尾草等草本水陆两生植物，栈道种植

彩叶杞柳、黄馨，滩地点缀栾树色叶乔木，营

造春夏看花、秋冬观草体验。枫溪渔港将运

用VR等技术，引入渔港文化 IP，还原船坞、

航运场景，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枫溪湿地公园项目坚持“生态环境、

湿地风光、枫溪人文”的设计理念，通过片

区核心区域的严格保护及调蓄和净化初

期雨水，构建具有净化功能的生态水系，

提升水质进一步循环的目的，同时丰富植

物风貌群落，并通过园路、栈道设置提供

便民休闲空间。

在原貌上做“加法”。“从湖中挖出的

土方，都将用在场地与微地形塑造中。”相

关设计人员介绍，公园建设将以原枫溪流

域风貌为主。根据设计，从空中俯瞰公园，

犹如一个“<”形状，由北往南依次“加上”

湖光山色、枫栖花林、杉林湿地、溪流水岸

四大特色植物风貌景观区，公园内部则以

浅丘为主，市民活动区包括河道两侧绿

地，规划面积近 300亩。

园内主要设置绿道、小型活动场地、

驿站及生态停车场，是供市民游览活动、

亲近自然的主要区域。为方便市民出入，

该公园设置了 2 个主入口、5 个次入口和

12个人行入口，并在园内布置 7处停车位

共 452个，园外更有社会停车场一处。

值得一提，园内绿道沿湿地贯通成

环，宽 4米，包括 2.5米的自行车道和 1.5米

的漫步道。喜欢骑行的市民朋友可在园内

体验环湿地骑行，全程 5公里时长大约 30

分钟。此外，还设有湿地观鸟、沙滩排球、

骑行体验、林间瑜伽等十类绿道休闲活动

项目。

据介绍，枫溪湿地公园项目是根据

我市城市及湿地规划，以恢复湿地生态

系统健康、保护湿地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为基本出发点，统筹保护生物栖息与引

导市民休闲，将枫溪片区建设成为可持

续发挥生态功能的一处“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

规划中的枫溪湿地公园不仅是观光

公园，还是水环境治理好帮手。作为城市

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枫溪湿地公园在提

供休闲观光的同时，也承载了水质净化、

雨洪调蓄等多重功能。据悉，上游河道来

水进入枫溪湿地公园，将经过雨水湿塘、

人工湿地、河流湿地三套净化水系系统，

将上游河道水维持稳定在四类水，最终进

入湘江。

根据设计，公园里的水池将铺设砂

石和种植水生植物，营造鱼类、虾类、水

生植物、浮游生物稳定共存的水生态系

统，构建湿地恢复和保护等多种生态的

良性循环。“它们每天能为公园净化上万

吨水。”相关设计人员介绍，各种水生物

将通过吸附、滞留、过滤、氧化还原、沉

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等方式，

有效净化水质。

作为湿地公园，水是必不可少的，新

公园里水分别取自哪里？除原有的枫溪水

源，还将从市政雨水及场内雨水两处补

充。市政雨水排入湿塘，经过调蓄、净化

后，再排入场地内的河道。场内雨水则要

从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区域汇集到海绵

源头控制后才能汇集到场内河道。

在蓄涝蓄洪方面，湿地公园将成为区

域雨水调蓄的终端。按照设计标准，在 34

米标高的水位线时，枫溪湿地公园可以蓄

存 22.84 万立方米的水量，而水位线每上

升一米就可以多蓄存 14 万立方米的水

量。当汛期来临，该湿地公园最高可以蓄

存 65.95万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 314个标

准游泳池的容量。

新公园有哪些看点？

新公园规划是什么样？

新公园还有什么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