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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首笔一亿元
排污权抵押贷款落地

连云港日报讯 10 月 11 日，笔者
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连云港市首笔排
污权抵押贷款成功落地，贷款金额 1 亿
元。 市生态环境局财审处处长耿连表
示，该笔贷款的顺利落地不仅实现了连
云港市排污权抵押贷款“零”的突破，更
成为江苏省开展排污权抵押贷款以来
发放金额最大的一笔贷款。

据了解，早前，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江苏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联合印发《江苏省排污权抵押贷款管理
办法(试行)》，倡导进一步推进绿色信贷
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环境资
源价值，促进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

所谓的排污权抵押贷款是指借款
人以有偿取得的排污权为抵押物，在遵
守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和信贷政策
前提下，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
的借款人发放的、在约定期限内还本付
息的贷款。 区别于以往传统的房产、土
地抵押的固有模式，排污权抵押贷款是
绿色金融创新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能
够激活企业“沉睡的资本”。 为此，江苏
省启动了排污权抵押贷款业务，帮助企
业积极推进减污降碳项目建设。

作为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
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洋井集团目
前已形成涵盖蒸汽、天然气、工业气体、
码头、仓储、管廊、供应链等领域的多元
化发展架构体系。 为了进一步推进园
区能源体系建设， 该企业子公司连云
港中星能源有限公司启动建设 “公用
工程岛项目”。 该项目是连云港石化产
业基地的公用热源点和动力气化中
心， 采用国际领先的 IGCC 多联产工
艺， 为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提供更加
低碳的能源， 满足徐圩新区日益增长
的能源需求。

在走访的过程中， 中国银行连云
港开发区支行获悉企业有融资需求
后， 结合企业需要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以企业持有的排污权指标进行抵押。作
为新鲜事物，连云港市尚无排污权抵押
贷款相关办理经验。 市生态环境部门、
金融机构和企业通过现场调研、召开业
务对接会等方式，梳理和协调排污权抵
押贷款所需手续和业务办理流程，确保
该笔贷款顺利落地。

目前，中国银行连云港开发区支行
已经完成相关抵押的手续，并成功向连
云港中星能源有限公司授信了 1 亿元，
帮助企业盘活了排污权益资产，助力港
城绿色金融发展。
（记者 周 莹 通讯员 袁 晓）

十九个专题活动
为大健康产业添智赋能

泰州日报讯 10 月 19 日 至 22
日，第十四届中国（泰州）国际医药博览
会将在中国医药城会展中心举办。记者
从组委会获悉， 本届医博会将举办 19
个专题活动，来自国内外的行业大咖集
聚泰州， 为大健康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添智赋能。

本届医博会期间， 将举办 2023 中
国（泰州）医药峰会、第四届中国（泰州）
精准医学高峰论坛、第六届中国国际生
物医药大会等 19 个专题活动， 涉及生
物制品 、医疗器械 、特医食品 、康健医
疗、国际合作、供应链、医保等大健康产
业主要领域，邀请了近 130 名重量级嘉
宾，其中院士 8 名，另有国内外 3500 名
专业人士参会。

中国（泰州）医药峰会作为医博会
的高端学术活动，自 2016 年 10 月创办
以来，一直以促进我国医药产业发展为
己任，聚焦生物医药前沿科技，先后邀
请包括 30 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国内外
专家来泰交流。 2023 中国（泰州）医药
峰会将聚焦“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健康
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主题，就人工智能
促进药物研发创新、中医药产业与文化
传承与发展， 提升医疗效率和质量、促
进健康管理等， 邀请国内领军型专家、
地方政府、科研院所、行业组织、企业进
行对话交流。 其间将举办以“创新推动
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产业发展”为主题的

中医药文化传播专家研讨会，邀请院士
专家等就推动中医药特色资源整合，加
大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
度，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进行研讨， 为中医药传承发展、
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
力。

