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山披锦绣 蜀水漾清波
——四川推进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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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四川宜宾市注重生态保护，为红嘴鸥提供

良好的栖息环境。图为每年冬季迁徙到宜宾过冬的

红嘴鸥，它们已经成为城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资料图片）
下图 四川宜宾市环长江旅游景观大道起步广

场是一个集生态观光、健身休闲、文创娱乐于一体的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 （资料图片）

大宗货物通过泸州港这个西南地区的重要集散地，经

由长江黄金水道，通达世界各地。图为泸州港铁水联运班

列。 牟 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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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俗称“千河之省”，境内大小河流 1400 余条，
人均水资源量位居全国前列。

涓涓千河汇长江。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巴山蜀水的秀美风光，更关系国家生
态安全和长远发展，如何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是摆在
9000万四川干部群众面前的一份沉甸甸的考卷。

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四川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已基本
建成，2017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8%，地级及以上城
市优良天数率达到 82.2%，87个国家考核断面优良水体
比例为78.2%，10个出川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国家考核标
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逐步改善。

共享发展红利和绿色福利

盛夏时节，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果乡岔河村一片郁郁
葱葱，现在正值芒果成熟的黄金期，村里的芒果种植户
都忙着打理果树。

很难想象，1年多以前，这个紧邻二滩库区的村庄村
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是在库区网箱养鱼。整个二滩
库区曾有渔民近千户，网箱数量一度达5万余口。然而，
用网箱养殖一吨鱼造成的污染等于 20 头猪的排泄污
染。为了保护二滩库区生态环境，2016年11月，攀枝花
市集中力量全面取消二滩库区养鱼，舍弃数亿元产值换
来一湾清水。

“上岸”后的渔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大力发展芒果种
植、肉牛养殖、库区旅游等产业，日子越过越好。

保护二滩库区生态环境，是四川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做法的一个缩影。人们告别了“盼温饱、求生存”的
时期，进入了“盼环保、求生态”的阶段，期盼呼吸上新鲜
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生活在优美宜
居的环境中。如今，老百姓在分享发展红利的同时，更
充分地享受着绿色福利。

不久前出台的《四川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
案》明确，四川将通过 5年努力，基本形成合理的主体功
能区布局，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

在四川脱贫攻坚主战场“四大片区”范围内，现有森
林面积约1.91亿亩，自然湿地约2237万亩，均超过全省
总量的一半。抓好林业政策补助资金兑现、加快成立造
林专业合作社、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在实施这一系列
措施的同时，四川还创新性地从贫困户中遴选生态护林
员，不仅解决了管护的问题，也有效带动了贫困户脱贫。

2017年，四川争取和统筹资金2.6亿元，安排生态护
林员指标 2.6万名，在 88个国家及省级贫困县开展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

政策的制定和创新应当注重因地制宜、因事施策。
为此，四川将历年国土绿化政策的重点由此前的消灭荒
山荒坡增加绿色调整为体现城乡一体化绿色，注重改善
人居环境。根据规划，四川将在 2020 年前打造成都平
原、川南、川西北、攀西4大森林城市群。

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政策不难发现，四川不仅着力解
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而且做好了打持久攻坚战的准

备。2014 年，四川取消了 58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和生
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地区生产总值及有关考
核；2015年，省委专题部署“十三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
2016年，四川全面启动完成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明
确每一处不动产和自然生态空间的所有权、使用权；
2017年，提出把四川建成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核心区和绿
色发展先行区、长江流域的战略腹地和重要增长极……
如今，四川每一座山、每一棵树，都有了自己的管护者。
到2020年，四川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0%、国土绿化覆盖
率达到7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85%。

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辖内有大渡河、青衣
江等长江上游重要支流。近几年，雅安坚定不移走绿色
发展振兴之路，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当地生态资源
优势加速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变。

泸州是长江出川的最后一道关口。《泸州市 2018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于近日出台，泸州将积极
培育壮大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现代医药等新兴产业，改造提升白酒、化工、机械
等传统优势产业，全年完成工业技改投资250亿元以上。

