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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桃子湖、西湖一起，后
湖与这两处湖泊共同构成岳
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里的
“三湖”景观。根据10月印发
的《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核心区规划范围
东至潇湘大道、 西至麓景路
南延线、南至南二环、北邻桃
花岭和龙王港， 总面积约
23.19平方公里。经过三年的
建设， 将形成以“三湖”（西
湖、 桃子湖、 后湖）“两纵四
横”（麓山南路、 潇湘大道和
阜埠河路、 新民路、 桃子湖
路、牌楼路）、多节点（湖南师

大二里半、 湖南大学超算中
心、湖南大学登高路口、中南
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岳
麓科技产业园）的产业格局，
实现空间资源和优势学科资
源有效结合， 打造重要的国
家创新中心。

片区内， 将重点实施品
质提升工程和合作共创工
程。其中，2017年品质提升类
共有麓山南路综合整治、麓
山景区与桃花岭联通工程等
17个， 合作创新类项目有后
湖国际艺术园（含后湖综合
整治）共8个，三年建设完成
后，最终实现校区、景区、园
区、城区“四位一体”。

长沙后湖景区综合整治中，将被打造成国际艺术园区

三年后，岳麓山下将现“景区”大学城

未来的长沙国际艺术区———长沙后湖，正在进行水体
综合整治，沿湖周边也在进行有机改造。三湘都市报记者
了解到，包括后湖整治等合作共创项目在内，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正在打造城区、校区、景区与园区四位一体的
产业格局。 ■记者 叶子君

顺着河西的潇湘中路一
直往南，到了渔湾路时右拐，
再直行一会儿， 就到了新建
的麻园路上。

麻园路一侧， 蓝色的工
棚指示牌上注明这里正在进
行后湖水环境整治。 近处，工
人们正将泥浆翻开铺设截污
管；远处，深色的湖水望不到
底。

记者了解到， 后湖水环
境综合整治工程主要包括规
划的后湖、 方塘及其连通水
系统的水面、水道、景观方面
的设计工作，目前，后湖周边
河流污水主要通过后湖西岸

沿线6个较大的排放口进入
后湖。

现场施工负责人介绍，
后湖的水环境整治包括截
污、清淤疏浚、水生态修复、
水道连通、 补水与水循环等
几个步骤，目前，后湖路、麻
园路等4条道路配套建设的
截污干管已经投入使用，对
周边居民的截污工作正在抓
紧施工， 塘体清淤将在今年
内完工。 在不影响周边生态
环境的前提下， 将恢复后湖
自然水生态系统， 实现水质
保护、 水生态系统重构与水
体景观的有机统一。

作为大学城片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后湖依山傍水、大
学林立。多年以前，这里曾自
发聚集过一批本地艺术家，
后来却因拆迁和湖水治理等
问题搬离。

如今的后湖景区内，还
可以看到数处仅外墙做过统
一装饰的房屋。据了解，这里
正是岳麓区大胆探索实践的
“有机拆违”模式，即只拆违
不拆迁，综合集约改造、配套
产业扶持与惠民政策。

指挥部一位负责人介
绍， 后湖景区采取“迁而不
拆、整体开发”的模式，避免

了以往城中村改造大拆大建
的模式， 既节约资金与土地
资源， 也保护了老城区传统
风貌， 同时充分利用了当地
文化产业资源。根据规划，后
湖景区将被打造成长沙市中
心城区“乡村式的城市，城市
化的乡村”，即宜居宜业的生
态治理示范区， 集原创艺术
创作交易、湖湘文化展示、艺
术休闲娱乐的文化艺术园
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大学
生创业园区。

北有北京798、东有上海
莫干山， 长沙后湖也即将成
为一处国际艺术园区。

改造

动态

规划

11月15日下午，长沙岳麓区后湖，施工人员在进行塘体清淤。 记者 田超 摄

开展湿地生态恢复，实行面积总量管控，明确湿地恢复责任主体

我省将构筑“一湖四水”生态绿环

根据《方案》，我省将建湿地
用途管控机制，规范湿地用途管
理，并建立湿地分级体系。如何
建立湿地分级体系？ 据介绍，我
省将全省湿地划分为国家重要
湿地（含国际重要湿地）、省级重
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省林业主管
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省级
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认定标准
和管理办法，发布省级重要湿地
和一般湿地名录，并及时更新。