10 月 20 日上午至 10 月 21 日下
午举办的精准医学高峰论坛，邀请了 3
位院士、约 200 位嘉宾参加，旨在研讨
我国精准医学发展战略，聚焦精准医学
平台建设和前沿技术研发，围绕近年来
大型队列研究，细胞与基因治疗在全球
公共卫生、基础研究、重大疾病预防及
治疗等领域取得的重大前沿进展、转化
应用及成果推广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我国精准医学领域基础研究、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的战略布局，赋能我国
大健康产业发展。

医博会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地标性产业，近年来泰州市大健康产
业快速发展，对高端人才智力和创新资
源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这些国际化、
专业化、市场化专题活动的举办，不仅
为泰州市大健康产业带来一场场“头脑
风暴”， 也将引来更多的海内外医药创
新资源，为泰州市进一步擦亮“健康名
城、幸福泰州”城市名片提供新动能。

（记者 胡桂材 通讯员
刘昊宇 赵 越）

阜淮铁路施工忙
10 月 9 日，中铁四局施工人员在阜淮铁路跨 G329 国道连续梁施工现场作业。
近日，在中铁四局阜淮铁路建设工地，施工人员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施工，确保

重点工程建设进度。 阜淮铁路位于安徽省北部，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正线全
长约 142.5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新华社 发 刘玉才 摄

扬州“3+4+N”行动打造“海绵城市”
扬州日报记者 张孔生 通讯员 夏长明

日前，记者从扬州市住建部门了解
到，《扬州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已经
制定完成，即将颁布实施。以建成江淮安
澜、碧水清流、人水和谐的“水韵扬州”为
中心任务， 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比例
提高到 50%， 形成具有扬州特色的海绵
城市建设模式。 城市水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高到
90%以上。持续巩固成效黑臭水体治理，
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100%。在
2024 年底前出台《扬州市海绵城市建设
管理条例》， 制定涉及规划建设管控、绩
效考核、投融资等方面的 9 项长效机制。

围绕“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中心任务，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贯
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领域、 全过
程。全面开展海绵城市“支撑能力提升、
体制机制健全、产业结构升级”三项行
动。系统实施“防洪排涝系统完善、水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建设‘+海绵’、典
型示范片区创建”四大工程，着力打造
N 个精品项目，即“3+4+N”行动方案。

行动 三大行动主要有
啥内容？

开展 “海绵城市支撑能力提升”行
动：构建“一张蓝图，各有侧重”的支撑
体系。构建顶层设计框架：高标准、高质
量编制示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形成扬
州海绵示范城市建设的“作战蓝图”，实
现“一张图管理”，统筹推进绿地系统、
地下空间、排水防涝、污水处理等专项
规划修编，形成覆盖全域、统筹协调、层
次分明的规划体系； 建立本地技术体
系：研究覆盖设计、施工、验收、运维等
全生命周期的海绵城市技术指南，形成

一批“扬州标准”的技术指导文件；加强
创新课题研究：结合扬州实际，加强海
绵城市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海绵城市建
设本地化的关键问题， 开展一批引领
型、实用型、攻关型的课题研究；同时提
升技术保障能力， 搭建智慧管理平台。
基于已有的地下管网 GIS 系统，搭建海
绵城市智慧监管平台。

开展 “海绵城市体制机制健全”行
动：创新“全程嵌入、常态长效”的管控
模式。将完成海绵城市建设立法，完善
全流程闭环管控机制，健全考核评价及
激励制度，激发全社会开展海绵城市建
设的动力。

开展 “海绵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行
动：营造“多方联动，相辅相成”的发展
态势。 将优化海绵产业发展顶层架构，
组织拟定海绵产业发展和规划相关政
策，从用地、税收、资金投入、融资渠道
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海绵产业”“海绵
经济”的支持和激励力度。大力支持传
统优势企业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转型生产海绵产品，着力孵化一批科
技含量高、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辐
射带动大的海绵企业，形成完整的上下
游海绵产业链条， 努力打响海绵产业
“扬州品牌”。同时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
模式，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的海绵城市创新体系，打造“产学研用”
一体化协同推进模式。

