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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与水为邻生态美
一水护城将绿绕，远山排闼送青来。

因水而生、依水而兴、以水而荣，地处长

江上游岷江、沱江流域的四川省成都市是一

座滨水之城，这里正在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公园城市建设

进程中，成都市实施增绿项目 1.1 万个，森林

覆 盖 率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分 别 提 升 至

40.5%、44.5%。市控以上断面优良水体率已

达 100%，建成各类公园 1500 余个，天府绿道

已然成为公园城市的绿色脉络。

跟随春天的脚步，在百花齐放的成都，记

者随机探访了几座滨水公园，体验水景融合

的公园之美，感受生态治理的“绿色福利”。

美丽水景

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活水公园是世界上第

一座城市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活水公园，

顾名思义，这里的水是“活”的。

水从何来？上世纪 90 年代，建设者们通

过大型水车取府南河里的水，让其依次流经

厌氧沉淀池、水流雕塑池、兼氧池等不同的水

处理池，再流入鱼池、戏水池，生动演示了河

水 由“ 浊 ”变“ 清 ”、由“ 死 ”变“ 活 ”的 生 命 过

程。“顺应自然治理理念的活水公园建成于

1998 年，是当年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的

代表性公园。”成都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邹雪说。

不管过去多少年，“水”依然是活水公园

的精髓所在。2022 年 7 月底，在绣花针般精

雕细琢地修复后，已有 24 年历史的活水公园

以其焕然一新的形象走进了公众视野。

公园的净水系统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提

升。“初建时，园区净水系统可将劣Ⅴ类水净

化为地表Ⅲ类水，现在引入经治理后的锦江

河水加之园区净化系统‘过滤’，水质主要指

标接近地表Ⅰ类水。”邹雪说。

2019 年 3 月，规划范围 1.92 平方公里的

麓 湖 水 城 景 区 获 评 国 家 AAAA 级 景

区。占地 280 余亩的麓客岛是整个

水城景区景点最为密集、客流最

为集中的区域。

“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前提是要保护现

有生态。”麓湖水城景区负责人胡馨介绍，生

态景观是麓客岛的底色。设计之初，麓客岛

所在的麓湖水城景区坚持尊重原生地貌和自

然环境，先搭建水系、公园等生态景观，再发

展城市功能板块与建筑设计，2100 亩的珊瑚

形态湖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肌理，让公

园与城市浑然天成。

治水，为城市生态增色。美景永驻又离

不开长期“养水”“治湖”。为了让立体水下生

态系统具有自我净化、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麓湖清源水环境团队常年监测水体质量及水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力求水质主要指标保持

