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华山山巅，海拔1570米。每天傍晚，这里都聚集了一拨拨追逐夕

阳的年轻人。

他们默契地做着同一件事：将手机或相机高高举起，记录落日熔金的

绝美瞬间。

从东华山上俯瞰攀枝花的初印象，或许就是所爱城市的模样。

把山巅的视角转换为Citywalk的体验，这座处于裂谷之中的城市，抬头

可见绿，出门能亲水，四季可赏花，多了美食凝聚的烟火气，多了闲话家常的睦

邻友好，多了快言快语里蕴藏的热络。

在央视出品的双语短视频纪录片《Amazing China（美丽中国）》

中，攀西大裂谷以其雄浑壮观的姿态，诉说着自然与时间的沧桑。

如今，这片古老的地质奇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焕发新生——

独具匠心的“山海湖”城市景观，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也让每个人

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可感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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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变

“无中生有”

对的问题。
增空间、提功能、优生态、强服务、

塑文化……攀枝花努力寻找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活力源泉，营造更多的亲山亲
水空间让人回归自然，进一步提升城市
的发展能级和品质。

于是，人类的智慧与大自然的杰作
交织，“山海湖”应运而生。

攀枝花制定东华山山地体育公园
规划设计方案，以“攀枝花阳光之路”为
总体定位，打造“城市绿心”；

服役半个世纪的马家田尾矿库完

成历史使命后，攀枝花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抓手，致力将尾
矿库打造为集生态、文旅、体育竞训于
一体的生态乐园；

结合银江水电站项目建设，攀枝花
在金沙江主城中心区段规划实施银江
湖项目，与东华山山地体育公园、阿署
达花海相互辉映，形成山水自然与城市
高度融合的“山海湖”城市景观。

过去，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现在，
山是公园，水是景区。攀枝花，悄然迎
来“山水之变”。 匠心营城

为市民享受阳光、沙滩、浪花的黄金岸
线。今年国庆节，银江湖滨江生态步道
工程一期主线步道贯通并向市民开
放。它起于御湖花都，止于银江湖水电
站坝前，总长 6.7 公里，沿途设置了多
个水岸游憩打卡节点。步行在这条滨
江生态休闲廊道，可眺望大山、俯瞰江

水、露营休闲。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理念，在“山海湖”的实践中落
地。攀枝花将大裂谷的自然景观与人
类的创意结合在一起，将“不可能”变为

“可能”，让“山海湖”在大裂谷中生长，
造就了这座城市的“山水浪漫”。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帆 江潇 程礼攀

攀枝花建成区东西跨度达 46 公
里，是典型的“小城市、大框架”，城市生
产与生活设施混杂，文化体育设施整体
规模较小，城市绿地空间和活动空间不
足，难以满足市民生活休闲等方方面面
的需求。

2022 年，攀枝花实施“复兴炳草
岗”行动，推动望江、攀宾、西海岸、临江
路四大中心城区的老旧片区更新改造，
重新焕发老城区新活力。

东区炳草岗街道望江片区被定为
“复兴炳草岗”的第一站。2022 年 3
月，《攀枝花市东区望江片区城市更新
项目实施方案》出台。两年多的时间
里，东区围绕望江片区 230 亩更新区
域，投入资金约 2.2 亿元，改造老旧小
区，完善功能配套，在有限空间打造民
安巷口袋公园、望江记忆广场等公共空
间5处。

人民的需求，就是城市规划建设的
出发点。

2022年9月，为加装电梯，东区炳
草岗街道湖光社区甘露园小区 147 户
居 民 在 一 个 多 月 时 间 里 自 筹 资 金
252040元，已经超过加装公共电梯所
需的25万元。

居民不仅出钱，更出力。有业主担
任监理，全程跟踪工程进度，监督工程
质量，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共
建共治共享的合力更激发了居民的“主
人翁”意识和归属感。

老旧小区怎么改？仁和区土城街

社区建筑公司家属院在改造中，党委政
府倾听居民意见，发动决策共谋，小区
热心居民自发组建自管委，成为积极推
动者和深度参与者。

改造全面完成后，居民自觉对小
区停车进行规范管理，所获收益反哺
小区物业服务，实现环境改善、功能提
升、颜值焕新的目标，真正“改”出居民
幸福满满的新生活。

自 2018 年被列入国家首批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以来，攀枝花多渠
道筹集改造资金 14 亿元，共实施老旧
小区改造281个，已改造完成184个。

“花城”打造怎么开展？攀枝花作
答：收集市民意愿诉求，坚持“共建共
享、花小钱有成效”思路，“见缝插针”建
设口袋公园，让城市的边角地、废弃地
变成群众休闲漫步好去处。