工程 四大工程主要有
啥亮点？

实施“防洪排涝系统完善”工程：在
防洪能力达标建设方面， 将统筹流域、
区域、城市洪涝体系建设，开展设施防
洪能力达标建设。按照相关上位规划目
标要求，针对防洪薄弱区段 ，采取新建
河堤、堤防加固、闸站建设、违建拆除等
措施，提高设施防洪能力，提升片区防
洪标准。重点实施沿山河城区薄弱段整

治等河段防洪能力达标建设，优化城市
防洪保护圈，完善防洪减灾体系；进一
步对雨洪行泄通道、行泄体系进行优化
疏通， 全面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按
照“蓄排并举、引排有序”的建设原则，
以内河拓浚为主要工程措施，优化畅通
主要行泄通道；合理开挖河道，促进水
系连通，优化城市水系结构；结合水网
结构及低洼片区分布，建设融合海绵城
市理念的生态缓冲带、 调蓄水体等。重
点实施建都河、横一河、韩万河等河道
（水体）整治/新建，全面提升河道行洪
排涝能力， 增加河湖水系调蓄空间；在
雨水设施系统完善方面，将聚焦城区范
围内雨水问题， 完善雨水设施系统，降
低内涝风险。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城市
更新等工作， 以缓解城市内涝为核心，
开展市政道路、 建筑地块雨水管网建
设，推进排涝泵站、闸站更新改造。重点
实施江都路周边片区雨水管网建设；二
桥排涝泵站、七里河闸站等泵闸站更新
改造；润扬路与江平路交叉口、上方寺
路、渡江南路等积水点治理，完善雨水
设施系统，降低内涝风险。

实施“水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工程：
在片区排水达标区建设方面，将结合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333”行动实
施方案，实施 16 个排水达标区建设。重
点实施邗江新盛片区、维扬开发区老人
沟片区、广陵曲江南部片区、江都北部
片区等排水达标区建设，在解决内涝积
水问题的基础上， 提升水环境质量，促
进以水为核心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在
河道治理及生态修复方面，将结合幸福
河湖建设， 开展河道治理及生态修复。
在河道生态修复中融入海绵城市建设
理念，滨水绿带建设雨水湿地等设施调
蓄、净化径流雨水，因地制宜设置植被
缓冲带， 削减径流流速和污染负荷。有
条件的河道建设生态驳岸，并根据调蓄
水位变化选择适应的水生及湿生植物。

重点实施沙湾河、大涵河等河道（水体）
治理及生态修复，改善优化水环境质量
及水生态功能。

实施“城市建设+海绵”工程：城市
更新 “+海绵” 将结合片区城市更新计
划， 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重点实施广
陵路沿线海绵化城市更新、鸿泰家园小
区等既有建筑小区海绵化改造，通过海
绵城市建设推动人居环境改善；海绵型
建筑小区建设将根据城市规划及建设
计划，开展新建建筑小区及公共建筑海
绵化建设。重点实施金港花园等新建小
区，江都城北教育集中区、扬州市中医
院等公共建筑，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
要求；海绵型道路广场建设，将结合城
市快速路及道桥广场建设计划，开展海
绵型道路广场建设。重点实施开发路东
延、润扬南路、黄河北路等道路海绵化
建设， 打造绿色生态型海绵城市道路；
海绵型公园绿地建设将结合城市绿化
管养和绿化建设计划，开展海绵型公园
绿地建设。重点实施香茗湖公园、七里
河公园二期等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提
升公园绿地的综合生态效益。

实施“典型示范片区创建”工程：将
结合扬州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各区人民
政府、 功能区管委会根据自身特点和城
建工作，探索海绵城市理念“嵌入式”的
城市建设发展模式， 以排水分区为单位
系统谋划、统筹实施海绵城市建设，采取
片区包干模式， 打造广陵大运河十里外
滩、 古运河南门湾， 生态科技新城航空
谷、万福健康社区，江都东北片区、江都
南部片区， 邗江西区新城片区等具有连
片效应、引领效应的海绵城市示范片区。

通过努力，将着力打造一批示范精
品项目，覆盖海绵型建筑小区、海绵型
道路广场、海绵型公园绿地、海绵型水
系、管网及泵站等项目类型，以点带面
引领同类型项目改造与建设。

