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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故事

生态成都生态成都 如诗如诗如画如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申孟哲申孟哲

“九天开出一成都，千户
万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
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在李白的时代，成都已经是一个
“画图”式的存在。现在，一年四季，
成都依然可以不间断地欣赏到盛开的花

卉。漫步城中，到处都是高大的榕树；而从市
中心向外无需走得太远，就可以接触到绿地、
湖泊、湿地。

成都的优美环境，持续不断地给市民提供着
“幸福感”。甚至有外地来蓉的创业者表示，在他心
中，“成都和塞纳河畔的巴黎一样动人”。

这背后，是成都人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不懈追
求和持续打造，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向往。

成都高新区，白领最密集的区
域。白天，这里的商业氛围、职业气
息浓厚，人们步履匆匆地走在钢铁与
玻璃的建筑物之间。

而当他们下班之后，很多人会选
择驱车向南。20分钟之后，他们就可
以到达成都绕城高速的边缘。在那
里，有一片湿地，叫白鹭湾。

很难想象国内还有哪个城市像成
都一样，在没有完全离开市区的地
方，就有这样一片巨大的湿地——总
面积超过13公顷的湿地公园，从北门
进去，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骑车转半
圈，总需要一个多小时。一路上，有
小片的池塘，有大片的开阔水域，村
民乘船在水面上作业；有起伏的丘
陵，也有躲在树林后面的荷塘；水面
上，有成群的野鸭排队凫水，天空
中，不时有白鹭翱翔而过。

记者是在一个周一的下午到达白
鹭湾。租自行车的老板告诉我，今天
人不算多，周末的时候会更多。但是

一路上，情侣、家人、朋友、学生们三三五五说笑而
过，有的在散步，有的在骑车，还有人在绿道上跑步。
还有年轻的学生背着画板，在山水之间写生。

如果没有事先了解，很难想象，这片湿地，是在原
有湿地基础上改造的，而改造的对象，则是原来的“生
活污水”——把污水引入湿地系统，通过几层降解，最
终形成净化后的景观水。同时，湿地内大量种植的芦
苇、香蒲、姜花等水生植物，不仅能进行生物净化，还
能形成丰富的景观和生态，兼具实用与美感。

在离白鹭湾不远的地方，能看见绕城高速，看见高
耸的铁道桥以及散落其间的农田和草地。只有在这时，
思绪才会暂时地“跳出”，辨认出这其实是在城市近郊
的一处湿地；但也凭着这样的距离，白鹭湾才成为成都
市民休闲、踏青时最触手可及的自然之地。

比白鹭湾更近的是锦城湖。这个由 4个人工湖组成
的公园，现在是成都夜跑人的“圣地”。在成都大大小
小的几十个夜跑团中，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这里，夜间

奔跑。国内最大的运动社交平台咕咚高级运营总监梁昀
评价锦城湖公园说，这里“植被覆盖率高，湖水环绕，
空气清新，一边跑步一边呼吸新鲜空气，跑者们会觉得
身心愉悦”。

是的，选择在夜间漫步于锦城湖，你一定不会感到
孤单。绿化极好的这里，水面开阔，绿道宽敞，灯光明
亮，不时会有身材健美的跑步者从你身旁经过。跑完一
圈，大约10公里的路程，对锻炼者来说也是刚刚好。资
深的跑步者会告诉你，在锦城湖夜跑，会有“四时之景
不同”的感受。春季花朵盛开，微风轻拂；夏季空气湿
润，明月高悬；秋天芦苇摇荡，岛屿小桥栈道相映生
辉；冬季也并不寒冷，跑一圈下来，身心舒畅。

而在城市管理者看来，锦城湖、白鹭湾这样的湿
地，不仅能给市民带来休闲和美的享受，同样具有良好
的环境效应——湿地本身具有滞洪作用，同时还能通过
蓄洪补充地下水，并降低大城市的“热岛效应”。

