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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创新基因，开辟沣西新城生态文明建设
新路径的思考

赵 波

党的二十大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明确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从统筹产业结构调

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角度，提出持续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要求、新方向和新部署。沣西新城始

终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深度融

合，按照“谋划发展向绿、建设工程增绿、创新亮点含绿、人人

心中有绿、经济效益产绿”的脉络思路，积极探索多领域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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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路径，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形成

了多领域、多层次生态文明建设的沣西样板。

一、沣西新城生态文明建设的做法与成效

（一）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持续向好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之路，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一

是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依托智慧环保管理平台热点网格

技术，实施区域大气环境全面监管，NO2、SO2等主要污染物浓

度连年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最高达 74.5%。二是水环境

质量显著提升，河湖长制全面落实，渭河、沣河、新河流域污染

防治深入实施，沣河、新河 24 个排污口全部截流纳管，4 个污

水处理厂全面建成，沣河水质由 IV类提升至Ⅲ类，新河水质全

面消除劣Ⅴ类提升至 IV类。三是“一绿环、一廊道、一中心、两

轴线、多组团”的城市形态不断完善，截至 6月，建成公园 18个，

新增绿地面积约 1200余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约 34.7%，

150米见绿、300米见园的绿化体系逐步实现。

（二）现代化绿色宜居城市全面塑造

坚持把绿色宜居作为新区最鲜明的标志和最靓丽的名片。海

绵城市建设全域推进。积极发挥全国首批、西北首个国家海绵城

市试点示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生态水文示范点的作用，加

快实施建筑小区、公园绿地、市政道路和河湖水系综合治理等建

设项目，截至 6月累计建成海绵城市 1500万平方米，具有“本地

化”和“特色化”的海绵技术标准推广至西安，一批建设工程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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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住建部经典案例。绿色建筑标准全国领先。累计推广装配

式建筑面积超 380万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 1800万平方米，

“沣西地热能光储综合能源中心项目”荣获全球最具影响力绿色

建筑评价 LEED NC（金级）认证，建成全国首个 AAA级装配式

近零能耗游泳馆。绿色能源系统率先实践。建设以智能电网为核

心、结合区域配电网和智能微网的绿色能源互联网体系，在全国

率先引入“取热不取水”的中深层地热能无干扰清洁供热技术，目

前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2600余万平方米，建成规模约 1000万平方

米，创新技术和“地热+”多能互补模式成功输出北京、河南等地。

（三）高层次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坚持把秦创原总窗口建设作为新区成立以来最大的机遇。科

技创新载体日益壮大。成功汇聚交大创新港智慧学镇、西部云谷、

等科创载体，2023 年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17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1024 家，陕西省瞪羚企业 9家，西安市瞪羚企业 3家，

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地、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以及高校成果转化

承接地初步形成。创新创造潜能不断释放。取得中深层地热能、

海绵城市等专利 59项、软件著作权 15件、科研成果应用 100余

项，创新研发“大数据+智慧海绵”监测评估管理平台，OLED 薄

膜封装材料项目投产，赛尔特低压熔断器、低温液体膨胀机等

80余项交大成果转化项目在沣西落地。

（四）绿色低碳领域试点示范全国领先

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优势，创建首批国家适应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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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城市建设试点、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国家第二批生态

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第三批国

家新型城镇化标准化试点、中欧低碳生态城市合作项目专项试点

示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生态水文试点、陕西省首批低碳近

零碳试点等数十个试点示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发展经验。

二、存在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反映地区高质量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当前，沣西新城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与生态文明

建设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

绿色低碳发展面临更高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仍然艰巨。

一是沣西新城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常态化、

长效化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仍需持续健全。

二是随着沣西新城海绵城市、绿色能源、智慧管廊等城市建

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大量绿色基础设施即将面临运行维护问题，

新城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城市运维管理工作机制，未来需进一

步提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城市管理水平。

三是沣西新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大气

污染防控科技支撑能力相对薄弱，断面水质提升明显，但仍有反

劣的可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水平不够现代化，环

境监测监管与信息化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四是沣西新城产业发展基础仍相对薄弱，经济发展增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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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量依然不大，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速度慢，战略新兴产业

实力与高端人才聚集地、科创走廊核心区的发展定位仍有一定差距。

三、进一步推进沣西新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和西安都市圈建设、国家次区域发展战略

和秦创原总窗口等战略机遇叠加条件下，沣西新城将依托创新发

展优势，锚定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领域与亟需解决问题，聚焦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主线，从体制机制、生态保护、低碳发展、韧性

城市、创新理念等方面，开辟更多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径。

（一）完善体制机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高度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健全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