Ⅰ类。胡馨有些骄傲地说，清源水环境团队

已 经 实 现 了“ 任 务 输 出 ”，兴 隆 湖 、交 子 公

园 ⋯⋯一处处水生态景观为成都这座公园城

市增色不少。

公园里的美丽水景是成都这座超大城市

探索“治水之道”的缩影。近年来，成都市坚

持“大流域统筹规划，小流域单元治理，全流

域智慧管理”理念，突出重点，标本兼治。中

心城区的河湖水系重点结合城市特质，着力

释放河流岸线空间，拓展滨水功能，带动城市

品质提升。郊野河流或乡镇河流则重点做好

沿线生活污水治理，着力改善水质，保证河流

自然生态之美。

尽享惬意

一座座公园因水而“活”，景观变得更加

灵动，人气变得愈加旺盛，幸福生活在公园里

变得可感可及。

春天的麓客岛，百花齐放，鸟语花香。俯

瞰，临湖坡地，起伏蜿蜒。近看，大量层叠的

户外休闲与远眺空间个性十足。因坐落于万

亩湖区中央，又分布着丰富的户外体验项目，

这里被近郊游爱好者们誉为城市中的生态度

假体验岛。

“今天已经预订满啦！”清明节假期一大

早，当麓客岛知北营地 6 号微信群第一条群

消息发出时，营地一天的忙碌便拉开了序幕。

当天上午 11 点左右，首批客人已陆续到

达。高低起伏的小山包上绿草如茵，10 余顶

帐篷下整齐摆放着长条形的桌子，桌上放着

茶具、酒水饮料，工作人员忙着将

围 炉 煮 茶 的 用

具依次

放置。市民黄星星和 9 位朋友预订了 B14 号

营地。她说，烧一壶咖啡，烤一串甜甜的棉花

糖，躺在吊床上看着湖景，一周的忙碌与疲惫

就这样“散”尽在春风里。

到 了 下 午 ，知 北 营 地 四 周 开 始 热 闹 起

来。麓客岛冒险湾是一座特色户外陆地冒险

乐园，滑噜噜四季滑雪场让人们体验到了一

年四季都触手可及的滑雪乐趣，小岛动物农

场实现了人与动物的零距离互动，占地 6000

余平方米的寻麓君花园被誉为成都版爱丽丝

梦游仙境⋯⋯

充 满 活 力 的 麓 客 岛 吸 引 了 大 量 年 轻 客

群，活水公园则将“老成都”的悠闲生活展现

得淋漓尽致。

4 月 12 日早上 9 点多钟，记者来到形

如“鱼”状的活水公园，从“鱼头”处进入

便是峨眉山植物群落。微光透过参天

大 树 洒 落 在 地 面 ，行 走 其 间 十 分

惬意。

邹雪向记者介绍，植物学家

经过实地勘查，在活水公园内

模拟峨眉山气候，增设了自

然喷雾系统，引入了峨眉

桃 叶 珊 瑚 、观 音 莲 座 蕨

等峨眉山特色珍稀植

物，还有红豆杉、珙桐

等 国 家 一 级 和 二 级

保 护 植 物 。 每 一 株

植 物 都 有 自 己 的 身

份档案牌，人们打开

微 信 扫 一 扫 便 可 对

其进行详细了解。

峨 眉 山 植 物 群

落 里 不 乏 对 孩 子 们

进 行 科 普 教 育 的 家

长 。 不 远 处 的 开 阔 处 ，

老人们结队晨练，一招一

式 刚 柔 并 济 。 独 具 川 西 风

情 的 活 水 阁 是 一 间 茶 坊 ，不

少“ 老 成 都 ”悠 闲 地 躺 在 竹 椅

上 ，呷 上 一 口 三 花 茶 ，身 体 随 竹

椅 咯 吱 咯 吱 在 河 风 中 摇 晃 ，好 不

惬意。

与水为邻，亲近自然。既要让市民感受

公园之美，又要让生态价值得以转化，成都为

此规划了绿道公园精品游览线路 50 余条，创

新开展公园绿道阳光帐篷区试点，首批划定

22 个阳光帐篷区供市民搭设帐篷。到环城

生态公园环线绿道骑行、去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朝看日出、午赏美景、夜观星辰”成了网