白鹭湾和锦城湖是孤例吗？不是。在成都天府新区
的规划中，就要打造包括锦城湖在内的 6 个湿地公园；
而在成都市内，大大小小的公园则更加星罗棋布地散落
在各个街区——用规划局的话说，他们要打造的是“中
心城区15分钟公园圈”。无论你在哪个位置，在步行15
分钟的直径范围内，一定有绿地公园。

热爱生活的成都人，对自然环境历来看重。每到周
末，通向都江堰、青城山的路上总是车流拥挤。“老成
都”则会告诉你，地处盆地的这里，冬天日照较少，一
旦太阳露面，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内，到处都是晒太
阳的人群。

正因为此，他们才对“环境”二字有更深刻的理
解，对“生态”有更执著的意念。而美好的生态环境，
也早已成为这座“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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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城市意味着“生存”与“生活”不能兼顾
——大量的就业机会、造富机会，与众多的人口、拥挤的交通、污
染的环境交织在一起，让人“不能兼顾”、“又爱又恨”，挣扎在“留
下”和“逃离”的纠结中。

但在成都，这个问题并不明显。之所以这一矛盾不那么凸显，
是因为成都找到了一条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这条路径的第一步，是大力治污。无论是水体、土壤还是空
气，治污的关键，都在源头治理。

以水体为例，虽然处于都江堰下游，但由于人口集中、产业发
展快，成都也是全国400个缺水城市之一。“十二五”以来，经济的
两位数增长，带来了污水排放的增加和用水量的增加；但在良好的
监管体系下，成都的水环境质量却保持了稳定，全市所有饮用水水
源都保证了100%达标。

他们的做法是在河流上分段设置断面，各断面建立责任制，每
月考核。在这样的约束机制之下，更重要的源头治理，则是控制排
污。同时，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产业，比如印染、造纸、铅蓄电池
等。到现在，37家印染、造纸企业被搬迁和关闭，铅蓄电池行业则
是整体淘汰。

而让许多中国大城市都头疼的大气污染，成都则成立专项资
金，每年拿出5亿元，在查清楚污染源来自燃煤、扬尘、机动车、工
业污染之后，开始对其进行专项治理。对于企业进入成都，“环保一
票否决”也前所未有地严格。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今年1—5月，在2014年PM2.5同比下降的
基础上，成都的PM2.5又同比下降了25.2%；2014年，成都检测的空

气达标天数达到223天。
淘汰落后产能，最关键的还在于规划。这样，才能集中利用空

间、集中发展产业，打造龙头和优势产业，提高附加值。
有人会问，下这么大力气打造环境，影响了经济增长怎么办？
成都的回答是：找到生态和经济的平衡发展之道。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才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比如，在成都环城生态区 133 平方公里的纯绿化用地中，还有

20万农民、50万常住人口。这些人，也需要生产生活，不可能活在
“真空”中。

怎么办？有序规划。成都规定，在生态区中，不能搞工业、大
市场，而可以发展观光农业、旅游业等生态产业。

以白鹭湾为例，生态湿地的建设，不仅产生了生态效益，同时
具有丰富的建设和发展空间——花田湿地，可以种玫瑰、种花卉，
也可以开垦农田，种农作物；生态美化、空气净化之后，整个城市
的美誉度和生活品质都提高了，也相应带动了周围的酒店、住宅、
物业等产业的升值。

而在白鹭湾“荷塘月色”旁不远处的“三圣花乡”，则走上了另
一条附加值之路。以往，当地人就只是种花，效益不高；现在，生
态优化之后，大批的画家开始进驻，形成颇具特色的艺术聚集村
落，包括著名的“蓝顶艺术村”在内。在此基础上，农民可以把土
地租给城里人，让城里人经营乡村酒店、农家乐、艺术作坊等；农
民则可以在其中寻一份工作，农村集体组织还可以发挥作用；以前
需要自己种植的花卉，则可以租给花卉公司规模化生产，同时衍生
出参观、采摘、餐饮、休闲游等多种业态。

