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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能
源，有效地保护环境、减少污
染，实现人、建筑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进入新世纪，具有节能、
环保、生态等优点的绿色建筑，
正以极快的速度席卷全国各
地，代表着 21世纪的城乡建设
发展方向。

“面对多年高速发展所带
来的能源与环境压力，加快发
展绿色建筑，既是转变建筑业
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大课题，也是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迫切要
求。”市住建局党委委员、总工
程师潘海涛表示，2014年 9月，
为全面深入促进绿色低碳城市
发展，镇江市委、市政府积极策
应国家和省政府制定的绿色建
筑行动实施方案，申报创建江
苏省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并获得
批准，由此开始了坚定不移的
绿色实践。

3年创建期间，我市遵循绿
色发展理念，发挥规划引领作
用，强化部门合作，严格过程监
管，以示范项目驱动绿色建筑发
展，建设了一大批特色鲜明、亮
点突出的绿色建筑精品工程，走
出了一条城乡建设更加“节能、
节水、节地、节材”的可持续发展
之路，全面高质量地完成了示范
城市创建各项任务，且创建成果
处于全省第一方阵。

谋篇布局 剑指绿色发展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我市

围绕市委、市政府“生态优先，特色发
展”目标，发挥“规划引领、政策激励、
行政监管、技术支撑”作用，全力推进
绿色建筑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强化政府职能，优化顶层设计。
市政府成立镇江市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总牵头，市
发改、规划、国土等多部门协同、住建
局具体推进的工作机制。完成编制
印发《镇江市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等
6部专项规划，形成了包含30余项指

标的低碳生态指标体系。
发挥政策作用，激发市场机制。

市政府颁布《关于全面推进镇江市绿
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实施
意见、办法、方案，以政策优惠为牵
引，调动全社会发展绿色建筑的积极
性。设立市级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专项引导资金，制定专项引导资金管
理办法，对市区范围内绿色建筑、建
筑节能课题支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等具有示范意义的项目给予奖励。
鼓励成立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

协会，培育示范城市建设配套产业，
推动建筑企业转型发展。

开展部门协作，实现闭合管理。
市发改、规划、国土等部门严格按实
施方案和规划要求审批项目。市住
建局在施工图审查阶段严格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在施工质量监管环节，
定期开展示范项目现场技术服务和
巡查。项目竣工验收前，对绿色建筑
实施达标情况实施评估。

明确创建职责，建立考核制度。
每年由市政府下达实施目标任务分

解，将绿色建筑发展各项指标下达具
体职能部门，建立对各级政府、部门
的考评机制；结合我市实际，将绿色
建筑示范城市创建与国家级低碳城
市、国家级海绵城市、交通部绿色交
通示范市等示范创建联动推进，尤其
是注重节约型城乡建设各指标的联
动实施，建立起低碳生态与各类示范
协同创建推进的模式。

强化技术保障，注重技术培训。
示范城市创建离不开技术支持，我市
通过购买全过程技术服务，强化技术

保障。围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
生资源、绿色建材、能耗限额、能源审
计等内容开展科研攻关，为示范创建
提供技术支撑。举办各类绿色建筑
技术培训，对全市建设、设计、施工、
监理、质量监督及有关管理人员，进
行涵盖绿色建筑全过程的专业培训，
培训达 2200 人次，加强一线人员业
务能力，提升监管人员专业水平。

示范引领 塑造绿色图景
新区文化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

9.5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约
3.4万平方米。地下空间除了用于地
下停车场之外，还配置了地源热泵，
使 使 用 地 源 热 泵 的 空 调 比 例 达
100%。作为获得三星级绿色建筑设
计标识的建筑，文化服务中心除了地
源热泵，还运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雨水收集回用、中水回收利用、玻
璃采光顶、室内空气质量监控等绿色
建筑技术。其中光伏发电系统总装
机容量可达150KWP，产生经济效益
约22万元/年。

发挥市政府统筹协调作用，通过
创建示范项目驱动绿色建筑发展。
经过3年的建设，我市绿色建筑示范
硕果累累。市住建局科研处负责人
介绍，截至 2018年 3月，镇江累计获
得 114项绿色建筑标识项目，总建筑
面积达 936万平方米，规模位居全省
先进水平。其中新增绿色建筑示范
545 万平方米、二星级及以上 416 万
平方米、建成 362 万平方米，全面超
额完成绿色建筑发展主要目标。示
范项目获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二等
奖1项，江苏省绿色建筑创新奖二等

