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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东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些思考 

熊永平 

中共海东市委党校，青海 海东 810799 

 

[摘要]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既要走好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又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海东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存在城

镇环境承载力加大、生产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仍然存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市民生态环保意识还有待加强等问题。

解决好海东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切实担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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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Ha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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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take the road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but also do a good job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Haidong,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rease of urban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domestic waste pollution still exist, the relative lag of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itizen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Haidong, we should earnestly shoulder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creas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eed up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ontinue to carry out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renovation, and actively carry ou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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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和发展时期，与

此同时，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代价，而生态环境

的深度治理并非立竿见影和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因此，

协调好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我

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既

要走好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又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由此，研究当前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是非常必

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海东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发城市，在此进程中也不例外，

快速赶上，加速推进城镇化步伐。当然，在城镇化进程迅

速加快的过程中，城镇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随之而

来，对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以及广大城市居民改变绿色生活方式、实现高质量健康

生活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应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乃

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关注，并切实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治

理、保护、改进和完善。 

1 海东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现状 

1.1 海东城镇化现状 

海东，在全国城市来看，是最年轻的地级市之一。海

东是青海东部门户，是青海对外的第一形象，是进藏入疆

的交通枢纽，是全国唯一链接两大省会城市的地级市，是

兰西城市群的核心腹地，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功能

互补、产业布局、商贸流通、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自 201３年撤地建市以来，海东搭上了全国城镇化

快速发展的“便车”，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快车道”
[1]
。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东城市积累了比较深厚的经济基

础、产业基础和社会基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发展基础

不断稳固、质量效益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经济社会发展明显高于全省的发展水平。“十三五”时期，

海东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2020 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首次迈上 500 亿元台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40.4%。2021 年，全市生产总值为 554.71 亿元，城镇建

成面积由 2013 年的 43.83 平方公里增加到 79.97 平方公

里，城镇化率达 41.95%，城市的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基

本实现了从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的大跨越，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极，为东部城市群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撑。尤其是十三五以来，海东坚定不移走城市崛起之路，

积极融入“兰西城市群”发展战略，坚持“西宁海东一体、

产城一体、城乡一体、港城一体”发展理念，以乐都、平

安城市核心区为引领，狠抓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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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综合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和农村危旧房，全面建成核心

城区地下综合管廊，新建改建城区城市道路，培育和引进

了一批诸如香格里拉、萨尔斯堡、力盟、富森、绿地等知

名品牌的城市商业综合体，一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益

完善的现代化新城已初具雏形。同时，近年来海东成功举

办首届河湟文化艺术节、首届河湟文化论坛，与沿黄 13

个城市共同发起《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海东宣言》，2019

年荣获“中国文旅融合示范城市”称号。在城市扩容提质

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青海省副中心城市、具有河湟文化

特点青藏高原山水田园生态绿色城市正在形成和发挥效益。 

1.2 海东生态环境现状 

海东处于“三河间”（黄河、湟水河、大通河），同时，

海东北仗祁连余脉，中拥河湟谷地，南享黄河之益，生态

资源丰富珍贵，是青海东部绿色生态屏障，也是青藏高原

绿色底蕴最厚重的地方，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生态保护地

位责任无可替代。海东是青海省气候条件较优越、海拔较

低的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镶嵌地带，属半

干旱大陆性气候，但也因高寒、干旱造成了十分脆弱的生

态环境。 

近年来，海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生态优先理念，积极融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建成乐都

三河六岸、平安驿州、民和史纳等湿地公园，连续五年开

展春秋季百万人义务植树造林“大会战”，扎实推进三北

防护林、规模化林场建设等工程，完成国土绿化 376.04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从“十二五”末的 32%提高到现在

的 36%，十三五”期间造林面积居全省之首，绿化总人次、

数量、面积均相当于过去 30 年的总和。聚焦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标志性战役，大力实施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全市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5%。坚持节水优先，实施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黄河、湟水河、大通河出省断面水质达标

率均为 100%。高质量推进高原美丽城镇建设，大力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成功创建省级卫生城市。特别是加大

了湟水河治理力度，对湟水河流域几十家废弃工厂进行彻

底整顿，昔日的“黑色硅铁走廊”变成如今的“绿色生态

长廊”，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整体性好转。2020 年，海

东绿色发展指数位列青海省各市州第一，守好筑牢了全省

东部生态安全屏障
[2]
。 

1.3 海东城镇化及生态环境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的海东正处于城市崛起高位推动时期，仍处于

“从农村向城市转变、农业向工业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

的三大历史性转变之中，仍具有“大农村、小城市”的现

实特征，仍面临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结构不优、动能

转化不快、农业农村基础薄弱、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化

率不高、新型城镇化带动能力不强等现实困难和问题
[3]
。 

未来的海东，将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发挥比较优势，

补足短板劣势，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用现代

文明城市的思想和标准引领城市发展，打破传统农业社会

的思维定势，按客观规律办事，按既定的规划蓝图去干，

抢抓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统筹

山水田湖草冰沙系统治理，坚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而奋力打造山水田园、

山水田园、生态绿色、宜业宜居、创新活力、城乡统筹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海东
[4]
。 