红“打卡”项目。

绿道绕城

公园可以建在城市里，公园也可以与绿

道为邻。或者说，绕城护城的绿道就是公园

城市的生态屏障，漫步绿道也可以感受公园

之美。

“在环城生态公园里的绿道上骑行，不仅

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饱览一场春意盎然的

视觉盛宴，骑累了就到湖边休息，滑滑梯、玩

沙坑、荡秋千。”这已是成都市民邹丽华和家

人连续第四周“打卡”环城生态绿道。

目前，成都天府绿道累计建成 6158 公

里，环城生态公园 100 公里一级绿道全

线贯通，绿道范围内水系发达，有众

多人工湖泊和天然湿地。

2021 年 10 月 25 日，经过一年

综合提升的兴隆

湖正式开湖，一汪亮丽的湖水呈现在广大市

民眼前。锦城湖公园占地 2400 亩，其中水面

1000 亩，绿地和园区建筑 1400 亩，是成都市

环市区六个湿地公园之一。改造完成后的江

滩公园内，湖区面积约 70 亩，以湖心廊桥为

界，大湖区包含常规湖区、湖心岛以及湿地

区，小湖区包含常规湖面和一个面积约 800

平方米的湖心岛。

成都依托绿道建设创造生活消费场景，

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和健身康养等特色产业。

之于成都，绿道是一条成都生活美学之道，也

是一条没有厂房的“绿色经济带”。

目前，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已引进拓高乐

智慧体育综合体大中华区首店、新加坡侏罗

纪恐龙岛西南首店等商业项目 110 余个。据

统计，2022 年，成都市绿色低碳产业产值达

2500 亿元，绿色低碳产业正加快成为成都经

济新增长点。

科技创新促能源结构优化

樊楚楚

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

会已落下帷幕，海南博鳌东

屿岛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永

久举办地，正在被建成一个

“零碳示范区”。会议期间，

岛内所有场馆实现了“100%

绿电”供应。预估减排二氧

化碳约 1312 吨，相当于减少

标煤燃烧约 600 吨，而这一切

背后都离不开“科技赋能”。

当前，能源结构、产业结

构甚至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

型正在加速推进。无论是能

源领域的持续发展，还是高

效的环境检测，技术创新都

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以

科 技 创 新 赋 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能源结构的转型也因此被按

下了“快速键”。

科技创新是能源可持续

发展的“源头活水”。我国白

鹤滩水电站的千瓦水轮发电

机组建设时开创性地设计出

“长短叶片结构转轮”，该结构

综合了多叶片和少叶片的优

点，从根本上解决了空化性能

与转轮强度兼顾的难题，推动

了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

我国当前使用的新能源还是

以太阳能、风能为主，利用科

技可以较好地应对其波动性

大、出力不稳等挑战。

虽然我们在能源转型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仍存在许多“卡脖子”难题。

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中，钢铁、石油、化工等传统行业比重较

高，能源依然以煤炭为主，并且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力量基础薄弱、自

主创新能力以及原创能力不足、关键领域和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等难题仍亟待破解。因此，加快构建生

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迫在眉睫。

首先，要加强政策引领，大力支持新能源领域科

技创新，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当

前我国重大能源科技创新产学研“散而不强”，重大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首台（套）依托工程机制、容错