我省还将完善湿地保护修
复管理体系。 对生物多样性丰
富、生态区位重要的湿地，我省
将积极通过设立国家公园、湿地
公园、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方式加强
保护， 加快湿地保护体系建设；
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
影响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

公园；加强各级湿地保护管理机
构的能力建设，在国家和省级重
要湿地探索建立湿地保护公益
岗位，将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
管护联动网络。

我省将制定湿地生态状况
评定标准，从影响湿地生态系统
健康的水量、水质、土壤、野生动
植物等方面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确保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湿地生
态服务功能及其生物多样性得
到逐步提升，湿地重要野生动植
物种群数量不减少。 到2020年，
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达到92%以上， 长江、
珠江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Ⅲ类） 比例分别达到93.2%以上
和100%，湘江、资水、沅水、澧水
干支流及洞庭湖自然岸线保有
率不低于90%。

《方案》明确了湿地修复责任
主体。其中，对未经批准将湿地转
为其他用途的，按照“谁破坏、谁
修复” 的原则实施湿地恢复和重
建。能够确认责任主体的，由其自
行开展湿地修复或委托具备修复
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修复。因
历史原因、自然灾害、公共利益原
因受损、 经科学论证确需修复的
湿地， 由辖区人民政府承担修复
责任，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我省还将通过多措并举增加
湿地面积、构筑“一湖四水”生态
绿环等，建立退化湿地修复制度。
构筑“一湖四水”生态绿环，即在
先行试点的基础上， 通过实施退
耕还湿、还林工程，开展湿地生态
恢复， 营造湿地-森林复合生态
系统，逐步建设环绕湘、资、沅、澧
及洞庭湖的生态绿环。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 境内
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截至去年，
全省国家湿地公园总数已达60
个。近年来，我省自然生态保护成
效明显。据今年9月公布的资料显
示， 目前我省湿地保护总面积达
75.59万公顷， 即1133.85万亩，湿
地保护率达74.13%，居全国第一。

我省将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

控。到2020年，全省湿地面积不低
于1530万亩，其中，自然湿地面积
不低于1200万亩， 修复湿地面积
100万亩，全省湿地保护率稳定在
72%以上， 湿地占补平衡率达到
100%。建立和完善湿地保护修复
相关制度体系， 实施湿地分级分
类动态管理， 构建湿地监测评价
与监管执法联动机制。

2020年全省湿地面积不低于1530万亩

在重要湿地探索设湿地保护公益岗位 监管

《方案》 明确，“将湿地保护修
复成效纳入对全省各级政府领导
干部的考评体系，严明奖惩制度。”

我省将严肃惩处破坏湿地行
为。《方案》要求，各级湿地保护管
理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湿
地保护和利用进行监督管理，逐
步建立湿地利用预警机制， 以遏
制各种破坏湿地生态的行为，湿
地资源破坏严重的地区或有关部
门负责人将被进行约谈。 我省将
严厉查处违法利用湿地的行为，
对造成湿地生态系统破坏的，由
湿地保护管理相关部门责令限期
恢复原状， 情节严重或逾期未恢
复原状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罚，涉
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湿地资源破坏严重的
地区或被约谈

明确湿地修复责任主体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

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
染、调节气候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我省近日发布《湖南
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工作方案》（下简称《方案》），提出建
立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全面保护湿地，强化湿地利用管控，
推进退化湿地修复，增强“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屏障的服务
功能，以助推湖南由绿色大省向生态强省转变，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重要保障。 ■记者 陈月红

4道路截污干管投入使用
塘体清淤年内完工

“有机拆违”
后湖将变国际艺术园区

三年后
国家大学科技城实现“四位一体”

生态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