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完善生态文明顶层

设计。围绕建设创新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目标，完善组织领

导和统筹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工作重点和责任分工，建立健全

财政、金融、科技、人才等制度政策保障体系，推动关键任务与

重点项目实施。健全绿色发展长效机制。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投

融资体系，积极申报海绵城市、中深层地热能供热及城市绿地系

统建设等领域气候投融资项目，探索气候友好型基金、PPP融资

基金等绿色金融支持以及 EOD投融资模式、低碳企业融资、碳

金融等金融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绿色低碳发展金融保障能力。创

新绿色开放合作制度。强化与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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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沿线绿色低碳发展协作力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新格局；深化与长三角、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开展生

态文明技术合作、人才交流，实现技术、人才、资金、市场优势

互补。紧抓 RCEP、中欧投资贸易协定签订等重大机遇，深化自

贸协同创新区功能，积极参与国际绿色产能合作。

（二）严格生态保护，绘就沣西碧水蓝天生态画卷

坚持把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作为未来城市建设的导航，围绕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着力绘就沣

西碧水蓝天生态画卷。聚力提升大气环境质量。积极推进 PM2.5

与 O3协同控制，加大力度控制 NOX和 VOCs排放，聚焦秋冬季

细颗粒物污染、夏秋季臭氧污染，实施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扬尘

污染控制与氮氧化物污染深度治理，加快推行挥发性有机物综合

整治。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支撑，进一步整合在线自动监控、

道路走航、卫星遥感、无人机、用电工况监控、VOCs走航监测、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充分运用西咸空气质量 APP、沣西新城

智慧生态环保管理平台，加强监测预报、分析研判，推进精准溯

源、智慧监管，实现科学评估、深度治理。重点提升水环境质量。

围绕水污染防治，加强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完善城区污水管网

全覆盖和雨污水管网分流改造；围绕河湖生态建设，开展河道综

合整治、生态岸线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功能提升，全面加强河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三）加快低碳发展，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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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积极构建绿

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推广清洁能源应用模式，打造全省低

碳近零碳示范园区。加快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聚焦以链式效应促

进链条产业发展，做强做大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做优做实人工

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培育孵化数字经济未来业态、重点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建设智能建造产业基地，形成沣西特色的现代生

态经济发展模式。坚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绿色制造领域的融合应

用，构建以“零碳”驱动为目标的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绿色制

造体系。深入推进能源清洁行动。全域推进清洁能源供热，构建

以中深层地热无干扰供热技术为主、多种清洁能源耦合应用为辅

的“地热+”弹性供热体系，实现全域清洁取暖。以政府机关、商

业楼宇、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及产业园区为重点，推进分布式

屋顶光伏应用。发展优先消纳新能源的基础设施，促进新能源电

力就地并网、优先储存和高效消纳。

（四）建设韧性城市，构筑美丽宜居高品质生态城

以建设创新型韧性城市为统领，着力营造绿色低碳、安全韧

性、活力创新、智慧高效、功能复合的宜居环境。深化绿色建筑

推广。打造高品质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加快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

建设，推动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部达

到一星级以上，加快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益性建筑开展被动

式超低能耗绿色化改造，鼓励在老旧房屋改造中采用被动式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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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建筑技术，全面提升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水平。深入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与旧城更新、市政基础设施

补短板、人居环境改善、城市服务质量提升有机结合，统筹推进

全域海绵城市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拓展城市空间发展层次和

承载力的同时，增强城市全域吸收、净化雨水的作用，实现有效

减碳吸碳、降霾去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积极打造宜居宜业城

市，持续完善以湿地公园为基底，遗址公园为特色，口袋公园、

高线公园（高架桥）为补充的多层次公园体系，将公园绿地、城

市公共空间、文物古迹等进行串联，在沿线合理布局城市文化、

体育、商业、基本服务设施等，形成特色文化游憩城市绿道系统。

提升城市智慧管理水平。推动 CIM平台在城市体检、市政设施

普查、城市运行管理、智慧工地、智慧社区等领域应用，统筹安

排 CIM 基础平台应用推广与 CIM+应用拓展，丰富和完善 CIM

数据资源体系，整合各类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功能组件和服务

能力，建立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

（五）坚持创新理念，打造绿色可持续生态科学城

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需求，加快绿色低碳应用技术突破创

新，打破科技优势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堵点”，助力经济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构建多层次绿色创新平台。围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新兴产业技术突破、绿色建筑与交通零碳技术攻关以及温室气体

减排技术壁垒等，发挥西部科技创新港等科创资源集聚的创新引

领效应，前瞻谋划一批以前沿技术领域为支撑的产业共性技术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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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发平台、实验室和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相关领

域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的示范基地。加快绿色低碳

技术研发应用。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势，构建以市场为

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和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开展节水节

能、污染减排、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

应用研究，精准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畅通创新成果转化链条。

（作者系西咸新区生态环境局（沣西）工作部部长）

送：西咸新区管委会、西咸集团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管委会班子成员及部门，各新城集团班子成员及

部门，西咸管委会各部门、西咸集团各部门，各街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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