现在，三圣花乡传统的“农家乐”，有许多甚至已经转变为“艺
家乐”，人们不仅可以在农家小院里品尝到特色餐饮，还能在其中发
现书画艺术展厅，欣赏山水画、竹雕、收藏品、文创产品和音乐。

热爱生活、敬畏自然的成都人，正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探索新
路。在他们心中，时刻记的是那个如诗如画、山水相依、伸出手就
能触碰到自然的成都。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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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道路上植被丰富且宽阔的绿化带 资料图片

成都三圣花乡一角 资料图片成都三圣花乡一角成都三圣花乡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成都的“环城生态
保护区” 资料图片

白鹭湾湿地如今已成为成都市民
休闲健身的重要去处 资料图片

位于成都市区的锦城湖被称为
“夜跑胜地” 资料图片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
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成都的花香曾让陆游为之痴迷和回忆。是
的，这座被称为“蓉城”的城市，别名就来自于
一则颇具浪漫色彩的传说：将成都定为都城的后
蜀皇帝孟昶，有一宠妃，名“花蕊夫人”。相传，
花蕊夫人特别钟爱芙蓉花，因此孟昶便令成都城
内遍植芙蓉，尤其是城墙之上，“每至秋，四十里
皆如锦绣”。

这大约是成都人系统打造生态之中最富传奇
色彩的一则了。

成都人爱花，有赏花的习惯。市林业和园林
管理局制作的二十四时赏花指南，就有颇多市民
追捧。一月看梅，二月海棠、早樱和木兰，三月
梨花、紫荆，四月桃花与桐花，五六月栀子，七
八月荷花、紫薇，九月桂花，十月十一月赏芙
蓉，十二月腊梅……在人民公园、百花潭公园等
地，每年还会定期开办盆景展、菊花展、荷花展
等专题展出，有许多展览已经持续了50多年。

一年四季，成都总是花香不断，在花朵的持
续与定时轮换里，现代人与古人有了相同的嗅觉
与视觉体验。

如果说园林花卉之盛，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益
于成都的自然条件与历史传统的话，那他们的另
外一些做法，则是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创举与
坚守。毕竟，城市的发展，和生态的保护，一定
程度上是本质矛盾的，是城市对自然的一种异化。

在成都的中心网状辐射式结构中，有两个圆
环非常醒目：绕城高速和第二绕城
高速。在成都的规划中，这两个

“绕”，是非常重
要的“环城生态
保护区”；他们
采用“环形＋楔
形 绿 地 ” 的 方

式，把绿地“楔进”城市。
事实上，成都意识到，必须有意识地控制城

市无序建设，留下生态绿地，避免城市“摊大
饼”式的发展模式。

现在，成都留下了 187.15 平方公里的生态绿
地。这可不是在郊外、在下辖县城的绿地规模，
而是在成都市内的生态绿地，是在高度城市化地
区的生态绿地和开敞空间。要知道，成都最核心
的中心城区面积只有598平方公里。换句话说，处
于城市中的环城生态区，如果仅以经济价值论，
是非常“值钱”、具有巨大的商业开发潜能的。

数字或许无法带来直观感受。但只要驱车在
成都的绕城高速和三环路上走一走，就能感受到
这一绿化带的珍贵——在成都市三环路这样的核
心空间，路两旁的绿化带能拓展到 50 米的距离；
而在稍远一些、全长 85公里的绕城高速周围，这
一数字则是 200 米。用一位成都园林工作者的话
说，“城市发展到哪里，绿色就蔓延到哪里”。

稍微想象一下就可以明白，在一个 GDP总量
突破万亿元、常驻人口超过 1600 万的大城市里，
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为了做到这一点，成
都在城乡结合部大力推行改造，恢复以往“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形态。

成都人非常珍视这一难得的生态区。2012
年，成都市专门为环城生态区做了总体规划和地
方立法，是全国第一个为生态规划立法的城市。
2013 年，成都还出台了 《成都市绿地系统规划

（2013-2020）》，预计到2020年，成都的绿地系统
建设将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绿化指标标准，实
现城市绿化覆盖率45%、绿地率40%、人均公园绿
地15平方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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