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6日讯 今日上
午，省文化厅与省机场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湖南文化
机场，让湖湘文化通过机场这
个窗口飞向全国，飞向世界。

本次合作，双方将共同搭
建湖湘文化展示的“三大平
台”。 一是建立文化演艺传播
平台。双方合作在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T2航站楼出发层安检
A区 (磁浮连廊与航站楼接口
处) 设立湖南地方戏曲展示舞
台。二是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A、B候机区开辟2个非遗项目
或者文化产业展示平台，由省
文化厅联系项目常态化的展
示。第三，建成湖湘文化宣传平
台。 ■记者 吴岱霞

本报10月26日讯 据长
沙市发改委重点办今天公布的
《1-9月全市重大项目建设进
展情况通报》， 长沙全市808个
重大项目1-9月累计完成投资
2502亿元， 完成年度预估投资
2674亿元的93.6%， 比去年同
期快11.7个百分点。

今年长沙新建项目开工率
高。 据介绍， 今年计划新建项

目353个， 打捆项目拆分后共
577个子项目，1-9月， 全市开
工项目共计509个。以拆分项目
计，计划开工项目559个（政府
投资项目376个，社会投资项目
183个）， 实际按计划开工项目
509个，开工率为91.1%，其中，
政府投资项目326个，开工率为
86.7%，社会投资项目183个，开
工率为100%。 ■记者陈月红

黄花机场将成
湖湘文化展示窗口

长沙808个重大项目前9月完成投资2502亿元

新建项目开工50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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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 长沙市获批全国
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型城市
试点，并开始制定海绵城市的
建设规划。

日前， 长沙市政府印发
《长沙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
案》， 并计划在10月底编制出
海绵城市的总体规划，指导控
制城市水系、绿地、土地开发、
城市排水、道路交通等专项规
划。

根据初步的规划目标，海
绵城市的建设将被贯穿到全
市的建设领域中。 到2018年，
基本建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

的示范项目，并初步形成较为
完整的海绵城市地方技术、政
策、标准体系。

用5年左右的时间， 使长
沙市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
面积达到国家海绵城市建设
标准，建成区雨水径流综合控
制效果明显，径流污染得到一
定程度消减。

到2030年， 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国家海
绵城市建设标准，实现海绵城
市建设区不低于70%的自然
降雨量就地消纳和利用，初步
将长沙建成为海绵城市。 中俄红色旅游节

11月启幕
本报10月26日讯 今日，

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
公室、省旅游局、省外事侨务办
公室、 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召
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2016年中
俄红色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
暨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
即将于11月13日至17日在长
沙（宁乡）举行。

省旅游局副局长高扬先介
绍，该系列活动是我省继去年
第二次承办中俄红色旅游合
作交流系列活动，从2004年开
始至今连续13年举办中国湖
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旨在进一
步推进我省红色旅游国际化、
品牌化、融合化发展，为我省
实施全域旅游战略、 加快建设
旅游强省作出积极贡献。

■记者 梁兴

2030年长沙初步建成海绵城市
依托湘江建设成“流域化”生态城市

在长沙市获得“试点”之
前，已经有多个项目开始尝试
“海绵城市”理念的建设。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武广
新城片区的沙湾路，是长沙市
第一条在道路绿化上进行“海
绵城市” 理念试点的道路。沙
湾路劳动路至曲塘路段，道路
两侧做了浅草沟设计，可以收
集雨水，植被下的土壤也进行
了分层， 最底下的是砾石层，
颗粒大而且空隙足，可以蓄住
水源；往上一层是砂层，接着
铺土壤，然后再覆盖植被。

在覆盖层中，还安装了有
孔的软式透水溢流管，当土壤
中水分达到饱和时，多余的水
会渗进与市政排水管网相连
的溢流管， 流进地下排水管。

同时，长沙市望城区作为
我省首批省级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目前正推进一批海
绵城市样板项目，初步确定示
范项目20个， 着力构建完善的
海绵系统 。

“这些都是碎片化的项目。”
刘波坦言，长沙市海绵城市的建
设更需要系统的规划与实施。

具体如何实施？论坛上多
位专家也给出了多个角度的
意见。“长沙市海绵城市的建设
起步较晚，但有个优势，那就
是属于国务院最早获批的两
型城市建设。” 中国海绵城市
及流域管理先行倡导者、长沙
市海绵城市生态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秘书长刘波表示，
长沙要建好海绵城市， 要从
江、河着手，建设“流域化”的
生态城市。

“以长沙市内涝比较严重
的老城区为例，这需要系统的
研究，制定适合长沙的‘城市
雨洪管理技术’。” 湖南大学建
筑学院副院长、博士焦胜表示，
长沙市在开始海绵城市建设
前， 相关部门更应该建设基于
大数据的雨洪风险监控、 评估
及预警技术平台， 再通过数据
分析去研发适应湖南省海绵

城市产业发展的雨水利用、水
质处理与自然生态修复材料
及设备， 这样才能推动一个
“海绵城市”长远健康的发展。

与焦胜院长的“规划”角
度不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
境学院副院长陈永华则带着
丰富的“实战”经验，讲解海绵
城市建设中的污水“生态处
理”。陈永华表示，污水可以不
依赖“动力”净化，土壤、植物
也可以实现水的自我净化。

长沙市星沙县松雅湖的
水质净化也是陈永华和他的
团队在负责。对于排进湖中的
城市污水，他将河道分为多个
段落，第一段为“植物塘”，用
水草等植物将水中的漂浮物
等过滤；第二段是潜流人工湿
地，这里也通过植物再次净化
水源； 第三段才是景观塘，水
质基本达到净化标准。

不但能蓄水，还可以净水，改变整个城市的生
态环境。长沙市这个“海绵城市”具体怎么建？10月
26日上午， 长沙市海绵城市生态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揭牌仪式暨首届海绵城市建设论坛举行，
多位专家对海绵城市建设中的基础研究、 生态产
业、绿色金融等方面给出建议与意见。

■记者 李琪

【初步规划】
14年后长沙将初步建成海绵城市

【专家建议】
依托湘江将长沙海绵城市建成“流域化”

望城区推进20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连线·“海绵化”尝试

本报10月25日讯 我省居
民收入保持了平稳增长。今天，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获悉， 前三季度全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居
中部地区第一位 ， 同比增长
8.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8361元，同比增长8.9%。

工资性收入仍是我省居民
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前三季
度，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12100元， 同比增长7.5%，
增收贡献率为48.3%；农村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3929元， 同比

增 长 9.2% ， 增 收 贡 献 率 为
48.0%。

政策性因素成为改善居民
收入结构的重要力量。在城镇，
“营改增”全面推开和政府对小
微企业的扶持， 推动居民人均
经营净收入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12.8%。在农村，政府对农村和
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
大，脱贫攻坚持续推进，使前三
季度全省农村人均转移净收入
同比增长14.7%， 达到2108元，
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51
个百分点。 ■记者 彭雅惠

湖南居民消费力强劲。10
月26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湖
南调查总队获悉，前三季度，全
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5498元，同比增长8.1%；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97
元，同比增长11.7%。城乡居民
消费支出增速均高于我省GDP
增速。

与上年同期相比， 前9个
月，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多用了1160元， 农村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多用了
766元。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
通通信及医疗保健等发展型、
享受型消费支出增长最为明
显。

■记者 彭雅惠

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
我省城镇居民收入中部第一

教育文化娱乐等享受型消费增加

链接新闻

10月26日上午，俯拍长沙地铁4号线汉王陵公园站建设现场。该站主体结构于24日顺利封顶，成为地铁
4号线河西段首个完成车站主体施工的站点。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