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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四川没有持之以恒地开展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建设，没有一直以来对自然生态的强力建设和保
护，就不可能出现今天《功夫熊猫 3》中郁郁葱葱的美
丽场景。”采访中，四川省林业厅总工程师骆建国这样
说。

2014 年，四川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5.76%，高出
全国平均值近 14个百分点，标志着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基本建成。2015 年底森林面积比 2014 年底增加
200万亩左右。

截至目前，四川累计营造森林1亿多亩，森林蓄
积、森林面积分别位居全国第3、第4位；减少的商
品木材产量相当于少采伐森林700多万亩，使53%以

上的天然湿地受到有效保护。现在四川每年排入长
江泥沙量比水土流失最严峻年份减少八成，进入长
江泥沙量年减排3亿吨左右。

由于上游森林植被的保护，整个四川省森林和
湿地提供的涵养水源、净化大气等年生态服务价值
高达每年 1.65 万亿元。另外，生态改善也有效保护
了高等植物 1 万余种，陆生脊椎动物 1200 余种，让
大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得到
恢复性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下，青山绿水在产生

巨大生态效益之时也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四川在打造长江干
流竹业经济集群、长江北部支流特色经济林集群、岷
江中下游林板家具产业集群、金沙江中下游亚热带林
果经济集群和川西长江源头生态旅游集群中下足功
夫，全省林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林业收入分别突破
2300亿元、1000元。2014年四川生态旅游实现直接收
入近 600 亿元，接待游客 2.1 亿人次，带动社会收入
1565亿元。许多居民在优美的环境中办起了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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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带来多重效益良好生态带来多重效益

一增一减建设生态屏障一增一减建设生态屏障

《《功夫熊猫功夫熊猫33》》四川取四川取景景

青城山迷倒青城山迷倒好莱坞

2020年森林覆盖率将超37%2020年森林覆盖率将超37%

站在四川广安岳池县白庙镇玉皇沟村外的山坡
上，一片片核桃林和沉沙凼尽收眼底。过去几年，
通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玉皇沟水土流失量减少了
80%以上，森林覆盖率增加了 35%。一增一减之间，
村民们把这块曾经贫瘠荒凉的土地流转给当地的专
业合作社，做起了职业农民。

玉皇沟村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在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建设中，四川通过以高压治理减少污染物
排放，划定“红线”守住生态存量，以改革吸引社
会力量，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在这场事关全民福
祉、泽被后世的工程上，四川一直快马加鞭未下鞍。

在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中，四川通过健全治
理体系、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2013年 10月起，四川省环保厅按月对全川城市实施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2014年底，《四川省环境污染防
治改革方案》 正式实施，28项改革措施直指改善大
气、水体、土壤和辐射环境质量，并建立三大片区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15 年，四川正
式实施市州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激励制度。

为了守护巩固生态存量，2014 年，四川省先后
在物种、湿地、森林和林地、沙区植被、水资源开
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等7
个领域划定“红线”，并率先宣布取消限制开发区域
和生态脆弱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对破坏已划
定红线区的，实施一票否决制和责任终身追究制。

在固守存量的同时，四川还注重增加生态产品

供给。近年来，四川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
“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积极推动退耕还林、天保
工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生态主体工程建设，一
方面通过机制体制改革，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在新一轮退耕还林中，四川明确，不再划定公益林
和经济林比例，农户有权选择树种，企业等社会力
量可以通过转包等方式参与其中。

2015年，四川省森林面积达2.607亿亩，森林覆
盖率升至35.76%；已建成林业自然保护区123个，面
积 725万公顷……这是一组喜人的数字。根据规划，
四川省将在 2020年全面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届
时，全省将实现森林面积 2.65 亿亩、林业自然保护
区81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37%以上。

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就必须保护现有森
林，适度新增其面积。增的第一步从
保护开始。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盗砍盗
伐等案件，从去年5月开始，四川省林
业厅联合公检法部门，开展针对违规
违法占用林地的“林地行动”，并公布
首批 14 起挂牌督办案件。据森林公安
局刑侦处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这样
的专项行动已逐渐常态化和制度化。

治理，是更为重要的一步。当
前，四川省仍有部分水土流失和荒漠
化土地亟待整治，主要集中在川西北
高原和川南地区。而增加森林覆盖率
必须通过退耕还林、川西藏区生态保

护与建设工程等来实现。
此外，通过政策松绑提高农户造林积极性、确

保林业产出也是一直以来行之有效的措施。几年
前，四川凉山会理县下村乡小河村的侯麟就投入400
万元，流转了 400 余亩荒山，种植核桃树 2 万余株。
几年过去，昔日荒草丛生的山脊上已经长出了“金
果果”，产值超过 200万元。这种让农民实际获益的
方式提高了他们的造林积极性，可以确保林地产出
及有效森林面积。