近年来，我市共实施“花城”打造项
目64个，建有市民健康体育公园、水中
央湿地公园、红格太阳湖公园、阿署达
花海、浅水湾社区公园、上恒绿都口袋
公园、仁和生态共享口袋公园等各类公
园54个，成功创建省级重点公园8个，
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88 平方
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2.94%。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攀枝花聚
焦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统筹推进老城更
新和新区建设，打造小而精、小而美、小
而幸福的宜居城市，聚力实现“城市
美”，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座城里找到
属于自己的“山海湖”。

漫长的岁月中，大自然以其伟大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塑造无数奇迹，令人叹
为观止——

神奇的攀西大裂谷，纵贯南北 300
公里，如巨斧劈开横断山脉。裂谷中，山
地起伏、谷盆相嵌，成为美景的汇聚地和
罕见的成矿带。

奔腾的金沙江、雅砻江，从遥远的唐
古拉山脉、巴颜喀拉山南麓走来，绕高
山、撞峭壁、过险滩，历经艰辛与坎坷，汇
聚于攀枝花。

峡谷风光，大山大水，像长长的丝
带，把昨天与今天、当下与未来串联，与
我们的生存、生活、生长相依相绕，共同
构成了攀枝花城市的肌体和骨架，也塑
造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这是一条厚重的“生命带”。
三线建设为这片山水增添了浓厚

的共和国记忆。这里是英雄辈出的热
土，一代代攀枝花儿女传承弘扬“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的三线精神，书写了一部部感天动地的
英雄史诗。

这是一条璀璨的“文化带”。
文化多元、开放包容，没有“外地人”

概念，98%的城镇人口来自五湖四海，涵
盖汉族、彝族、傈僳族等40多个民族，大
家来到这里工作、生活，都成了“攀枝花
人”。开放、热情、包容是流淌在攀枝花
人血脉中的基因。

这更是一条澎湃的“活力带”。
独特山形水势带来强大气场：攀枝

花是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境内大小河
流82条，分属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流
域；市域内以低中山和中山为主，共占全
市幅员面积的90%。

然而，有山难攀，引人无限遐想却止
步于峭壁；有水难触，让人心生向往却难
以亲近。

如何保护好山水、利用好山水，探索
山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彰显山水之城
的魅力，是攀枝花城市规划建设必须面

“山海湖”城市景观，并非自然天
成，“无中生有”，殊为不易。

千难万难，问计群众就不难。40
年前，东华山是“无名山”，满山齐肩深
的茅草。怎样把百姓家门口的“荒山”
变成群众精神共富的“新场景”？攀枝
花主打一个“听劝”。

攀枝花问计于民，向社会公开征求
市民之需，与登山爱好者、辖区群众一
起“深读”东华山，就连山上栽种什么品
种的植物，也请网友各抒己见。

2023 年 9 月，东华山山地体育公
园正式对外开放，2.5 公里的 4 条标准
登山步道和 6.8 公里复合绿道串联起
观光电梯、伴山咖啡、“钢之亭”和“城市
之眼”4 个景观节点。本地市民、外地
游客争相登上城市“龙脊”，赏橘子夕
阳、观酒醉云霞。除了风景，让游客更
为欣喜的是，自己提出的建议，已成为
东华山上的景点、路线、绿植。

过去的荒山，成为群众健身休闲的
新宠、线上线下的“网红”、攀枝花的城
市会客厅。开放一年多来，超百万人次
前往东华山山地体育公园健身观景，休
闲娱乐，仅龙年春节期间就接待游客
14万人次。

攀枝花本没有“海”。

2024 年春节小长假，阿署达花海
一期临时开放，迎来众多游客。但两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堆满尾矿的“黑湖”。

马家田尾矿库于 1970 年投入使
用，主要用于堆存攀钢集团选矿、选钛
后的尾砂。经过50年的堆存，马家田
尾矿库从原来的小滩涂变成一个大“黑
湖”。到闭库前，已堆存尾矿约1.23亿
立方米。

2022年6月，马家田尾矿库闭库，
这也是当时全国首座完成闭库的大型
尾矿库。闭库后，这片土地该用来做
什么？最终，攀枝花把决定权交给了
市民。

2021年底，攀枝花市民提出“金点
子”4035 条，把尾矿库打造成主题公
园、花海等“公园景点”类意见建议
2365条，占比近59%。

春节长假期间，昔日“黑湖”，陌上
“花”开，游人如织。

攀枝花主城区本没有“湖”。
2021年，银江水电站建设启动，预

计完成蓄水后，将在金沙江攀枝花主城
区段形成岸长20公里、总库容6000万
立方米的“银江湖”。

攀枝花把重大项目作为优化城市
空间的“钥匙”。根据规划，银江湖将成

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
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2019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大裂谷如何生出“山海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