以及标准、检测、认证等公共服务机制尚需完善，推

动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有待加强。

其次，加大对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的资金保障。

在重点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上，提供支持

和资金上的倾斜，强化财税、金融等政策的供给，用

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综合实力。

再次，重点培养科技创新领域人才。当今世界，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当前全球能

源短缺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能源问题是国际社会所

关注的重点，只有掌握人才方可在激烈的国内外竞

争中赢得主动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能源结构的转型

和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坚持生态领域的

科技创新，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最大限度地减轻

对自然界的影响，从而科学、高效地完成生态文明建

设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更 好 地 实 现 可 持 续

发展。

每片森林都有专属守护者
本报记者 梁 婧

临近立夏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依旧

春寒料峭。简单吃过早饭，收拾好一天的干

粮和水，裹着棉衣的张国珍便匆匆踏上“上

山”之路。今年 67 岁的张国珍是右玉县大南

山的一名护林员。值守卡口、巡查山头、劝

导游客、收缴火具⋯⋯是他每天的工作。不

断奔波于卡口和观测点位，张国珍成了微信

运动步数排行榜里的“行走达人”。就是这

样单调又责任重大的护林工作，他一干就是

8 年。

“‘五一’假期，森林防火也到了关键时

候，上山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多，我们得打起

十 二 分 精 神 ，一 定 要 守 好 这 片 来 之 不 易 的

森 林 。”望 着 眼 前 茫 茫 林 海 ，张 国 珍 眼 神

坚定。

右玉的绿确实来之不易。作为曾经的不

毛之地，右玉人一代接一代植树、护林。70 多

年来累计植树达 1.3 亿多棵，全县森林覆盖率

由不到 0.3%提高到 56%，曾经“最不适宜人类

生存”的地方，如今已被联合国授予“最佳宜

居生态县”。

“林子护得好，还得益于近年来右玉县

全面推行的林长制。”右玉县林业局局长沈

强告诉记者，右玉县配置了县、乡、村三级林

长 223 名，聘用护林员 894 名，安置远程视频

监控点 31 个，配置语音提示系统 20 套，实现

了 山 有 人 管 、林 有 人 看 、火 有 人 防 、责 有 人

担，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

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长效机制。

像右玉护林人一样，把全部精力和心血

都 留 给 了 大 山 的“ 守 护 者 ”在 山 西 不 在

少数。

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高山镇红桃山森

林基地里，护林员孟佃有在瞭望塔上用望远

镜仔细观察林区情况。孟佃有告诉记者，他

是附近高山镇二台村人，自从当上护林员，就

和老伴儿扎根在大山里了。“林子占地３万亩

左右，山上没啥邻居，我和老伴儿就养了小

狗、小猫和几只鸽子解闷儿。谁让咱是护林

员呢，穿上这个马甲、戴上这个袖章，就得守

护好这片绿色。”

从太行沿线到吕梁山间，从雁漠古城到

黄河岸畔，枝叶扶疏的树丛中，总有一条小路

若隐若现地延伸到山林深处。这些一人宽的

小径，是林长和护林员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巡护中一步步踏出来的。为了让每一片

森林都有专属守护者，山西从顶层设计，以林

长制平台为基础，以“制”促“治”，“抓总纲、解

难题、压责任”，把林草资源网格化管护落到

了实处。

为了聚焦林草资源保护发展，凝聚工作

合力，山西确定了省委书记、省长“双挂帅”省

级总林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市、县、乡、

村级林长，9 个国有林局设局、场、站三级林

长，其他各类国有林管理单位全部设林长的

格局。同时，在全省设立 11 个市级责任区、

135 个县级责任区、1426 个乡级责任区、20214

个村级责任区，由 3.38 万名林长共担林草资

源保护发展任务，形成党委领导、党政同责、

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

长效责任体系。

在政策层面，山西相继出台《关于全面推

行林长制的意见》《山西省全面推行林长制的

实施方案》等利好政策，并配以基础性配套制

度 ，为 山 西 林 业 发 展 构 建 完 善 政 策 制 度 体

系 。 同 时 ，

大力弘扬“右玉

精神”“太行精神”“吕

梁精神”，坚持不懈科学绿

化，持之以恒改善生态，推进国

土绿化取得显著成效。过去 5 年，山

西省完成营造林 2509.9 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升至 23.57%，历史性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

“ 山 西 正 处 于 加 快 建 设 山 清 水 秀 、天

蓝 地 净 美 丽 山 西 的 关 键 期 、攻 坚 期 和 窗

口 期 ，要 坚 持 目 标 牵 引 和 问 题 导 向

相 结 合 ，发 挥‘ 河 湖 长 制 ’‘ 林 长

制 ’制 度 优 势 ，抓 好 河 湖 林 草 管

理 保 护 。”山 西 省 委 书 记 、省 总

林 长 蓝 佛 安 表 示 ，深 入 推 行 河

湖 长 制 、林 长 制 ，关 键 要 在

“ 制 ”上 做 文 章 、在“ 治 ”上 见 成

效 ；要 深 化 制 度 创 新 ，完 善 运

行 机 制 ，构 建 河 湖 林 草 管 护 新

格 局 ；要 进 一 步 完 善 跨 流 域 跨

区 域 河 湖 长 、林 长 协 作 机 制 ，

创 新“ 河 湖 长 +林 长 +”机 制 ，推

动 形 成 齐 抓 共 管 、全 域 共 治 、标 本

兼治的合力。

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

□ 本报记者 刘 畅

图① 俯瞰成都麓湖水城景区

麓客岛。 （资料图片）

图② 成都活水公园内绿树环

绕，鸟鸣声声。

本报记者 刘 畅摄

①①

②②

成都麓湖水城景区麓客岛景色怡人成都麓湖水城景区麓客岛景色怡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右玉县南山护林队正在山上巡视右玉县南山护林队正在山上巡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梁 婧婧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