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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绿水青山 实现绿色蝶变 

赵艳 

徐州是一座以煤炭为特色的资源型城市，曾经过度的开采留下了沉重生态账。党的十八大以来，徐州积极响应

国家绿色转型发展的号召，恢复绿水青山，实现了绿色蝶变。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 12月视察徐州时指出，对采煤

塌陷地整治的有益经验，要注意总结推广。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答卷意识，自觉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采煤塌陷地土地利用模式，实现了资源枯竭地区高质量发展。 

践行绿色理念，彰显“蝶变”特色 

徐州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逐步探索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民满意的

发展道路，充分彰显了资源型城市的“蝶变”特色。 

优先复垦耕地，发展绿色高效现代农业。充分发挥科技在土地复垦中的作用，优先将土地还原为耕地，恢复土地生产能力，

确保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经过多年努力，逐步把过去的采煤沉陷区发展成为以程圩子高效设施农业园项目为代表的特色农业

产业园区，以临黄湿地为代表的现代休闲农业观光园区，以大屯万亩草莓观光农业园为代表的农业创意和农事体验园区，显著提

高了农业附加值，为农民创业增收开辟新路径。 

系统治理湿地，建设水韵生态宜居小镇。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徐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只有

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重要指示精神，把“低洼地”转变为“聚宝盆”。以贾汪、沛县为重点区域，对

贾汪潘安湖、沛县安国湖实施生态再造工程，充分利用采煤塌陷地建设生态湿地，把塌陷地转化为特色景观地带，变历史包袱为

发展机遇，变灰色印象为绿色主题。 

深度重塑遗址，打造高端精品创意景观。在采煤塌陷地治理中，徐州积极拓宽发展思路，建设煤矿遗址创意园，赋予废弃矿

地更多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以“用好煤资源、深挖煤文化、做透煤文章”为主旨，着力打造集工业历史景观、科技博览、文创

商业、运动休闲为一体的权台煤矿遗址创意园，成为徐州“百年煤城”的历史见证和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靓丽名片。 

多元赋能矿地，探索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徐州坚持多规合一，科学谋划采煤塌陷地治理与产业发展相协调的道路。一是强化

城市废弃工矿区土地再利用，建设九里、大黄山独立工矿区和龙固循环经济产业园。二是利用塌陷形成的积水区实现光伏发电与

渔业嵌套运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渔光互补”。三是在采煤沉陷区引入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潘安湖科创园等项目，打造科

教创新区，实现产学研教的有效衔接和互补，为徐州高质量发展积蓄发展动能。 

恢复绿水青山，谋划“蝶变”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关键是要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截至 2021年底，徐州已累计治理塌陷地 26.64万亩，总体治

理率达到了 62.9%，逐步实现了由“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的转变。 

筑牢生态文明根基，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采煤塌陷地是过去发展留下的“城市伤疤”。从“城市伤疤”到“城市名片”，

不仅要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还要将发展的短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这就需要借助生态之美，集聚优质资源，发展集娱乐、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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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于一体的生态度假综合体，带动产业兴旺，提升土地价值，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盘活采煤废弃土地，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徐州市政府与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密切合作，借助研究基地、协同创新中心等

科研力量，积极开展采煤塌陷地综合整治科技攻关，实现技术应用的实践突破，拓宽了塌陷地利用路径。同时，徐州成立了土地

整理公司，采取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吸引社会资金治理采煤塌陷地。 

调整优化政策组合，发挥政府引导性作用。围绕与采煤塌陷地治理相关的资金筹措、科技攻关、生态补偿、社会保障等问题，

优化政策组合拳，充分发挥政府在采煤塌陷治理中的引导、带动、示范作用。相继制订法规政策，完善接续替代产业规划，健全

失地农民保障机制，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取得显著政策效果。 

加强科学分类规划，注重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农田复垦、生态修复、建设再利用以及光伏产业发展等方式，科学分类规划，

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多元资金运作机制。统筹安排省、市、县资金以及市场化和其他资金投入采煤塌陷地整治，确保项目有

序进行。二是建立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协调推进休闲、娱乐、康养、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及接续替代产业的深度融合。三是健全农

民利益保障机制。通过村庄整体搬迁、完善公共服务等举措，不断满足失地农民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 

坚持生态优先，打造“蝶变”样板 

到 2025年，徐州将新完成采煤沉陷区治理面积 8.1万亩，治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之路。 

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打造宜居宜业的胜地。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实施“生态+”“+生态”行动，持续对贾汪、沛县等地的采

煤沉陷区开展生态修复样板工程，全方位构筑区域生态保护屏障，提高生态涵养能力，打造“城市绿肺”。在此基础上，加快发

展旅游、文化、康养、教育等绿色产业，放大优良生态环境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释放采煤塌陷地发展潜能，着力

打造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生活品质更加优越的宜居宜业胜地，不断增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着眼城市功能互补，打造城乡融合的高地。以中心城市能级提升为契机，推动贾汪、铜山、经开区、港务区等采煤沉陷区，

发展成为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为中心城市发展增加用地、积蓄动能、拓宽空间。在采煤沉

陷区与中心城市互促并进中密切城乡经济和社会联系，畅通农民进城和市民入乡的渠道，满足城市扩展和乡村发展的需求，实现

城乡功能互补，着力打造城乡融合的高地，破解采煤沉陷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难题。 

培育接续替代产业，打造转型升级的要地。立足区域产业资源优势，鼓励采煤沉陷区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的接续替代产

业，持续优化采煤沉陷区产业结构，加快构建采煤沉陷区传统产业和接续替代产业协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数字化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着力打造转型升级的要地，实现资源枯竭地区跨越式发展。 

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打造共同富裕的福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采煤沉陷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

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均衡布局，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提升采煤沉陷区民生福祉。特别是针对失地农民，优先安排一批就业吸纳

能力强的企业和岗位，引导其就地就近就业，开辟农民增收途径，以共享发展彰显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成效，为失地农民打造共

同富裕的福地，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