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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文明实现“乐民生金”

在池州市区，有个相当于两个西湖大小的平天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良好的环境让众多投资者都瞄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如果平天湖进行开

发，仅土地出让金就可以收入200多亿元，对于财政并不宽裕的池州市来

说不是个小数目。

然而，在很多城市“填湖建楼”时，池州通过市人大会议决议的方式，

不但把对平天湖和森林公园的保护上升为制度层面，还实行了一系列生

态恢复工程。

如今，池州城区内，齐山公园、平天湖湿地公园、百荷公园等一大批绿

地公园广场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形成了“水在城中、城在园中、人在绿

中”的城市特色。

全民分享生态效益促“生态乐民”

池州东至县召谭镇敬老院成了老人颐养天年的乐园

用人才牵动、学研合作的道路来提升竞争力
记者：我们都知道，企业是

创新的主体，您能谈谈池州市

在加快企业创新这一块采取了

哪些措施？

赵馨群：2009 年以来，池

州市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型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

支持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进

行产学研合作。走“人才牵动、

品牌带动”，为此，池州市政府

在海内外多次举办人才政策推

介会，为池州市吸引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为池

州市场注入鲜活的力量，提升

竞争力。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创

新企业是池州想要引进的？

赵馨群：招商引资要提质

提效，应该紧盯拥有自主创新

和市场拓展能力的企业，这样

的企业引进的越多，地方经济

的发展也会愈显质量。

近年来多个城市PM2.5频繁爆表，

空气污染已敲响警钟，“雾霾”已然成为

我国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重点。位于池

州高新区的安徽艾可蓝节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可蓝公司）从机

动车尾气入手，通过后处理技术，来实

现净化尾气排放，减少雾霾。

“我们采用的后处理技术打破了国

际三家巨头80%的份额垄断，是省内第

一家拥有柴油机尾气处理的自主技术

企业，产品达到国4和国5排放标准。”

艾可蓝公司一部门负责人说，“目前，公

司已为东风、江淮、奇瑞等多家国内龙

头企业配套。”

2009 年艾可蓝在池州高新区扎

根。落户至今，艾可蓝公司共拥有80多

项专利，发明专利占30%。

“得力于前期池州市政府在资金和

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公司2014年前六个

月呈井喷式发展，目前产值达4千万元，

还给下游机械加工企业带去配套设施这

一块订单。”上述艾可蓝一负责人说。

环保技术让空气更干净

“国内外8家分公司和办事处，200家

以上中大型制鞋企业有合作，年产30000

台工业缝制设备及皮革机械的生产能力

……”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旭豪机械

有限公司总经理章国志说，“我们创新点

是始终根据用户的需求反馈不断攻破技

术难点，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几年前，通过池州市招商引资，旭

豪机械落户池州。目前先后获得4项发

明专利，拥有30项专利。产品在智能控

制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去年全年产

值达1.2亿元。

自2010年，池州每年安排1亿元自

主创新专项资金，用于落实各项奖励、

资助等支出，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截至今年一季度，池州市共申请专

利323件，授权专利573件，高于全省

121.8个百分点和38.8个百分点。

自主专利多 开辟大市场

用生态文明实现“乐民生金”的梦想
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以青山清水为本，发展生态经济”，到“十

五”时期确立“生态立市”战略，池州市始终痴迷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是什么？

赵馨群：重视生态建设，就是重视民生工程。抓好民生工程，就是要

发展好生态文明。我们有一个理念：保护一方好山水，幸福一方老百姓。

池州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建设模式，实现了开发与保

护的共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升，全面改善了城乡生态环境，提升

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池州先后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全国双拥模范城”、“安徽省文明

城市”、“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等多项荣誉称号。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往往有冲突的地方，如何处理两者之

间的关系？

赵馨群：每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地方的特色和实际，一定要注

重长远的利益和发展。池州要扬长避短，打我们的特色牌、优势牌。因

此，池州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突出生态产业的发展，在项目选择上更加

符合生态的要求。一方面大力发展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高新技术产

业、高端服务产业和电子信息首位产业；另一方面在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上，向生态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的产出率，促进农民不断增收。

74的老人钱松林多次收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和儿媳妇的邀请，可

他始终对故乡池州恋恋不舍，不愿离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让我很幸福，

也很知足。”他说。

“池州成为第一个全国生态经济示范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绝不能

孤立地搞生态建设这么简单，因为‘生态’和‘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池州市发改委综合科科长刘荣华说，为优化开发空间布局，池州市将

各个区县的产业园区集中到环境承载力大的沿江区域，形成沿江工业走

廊；而在生态环境好的山区腹地，发展生态农业、绿色旅游，实施物种、湿

地、森林“三大保护工程”。

通过系统规划、统筹实施、有序推进，生态文明成为池州市最普惠的

民生工程、群众最满意的发展工程。通过项目化手段、工程化措施，一件一

件实施、一年一年推进，让绿色发展系统化、常态化，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的内心真正认同的自发行为，成为池州人民引以为豪的名片。

绿色生态文明不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