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看得见的绿色到那些看不见的绿色

可再生能源利用破解城市“围城”

长江中路、金寨路高架、四里河立交桥、轨道交通1号线……合肥“大建设”以来取得的成果无需多言，一步之间，一眼

之内皆是巨变；然而，我们却又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这座城市建设底子薄、起点低、欠账多。

即使如此，在大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合肥却不是以挥霍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为代价。不但在看得见的绿色上，全力推

进公园新建和绿化增建，而且在有限的资金利用中，更大把投进那看不见的绿色——可再生能源利用，并取得超前成效。

在城市发展的矛盾中，打破“围城”的合肥正大步向前，坚定地向大湖名城迈进。

城外：
可再生能源作品
合肥无处不在

城外：
民用建筑一半多“姓”节能

“高新区一家大酒店使用了地源

热泵后，能源消耗成本只有总成本的

15%！”对于新兴可再生能源在城市

中的应用前景，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

非常看好并曾表示，“效果非常好，如

果我们酒店的中央空调都能改一下，

就将节约能耗40%。”

他还提出建议，今后能否采取

适当形式，在合肥的大型商业综合、

四星级以上酒店，包括一些公共设施

中逐步推行节能措施，并纳入节能重

点项目建设中。

如果说，合肥的可再生能源利用

表现形式只是地热利用的话，那可真

是大错特错了。仅仅在太阳能利用

上，就可以随处发现这些“绿色”作品

的身影。

比如说，合肥大剧院总建筑面积

约 6 万 m2，其中光伏电站项目为

2009年国家示范工程。太阳能光伏

电站与合肥大剧院主体建筑采用构

件方式结合，建设面积约 1000 m2，

装机容量118.4千峰瓦。

比如说，在磨店职教城、新站区

工业园、高新区等等道路路边上，处处

可见太阳能和风能结合利用的路灯。

再比如说，为真正广泛应用太阳

能而多年连续实施的“平改坡”工程，

不但改变了太阳能热水器水管到处

“结辫子”的丑貌，而且令广大城市居

民太阳能热水器的利用效率也大幅

提高……

曾经一度，在高楼大厦崛起，甚至侵

占绿地的阴影下，导致在不少人的印象

之中，总是觉得建筑就是与“绿色”对立，

特别是那些钢筋和混凝土的构造。

然而在合肥却并非如此，被喻为“秦

砖汉瓦”的粘土砖早已禁用；双层玻璃使

用也被明确于建筑设计之中；即使是在

建设过程中砂浆的使用，也被建设部门

反复琢磨和研究，最终推广好处多的预

拌砂浆。不但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

污染，提高工程质量，而且有利建设企业

成本降低……因此，在建筑的本身就处

处散发着节能的绿色气息。

据了解，截至目前，合肥市累计建设节

能建筑9309.2万㎡，占现有民用建筑总量

的57.7%；新建建筑节能50%设计标准执

行率100％，施工图审查合格率99.5%，

施工执行率100%，施工合格率98.5%，

新型墙材占墙材总量的90％以上。

据介绍，“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

作，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的指导和帮助下，确立了“加

大节能减排，加快绿色发展，构建低碳城

市”的总体工作思路，在加快发展的同

时，始终突出“节能环保优先”理念。充

分利用合肥作为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

市的优势，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大力开

展了以建筑节能为重点的建设领域节能

减排工作。2006年至2011年，该市建

筑节能工作连续六年受到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通报表彰。

城外
用企业理念去经营城市发展

已故数十年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曾

经有一句名言：“在经营中，每节约一分

钱，就会使利润增加一分，节约与利润

是成正比的。”而这句话，深深影响了许

多在海外艰苦创业的华人。

多年以来合肥这座城市，在对待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上的工作，有许多都

在不谋而合着这句名言。只不过，节约

的不是钱，而是城市能源；增加的不是

利润，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

力而已。

2009 年，合肥市被列入全国首批

22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之

一。2009年～2011年，可再生能源建

筑规模化应用项目85个（太阳能项目

63个，地源热泵项目22个），建筑面积达

895万㎡，折算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面积517万㎡。

2009年该市滨湖新区被住建部批

准为“国家城市生态建设示范区”；2010

年，该市高新区又成为全国首批25兆峰

瓦光伏发电集中应用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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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前的长江中路的改造中，

由于没有预留拓宽建设空间，不但导

致拆迁成本远超施工成本，而且改造

后的这条“安徽第一路”也是极其紧

凑。此后合肥的道路建设，例如徽州

大道等等均会在两旁留出充裕的空

间，以供未来拓宽或是改造使用。

“我们现在用不了，就要把空间

和资源留给后代去利用。千万不能

因为目光短浅而让后代的发展处处

受到限制。”自合肥“大建设”以来，

“超前”两字时常被提起和强调。在

合肥向大湖名城华丽转型之际，对于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上更是如此，甚

至还要苛刻。

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

荣多次表示，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

头，是实施建设工程的基本依据。

“未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将在我们

的手中‘定型’，如果不超前考虑，提

前谋划，就有可能制造城市发展新

的‘瓶颈’，造成新的浪费。我常讲，

教训往往比经验更重要。作为后发

地区，我们在城市规划中要认真吸

取先发城市的一些教训，本着利在

百姓、利在长远的执政管理理念，努

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有前

瞻性的目光，把能看得准的先做了，

看不准的暂放着；要坚持高标准规

划、高起点建设，满足未来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

记者 徐涛/文 倪路/图

城外
绿色合肥
需用超前眼光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