奖3项、三等奖2项。
作为全市首个获得绿色建筑设

计、运营标识工程，总投资 25 亿元、
建筑面积约 41万平方米的镇江万达
广场，采用65%节能率、外围护保温、
自然采光优化、乔灌草复层绿化等绿
色建筑技术，开启镇江建筑节能率由
50%向 65%发展的全新时期。据介
绍，全市 58 项示范项目围绕节能节
水，应用了太阳能光伏系统、太阳能
光热系统、地源热泵、雨水回用、节水
器具、能耗分项计量等技术措施，预
计每年节约标煤 3.3万吨，产生经济

效益约6200万元。
与此同时，节约型城乡建设亮点

纷呈。全面完成 32 项创建目标，其
中超额完成 19项指标。推进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全国首个餐厨废弃
物及生活污泥协同处理厂建成使用，
一期建设规模达 260吨/日。深入推
进节约型村镇建设，完成世业洲环岛
污水管网建设和 271 个村庄生活污
水治理任务，建成世业洲、新坝镇等
美丽宜居镇村 30个。创建交通部绿
色交通示范城市，建设智能交通控制
系统，镇江公交可达性实现全省第

一；大幅更换 LNG、电动车辆，新能
源公交比例达 54%。广泛应用太阳
能光热，实施“金屋顶计划”，示范项
目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93%。提高
城市空间综合承载能力，建成大市口
地下商业空间、中央大街地下人防工
程等项目，新增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125 万平方米。实施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工程，镇江光大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日均处理生活垃圾 1000 吨，年处
理生活垃圾 36.5万吨。积极开展综
合管廊工程试点，市区开工建设首条
综合管廊——太古山地下管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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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特色 打造绿色样板
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我市始

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生态
立市战略，全面贯彻国家、省、市节
能减排方针政策，着力破解资源、
环境、能源约束难题，锐意创新求
变，率先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特色和亮点，相关经验将为我
省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提供借鉴。

推进绿色建筑区域发展。以
绿色示范区为抓手，建设了新区中
心商贸区生态城区、高校园区绿色
校园和中瑞生态产业园区高星级
公共建筑等绿色建筑集中区，实现
了以市区为核心、各功能区补充的
绿色建筑组团发展模式。

实施绿色建筑专项评估。由
政府聘请的专业评估机构，从工程
开工时就介入，指导施工全过程。
竣工验收前，由专业机构对项目建
设是否满足图纸设计要求、技术措
施是否落实、是否取得绿色建筑标
识等开展技术层面的评估，确保绿
色建筑设计要求实施到位。推行
专业评估制度，是镇江在全省的创
新之举。

大力推进既有建筑改造。优

先推动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市儿
童医院、市政府东大院、商业城等
改造工程，改善了城市面貌。老旧
住宅小区实施“海绵+节能”改造，
三茅宫、江滨二社区等改造示范工
程，实现了“穿新衣、戴新帽、换内
胆、整环境、降能耗、节资源”的华
丽转变。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市精神卫生中心、银湖酒店等大型
公共建筑能耗更加低碳高效。我
市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同样走在
全省前列。

积极推进建筑产业化。以丹
徒绿色建筑产业园为载体，推动绿
色建筑产业集聚发展。现已建成
国家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2
个；创建省级示范基地6个、省级建
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区 1个、省级
示范项目 5个、省级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应用工程项目 1 个；培
育市级示范基地23个、示范项目22
个；全市累计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
积249.18万平方米。

开展低能耗被动式建筑试
点。在省内尚无相关标准规范的
情况下，我市积极探索，将被动式
节能技术融入高星级绿色建筑中，

镇江新区新建检测基地项目集成
采用高性能门窗系统、光导管、高
效维护结构和海绵城市等绿色建
筑 关 键 技 术 ，综 合 节 能 率 达
85.2%。2016年5月底，该项目获批
省级被动房示范。

此外，以丹徒燃气热电联产项
目为热源，进行集中供热供冷试点，
为长江以南地区的集中供热供冷起
到示范作用，通过先行先试，努力探
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
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型模式。

3年绿色建筑示范城市的创建，有力地促进了低碳
节能环保、民生福祉改善和建筑产业转型升级。进入新
时代，镇江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镇江很有前途”的殷切
寄语，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建设绿色生态城区，打造绿色建筑精品，促进城市节
能降耗，推动镇江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稳步迈进，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 （方良龙 卢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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