加强森林保护和经营，实施天然林保护二期工
程，建立“互联网+林业”的产销联合体系，实行湿
地生态补偿……为了实现 2020 年的生态保护目标，
越来越多的措施正在制定推广之中。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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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林业自然保护
区分布图，体现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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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晃晃的吊桥，红墙绿瓦的亭子，
清澈蜿蜒的小溪，云雾缭绕的丛林……取
景青城山的动画大片《功夫熊猫3》将于
1月29日在全国公映，不过片中主角阿
宝的家乡——中国四川的美景已令不少
人心存向往。

在拍摄该片之前，《功夫熊猫3》导
演余仁英曾率好莱坞梦工厂制作团队一
起到四川采风。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青城山拍摄了不少素材。谈到为
何选景四川，余仁英坦言，四川不仅是
大熊猫发现地，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可以拍摄到丰富的熊猫素材；最吸引他
们的，还在于青城山良好的生态、饱满
的色彩。

事实上，青城山的生态，是四川省
着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近年
来，四川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正是
这种宜人的生态迷倒了好莱坞制作团
队，让他们选择到四川取景拍摄。

1月20日，成都 IFS 为全城市民带来了惊喜的贺春之礼：《功
夫熊猫》里那个耍宝卖萌的神龙大侠阿宝终于回到了家乡成都。
在这里，阿宝不仅与成都市民一起参与活动，同时也感受故乡巴
适的氛围。而这种氛围的形成离不开成都“四态合一”的发展理
念，其中“生态优城”更是让人体会到成都的宜居舒适。

四态合一，生态优城

所谓“四态合一”，就是指城市的形态、业态、文态和生
态。这“四态”互为支撑、缺一不可，构成了城市科学发展的
有机系统。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那么形态是城市的脸面，关系着人们
的第一印象；业态是城市的骨架，决定着城市能否立得起来；
文态是城市的气质，展现着城市的内在魅力；生态是城市的本
底，影响着城市可持续成长。

所谓“生态优城”，为的是彰显自然之美，塑造优美化的城
市生态。

为此，成都坚持把生态系统作为绿色的基础设施来打造，
确立了“城区五百米见绿，有条件地区千米见水”的目标，在
中心城区建成公园绿地89个，在全市建成绿道2000余公里，成
功创建国家级生态市。

重塑水系，强健绿肺

缓坡、绿堤、草坪，蜿蜒的休闲步道，宽阔的亲水平台……自
从锦城湖建成开放，来自川东北的刘勇夫妇一有空就带孩子到
湖边玩耍。

与锦城湖同期开放的还有位于锦江区的白鹭湾生态湿地，
总面积4950亩，其中水域面积1500亩。每逢节假日，这里白鹭
翻飞、游人如织。

锦城湖、白鹭湾只是成都环城生态区的一部分。成都规
划，在沿中心城区绕城高速公路两侧各 500 米的范围，形成 80
公里“环城绿廊”。

据统计，成都留下了 187.15 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这
可不是在郊外的绿地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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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笔折射出怎样的治城理念？成都市提出，突出

“因水而兴”的生态本底，强调对损害生态红线“零容
忍”，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优化城市生态，统筹形成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具体来说，强“绿肺”，重塑城市水系，改善生态环
境；筑“绿隔”，锁住城市开发边界，避免“摊大饼”；滨
水、亲水，水韵悠长，给市民更多“绿色空间”。

如今，成都市将白鹭湾湿地科学合理地规划为水生作
物区、三圣花卉产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三大功能区”，
实现涵养水源、调洪蓄洪、改善微气候、降解污染物等湿
地功能；而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2015年在成都科学城建成4500
亩水面的兴隆湖生态水环境工程，并将于2016年在天府商务区
和成都科学城之间建成面积3000亩的鹿溪河湿地，初步形成国
家创新型新区的“生态呼吸空间”。

而对于熊猫阿宝而言，让它更为欣慰的则是自己的同伴在
成都有着更巴适的生活。据了解，近年来都江堰地区生态保护
成果丰硕，森林面积的增加、大熊猫保护基地的设立让野生大
熊猫数量由原来的 6-8只上升到 14只。这样的趋势未来仍将延
续。

立章建制，狠抓落实

“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这是成都
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提出的成都未来五年发展新要求。面对新
任务，成都努力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
护制度，建章立制，狠抓落实。

如今，“十三五”环保督查方案正在制定之中，各级党政、

各级企业主体的环
境保护责任将得到
强化；成都市环保局在认真贯
彻“气十条”的同时，抓紧编
制“水十条”，从燃煤污染整
治、机动车尾气防控、扬尘污染整治等方面深入推进大气雾霾
治理，从而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而在水环境的治理上，在“十三五”期间，成都市也将大
力推进饮用水源保护工程，推进重点流域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将以更大的治理力度，探索建立
海绵城市，确保污水不下河，以此来确保水环境质量达标。

此外，成都还将研究出台成都市自然生态保护条例、成都
市饮食油烟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逐步健全地方环保法规体
系，并用最严格的环保手段来确保环境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