“长江首城”宜宾今年全面深入建立和实施“河长
制”，实现市县乡村四级河段长体系全覆盖。此外，宜宾
全面铺开长江经济带专项行动，打响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先后完成大气污染整治项目164个。

从各地实践中不难看出，通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正在倒逼产业转型升
级。四川将积极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生产产业，开展工业
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示范，对国家级新区、工业园区、高
新区等进行集中整治，限期进行达标改造。

到2020年，四川生态环境质量将得到总体改善，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四川黑水河自然保护区地
处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的接壤
地带，总面积 317.9 平方公里，
保护区内黑水河、斜江河、出江
河3条河流最终汇入长江上游
的重要支流岷江。这里生活着
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 10 种，也有雪豹、黑
熊、羚羊共 60 多种野生动物，
植物资源有 6000 余种。随着
自然保护区建设不断完善，生
态环境越来越好，森林覆盖率
大大提升，对长江上游水土保
持和涵养水源有着很重要的
作用。

2000年，我加入了保护区
管护员队伍，10多年来平均每
月上山巡护 10 次，短途 1 至 2
天往返，长途要待在山里半个
多月。除了日常管护外，我们
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和发现动物
踪迹，安装和调试红外设备，劝
退上山采药的村民，更要严防
偷猎盗猎和火灾发生。

崎岖的山路并不好走，但
生态环境改善这条路却越走越
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野生动
物数量增多，活动范围扩大了。

在这片保护区里安装着
60多台红外线触发相机，多年
来，为保护区开展科研活动提
供了数千份影像资料。比如
2014 年 4 月底，我们从取回的
16台相机里发现了雪豹、扭角
羚、雉鹑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和赤狐、水鹿、斑羚、岩羊、黄喉
貂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更让
我们惊喜的是还拍到了“雪山
之王”——雪豹的正脸，这也是
成都首次拍到雪豹的正脸。

以前大熊猫的活动范围大约在海拔 1700 米到
3000 米，最近我们在山下小河边的竹林中发现了大熊
猫的踪迹。有不少村民反映，好几次发现大熊猫到山下
吃他们栽种的竹笋。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保护区里的
大熊猫一共有26只，10年增加了4只，对于自然繁殖十
分困难的野生大熊猫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人和野生动物从来都是你进我退的关系，我们退
了，把生态修复了，它们离我们就近了一些。

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印发，现在
保护区的范围全部被纳入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
保护区。我们升级了保护区里的红外检测系统，又进行
了一次生态工程本底调查。通过我们多年来对周边老
百姓普及环保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知识，大家的觉悟
不断提高。现在人们都转向了旅游业和养殖业，生态保
护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本报记者 刘 畅整理）

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肩负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重任，牢固树立和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

一是坚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推动四川

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要求

四川“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写好”“把建设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放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首要位置”，为我们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我们坚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奋力谱写美丽中国

的四川篇章。

二是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我们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围绕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集中优势兵

力，坚决打好蓝天保卫、碧水保卫、黑臭水体治理攻坚、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治攻坚、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攻坚、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散乱污”

企业整治攻坚等“八大战役”，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蓝天、碧水和净土。今年上半年，全

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率为80.5%，同比上升1.3个

百分点，87 个国家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为 81.6%，同

比上升9.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三是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我们大力实施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五大行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科

学优化全省产业布局、城镇布局和生态布局，广泛开展

生 态 文 明 宣

传教育，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坚定不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积极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科学开发清洁能源。

四是着力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

理能力和水平。我们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

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

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纳入规范化、法治化

轨道。

五是加强党委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领导，推动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们着

力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各级党委、政府

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环境污染

治理问题上自觉做到不因多年积累的问题而推责，不因

涉及复杂利益而回避，不因可能造成一些经济损失、付

出一定代价而退缩，不因需要较长时间治理方能见效而

延缓。强化考核问责，严格责任追究，充分发挥考核体

系“指挥棒”作用，引导各地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

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