2 海东市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原因

剖析 

近年来，海东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原来广大的乡村

地区逐步转变为城镇地区，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

从而使农村人口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逐渐提高。与此

同时，虽然海东整体上生态环境趋好，但随着农村人口的

大量转移和迅速集聚，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本课题组经过长时间实地走访调研，并和市县（区）住建、

环保、城市管理等部门以及部分乡镇的座谈、问卷等形式

的调研发现，海东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所暴露和存在的生

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 

2.1 城镇环境承载力加大 

近年来，海东大力实施绿色发展理念，建设山水田园、

生态绿色、宜业宜居、创新活力、城乡统筹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海东，城镇公共绿地面积大大增加（2017 年城镇

公共绿地面积 1229.66 公顷，人均 25.85 平方米。2021

年城镇公共绿地面积 2073.12公顷，人均 42.21平方米。），

但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集聚，城镇人口

数量迅速增加，用地规模急剧扩大，城市基础设施需求量

越来越大，致使城镇人均土地面积、水资源等生存生活空

间还是有所缩减
[5]
。 

2.2 生产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仍然存在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产生大量生产生活垃圾，

虽然通过填埋、焚烧发电等方式，城镇垃圾基本得到清理，

但由于城镇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还未完全普及，还是存在

建筑垃圾等随意堆放，没有及时清理的现象。 

2.3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相对滞后 

近年来，海东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园绿地等建设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居民生活生产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

由于建市晚，本级财政困难，城市建设投入不足，与省会

西宁相比，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上还是相对滞后
[7]
。 

2.4 市民生态环保意识还有待加强 

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全体市民

的环保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但由于海东城市化过程中“大

农村、小城市”和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特点鲜明，

在一定程度上为小家舍大家，乱扔乱丢垃圾、破坏城市设

施和环境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3 对海东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几点建议 

放眼未来，城市竞争的最高境界，就是生态环境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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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

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海东作为全

国最年轻的后发城市，理所当然要成为展示全省生态文明

先行区建设成就的典范城市。海东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

必须在增强综合竞争力上凸显生态优势，把生态文明作为

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必须始终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路子，在增强综合竞争力上凸显生态优势，把

生态文明作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奋力打造

青海生态文明治理的海东样板 。重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切实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或面临的突出环境问

题，实现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
[8]
。 

3.1 切实担起生态保护政治责任 

一是市县（区）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

的环境保护问题，把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融合，以城

市建设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二是突出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

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社会组织和市民公众积极参

与，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构建城市生态环境

治理综合体系。三是进一步细化海东城市空间治理，划定

生态、农业、城镇空间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三区三线”空间格局，扎实有序推动农村

及城郊撂荒地整治和复耕复种工作。 

3.2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一是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

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着力推进黄河、湟水河、大通河

三大流域综合整治，实现绿水绕城。二是加大城市绿地、

湿地的开发和保护力度，尤其在核心区的开发和建设中，

统筹考虑“绿河谷”建设推进问题，预留绿色生态空间，

确定城区绿地与开敞空间的总量、人均用地面积和覆盖率

指标。三是加快融入清洁能源示范省创建，推进传统产业

绿色化改造，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进工

业绿色升级、农业绿色发展、服务业绿色提质。 

3.3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加大 5G 网络、物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

推动实现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

是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城市道路交通、停车场、城市

绿化、体育场馆、文化场馆、公园湿地、公共厕所等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多修建一些立体停车场，逐步开放和

共享小区停车场。三是积极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加大

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更换力度，实施充电桩建设，完

善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路侧停车位为补

充的城市停车设施体系，创新支付方式支持停车场建设和

高效运营
[9]
。 

3.4 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一是开展“城市双修”工作，做好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有效治理“城市病”。持续开展城郊村、城中村、城乡

结合部等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治

理，及时清除城市各处的环境死角垃圾，全面改观“大农村

小城市”面貌。二是推动“无废海东”建设，全面启动城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补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短板，让市

民逐渐养成分类投放垃圾的意识和习惯。三是加强核心城区

老旧管网改造和破损修复，全面排查整治大棚房，优化城市

道路网结构和布局，完善街道社区等公共空间功能和管理，

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 

3.5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想法设法，广泛联系企业和社

会热心人士，为市民提供再就业渠道，增加其收入，提升

生活质量。二是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手机、网

络等大众传媒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市民崇尚

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城市

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同时，对城市中的不文明行为，实时

进行曝光，接受公众监督。三是加快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步

伐，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形式开展群众性文

化娱乐活动，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文明素养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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