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经开区大桥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
办“书香庆元宵，‘护苗’正
当时”志愿服务活动。来自
东 小学、东 中学、江南
中学等学校的学生们在大
学生志愿者的带领下，了解
元宵节相关知识并共同阅
读绘本。 （毛岑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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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改革 打造高质量集约利用示范区的实
施意见》《生态环境基础治理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涉及生态保护修复、无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混合用地创新探索等方面，与
我们未来生活空间的变化息息相关。

与以往政策相比，这些文件有哪些突破点？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昨日，市政府召开
2022年度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土地储备中心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专项解读并答记者问。

“十四五”期间，我市产业发展
面临新阶段。为满足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用地需求，我市研究创新混
合用地政策，形成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重点围绕提升工业用
地高效配置，从容积率限低、保障
产业发展空间、支持土地复合利
用等7个方面提出20条政策举
措。市土地储备中心相关负责人
分析，与之前的工业用地政策相

比，本次出台的《通知》，进一步优
化覆盖全产业类型、全周期管理
的产业用地政策体系，实现产业
用地“经济密度”和“科创浓度”的
双提升。

从政策支持广度来看，形成
了涵盖从小微初创企业—生产型
企业—生产研发企业—高科技企
业的全类型用地政策体系，满足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多元化用地需
求，实现了产业类型全覆盖。从
产业用地经济密度来看，通过提

高用地容积率标准，鼓励工业项
目利用地下空间建设仓储、停车
设施以及生活配套等设施，实现
了增效不增地。进一步扩大了产
出“分子”，缩小了用地“分母”，
提高亩均“含金量”。此外，探索
混合产业用地，吸引创新要素集
聚，通过最具竞争力的混合产业
用地政策吸引最具创新力的企业
落地，助力无锡成为国内一流且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
地。 （晚报记者 陈钰洁）

本报讯 可破解堤防灾害风险
时空分布不均衡等多个痛点的堤
防灾害保险即将在锡推开。昨从
市防办获悉，无锡将在全省首推堤
防灾害保险，目前大运河无锡段
82.73公里堤防试点方案已敲定。
试点成功后，全市2100多公里堤
防将有望全部纳入投保范围。

近几年来，我市洪涝台风灾害
频繁发生。2011年至2020年共遭
遇4次超长梅雨季、4次超标准洪
水、57 场次暴雨和 19 个台风影
响。期间，大运河无锡站水位累计
超警75次，且于2015年至2017年
最高水位连续打破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纪录；太湖发生2次流域性大
洪水，最高水位分别达历史第2、第
3位。依托强有力的防洪工程体
系、科学高效的应对机制，无锡成
功抵御了一次次洪涝灾害。

应对恶劣天气，保障堤防安
全尤为重要。市防办人士介绍，
由于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加上轨
迹不一的台风灾害，10年来，我市
多地出现堤防渗水、管涌、滑坡等
问题，全市堤防、水闸等水利工程
设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 亿多
元。而现行财政的预算管理机制
又与受损堤防快速修复要求有一
定冲突。“在提出预算的当年，是
无法准确预计第二年各地汛期雨
情、水情和堤防受损情况的，也就
是说往往会造成第二年堤防受损
较大时财政相关资金不足，或堤
防受损较小财政资金却用不了的
情况。”业内人士表示。

市防办人士介绍，引进堤防
险，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可大大提
高。初步拟定的保险方案按堤防
等级、长度乘以相应的保险费率确
定保险额度，当年未用完的可转入
保险资金池。出险后的理赔也很
便捷。赔款金额100万元以下的，
可快速理赔；600万元以下的，24
小时内完成赔付；600万元及以上
的，72小时内完成赔付。每次事
故赔偿和年累计赔偿金额最多可
达到所缴纳保费的22倍、33倍。
这样，堤防修复进度将明显加快。

对于未出险，但在汛前、汛后
查出有隐患的堤防，也给予了资
金安排。市防办人士介绍，将拿
出堤防险保费的15%建立防灾防
损基金，用于堤防隐患整治、防汛
应急物资配备等，提高堤防风险
管理水平。

（袁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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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无锡“城市空间”将有大变化！

“十四五”期间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2万亩

受资源禀赋限制，我市长期
面临土地要素紧张的难题，“十四
五”期间，随着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及太湖湾科创带等重大战略的落
地实施，预计用地需求将更大。
无锡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高效
精准的资源配置格局来支撑现代
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关于
深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改革 打造
高质量集约利用示范区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应时而出。

《意见》围绕“构建一体化的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通多

元化的存量流量整治盘活路径、
创新精准化的规划用地管理服务
模式、建立市场化的城乡要素流
转配置机制”4个方面，明确17项
重点改革任务。初步计划，“十四
五”期间我市将在更大范围推进
国土空间生态化整治，完成土地
整治新增耕地2万亩，完成生态
湿地修复1.43万亩，腾退低效产
业用地4.6万亩；同时，针对产业
用地布局不够集中集聚的问题，
将更新产业用地9万亩，推出产
业新空间9万亩，加快实现“地等

项目”。
“《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无锡资源要素配置工作从‘单向
管理’迈进了‘系统治理’的新阶
段”，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意见》实现了两项
突破——一方面，通过创新生态
保护修复等路径，实现全域全要
素的资源统筹和盘活，打开了发
展的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政策
集成，构建了一个更加精准、高
效、集聚的资源配置体系，让好项
目不缺地、好产业有空间。

到2024年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90%以上

《生态环境基础治理能力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
年行动计划》）着重解决我市生态
环境基础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
围绕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务，提
出6大类73项工程，分为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重点工程、治水基础
设施建设重点工程、无废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生态环境
监测监控能力建设重点工程、环
境安全保障重点工程、区域污染
综合治理重点工程等6大类。总

投资额约279亿元，为历年来之
最。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三年行动计划》治理力度空
前，也制定了更高的目标。到
2024年，全市建成区100%建成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85%，新建、改造污水管网150公
里，农村生活污水自然村治理覆
盖率达93%以上，垃圾分类收集
与处理设施覆盖率均达90%以

上，生活垃圾及其焚烧飞灰无害
化处理率达100%，危险废物安
全处置利用率达100%。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通过
三年努力，全市重点区域、重点领
域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基本建成，
生态环境管理、执法和科研能力
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
障。到2024年，我市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走
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鼓励工业项目利用地下空间建设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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