古 村 吃 上“文 旅 饭 ”
———山东菏泽曹县黄河故道走笔

每逢旅游旺季，张康村周边占地百
余亩的围村林便会成为游客观赏拍照
的好去处。 由于比邻黄河故道遗存的万
亩荷塘湿地，这里的刺槐和杨树郁郁葱
葱，成群的白鹭或蹁跹飞舞，或嬉戏觅
食，观鸟台上的摄影机位颇受欢迎。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在村民
看来非常难得。 在以往，地处黄河故道
的山东菏泽曹县部分古村经济落后，乡
村建设发展缓慢，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村里一位老人说，有的乡村坑塘疏于管
理，一到夏天，蚊虫滋生，气味难闻，严
重影响村容村貌和群众生活。

作为黄河入鲁第一市，菏泽境内的
黄河蜿蜒 185 公里。 在曹县，为了让黄
河故道古村面貌一新，当地近年来结合
黄河故道自然资源禀赋 ， 深挖文化底

蕴，不断治理生态环境，发展特色文化
旅游项目。

曹县魏湾镇党委副书记张健说 ：
“我们多年来在生态环境保护、 乡村产
业发展、 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强落实、
补短板，打造‘醉美魏湾’品牌，取得一
定成效。 如今的魏湾镇，家家户户推窗
见绿，故道古村焕发新颜。 ”

同时 ，针对集体经济薄弱 ，村民收
入低，年轻劳动力外流，曹县依托乡村
文旅延伸农业产业链。 在距张康村不远
的董楼村，游客们可以在生态种植园的
圣女果区里体验采摘乐趣。 村企生产车
间里，当地特产莲藕变成一罐罐包装精
美的藕粉， 不仅成为游客的伴手礼，还
通过电商直播间销往全国。

“我们探索‘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盘活农产品资源，加强产销
对接，推进农商互联，提高农业产业化
发展水平。 ”魏湾镇董楼村党支部书记
田明显介绍说。

除了发展生态采摘园，董楼村借助
万亩荷塘风景区资源优势， 形成水稻、
莲藕种植和龙鳌虾、长江蟹水产养殖相
结合的多样化农业业态，并在此基础上
加工生产荷叶茶、故道香米、藕粉等优
质农副产品。 目前，董楼村荷叶茶年产
20 吨，产值 600 万元 ，故道香米年产 1
万吨，产值 5000 万元。

古村有了崭新的发展前景，外出务
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创业。 有的人发展
农特产品电商直播，有的人从事观赏旅
游、研学旅游、沉浸式体验游，有的人致
力于古村落传统文化保护及非遗项目

产业化发展，这些新兴业态正在带动古
村群众增收致富。

如今，“夏采莲子冬挖藕” 的风光，
不仅成为当地乡村文旅特色，更为黄河
故道古村产业升级注入新内涵。 曹县精
心打造的打造黄河故道湿地公园，成为
远近知名的旅游景点。 万亩荷塘、万亩
稻田、万亩花海、万亩森林等生态项目
带动周边村民从传统种植养殖业向现
代农业、旅游住宿餐饮业等综合业态转
型。

曹县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将继续
挖掘乡村资源禀赋优势，不断改善古村
生态、人文和产业发展环境，让黄河故
道成为支撑地方发展的生态走廊。

（新华社济南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 阳）

金寨桐源古树群
入选全国“最美”
近日，在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开展的“双百”古树推选宣传活动中,经过
公众投票、专家评审、全网公示等环节,六
安市金寨县长岭乡界岭村的桐源古树群
成功入选全国 100 个最美古树群。

桐源古树群占地约 65 亩,拥有 226 株
百年以上古树,包括栓皮栎、枫香、枫杨、银
杏等十余种树种,被誉为“大别山区最大的
一片古树群”。 为加强保护宣传,通过划定
县级林长责任区、建立数据档案、开展保
护修复、设立科研基地、打造乡村旅游等
措施,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树群的原生状
态,同时,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增加了群
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皖西日报记者 黄雪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