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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下，徐徐清风在兴隆湖泛起阵

阵涟漪；湖畔的绿道上，游人们正漫步

游览……8月 15日，记者走进四川天府

新区，处处可见美景。

2018 年，“公园城市”理念首次从

天府新区提出，5 年来，该区坚持以公

园城市建设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

建“城绿共融、疏密有致”的城市形态，

并培育了“高端引领、绿色低碳”的现代

产业，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

级台阶。

以山水为基 让城市
自然“生长”
“小小船儿湖中游……”早上 8 时，

赖小利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哼着小

曲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53 岁的赖小

利是土生土长的天府新区人，已在兴隆

湖当了 5年的“护水员”。

“以前这个地方哪儿有人来呀，荒

凉得很。但现在这个水多清嘛，看着都

让人心里敞亮！”赖小利望着他工作的

“主场”笑道。

9 年前的兴隆湖还只是鹿溪河流

域的一处滞洪洼地。“当时，我们遵循的

一个原则就是，尽量保持原有的地貌地

势，保护原生植被、避免大挖大填，在此

基础上进行修复、治理、提升。”四川天

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卢谦

说，设计团队充分利用了兴隆湖低洼地

形的特点，壅水成湖。

2017 年底，天府新区对城市规划

进行迭代升级，将原本的沿道路布局方

案，转变为“沿河”“沿绿”布局的新模

式，如此，河流、湖泊、绿地在天府新区

都不再是城市的后花园，而是人和城市

使用的空间，且具有可以带动产业发展

的功能。

这一模式的转变，使得城市与山水

真正融合在同一维度，也是从底层逻辑

上重塑城市形态的关键之举。

卢谦说，2020 年，兴隆湖的水质只

达到四类标准。为了让水质达到二

类，甚至是一类标准，经过多方论证，

一个最不可能启用的方案被敲定：放

干整个兴隆湖的水，从湖底进行生态

治理。

“这个方案现在想想都觉得疯狂，

当时反对的声音简直能‘淹死人’。”卢

谦笑道，“幸好我们顶住了各方压力，坚

持执行下去，现在这一池如碧的湖水，

就是最好的答案。”

如今，以兴隆湖为中心，天府新区

已 建 成 约 3450 亩 的 天 府 公 园 与 约

3800 亩的鹿溪河生态区，不仅构建起

“水清、岸绿”的生态本底，同时也实现

生物多样性共存，让公园生活更为可

感可触。

以绿色为底 建“有
机”公园城市

四川天府新区安公社区因乾隆年

间华阳知县安洪德在此修筑安公堤而

得名，这个听起来颇有年代感的“老社

区”，是成都市首批近零碳试点社区。

该社区利用建筑屋顶、墙立面、公共空

间等新增绿植 2万平方米。

“我们这里还建立了成都市首个社

区生物有机垃圾处置循环中心，通过对

餐厨垃圾、绿化垃圾分类回收生物发酵

处理，可以实现小区 80%以上的有机垃

圾就地处置，切实做到源头减量。”安公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赵登强说。

在 7 月 举 行 的 世 界 建 筑 师 大 会

上，安公社区作为中国唯一的“全球

十个绿色繁荣社区试点案例”，走进

丹麦会场，展陈分享其“近零碳社区

建设情况”。

“以前我们小区的顶楼只能用‘脏、

乱、差’来形容，不但有养宠物的，甚至

还有养家禽的，到处都乱糟糟的。”谈到

小区楼顶曾经的状况，安公社区菜蔬新

居小区居民罗德成不住地摇头。如今，

楼顶一片绿意盎然，干净整洁的布置别

有一番“小清新”的味道。

记者了解到，为使绿色成为彰显天

府新区公园城市特质的亮丽底色，该区

进行了严格的生态管控，根据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把蓝

绿空间占比不低于 70%作为新区国土

空间开发的刚性底线。

依托严格的蓝绿管控政策支撑，天

府新区正有力推进自然生态系统综合

治理工作，覆盖空气、水、土壤、声环境

等全要素的智慧生态监测网络正加快

构建，全域森林化工程稳步实施。

当 前 ，该 区 已 建 成 生 态 绿 道 357

公里、连片蓝绿空间 7.5 万亩，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保持在 300 天左右，启动

实施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公园城市

建设入选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典型。

建设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
——五年来四川天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级台阶

◎芶文涵 陈 科
实习记者 李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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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在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常口村的全

国生态日福建分会场上，上海汇州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购买将乐县 2万吨林业碳票，成交价 30万元，这是

我国首次林业碳票的跨省销售。

把“碳票”变“钞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

增值路径，福建省三明市书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绿色答卷”。

全国首张林业碳票让空气变
“真金白银”

对将乐县人来说，“碳票”变“钞票”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了。将乐县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说，

2021年 5月，常口村领到了全国首张林业碳票，常口

村有了新的美誉，叫“中国碳票第一村”。常口村村

民守青山护绿水，将守护下来的林子通过价值转换，

获得了经济补偿，2022 年碳票卖了 14 万元，每个村

民分到 150 元的分红。“不砍树也致富”“好空气也能

够卖钱”已成为村民们的普遍共识。

如今的常口村，山上脐橙果已挂满枝头，林间有

蜜蜂养殖、红菇扩繁，林下种植多花黄精、七叶一枝花

等中药材；村边有云衢山漂流、皮划艇训练基地等项

目吸引游客来村游玩；村内推窗见绿、出门赏景、起步

闻香……绿色资本转化为发展资本，村民的钱包鼓起

来了，生活幸福感越来越强。“常口村的山水画越画越

美，生态饭越吃越香，小康路越走越宽。”张林顺说。

据统计，目前三明市通过开发碳票，累计签发碳

减排量 98.8万吨，碳票交易 147.1万元。

林业碳票等创新举措为发展提
供新动力

在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办事大厅里，有

人在领林权证、有人在办林权抵押贷款、有人在咨询

林业碳票事宜，秩序井然。

三明市的森林覆盖率达 77.12%，林业是村民重

要收入来源。三明市自然资源局调查与登记科负责

人吴成科说，发行林票碳票、进行碳汇交易的前提是

林地必须有“明晰的产权”。“这两年我们在做的清理

规范林权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就是重点核实林地权属是否重叠、界线是否错

漏，以保障发行林票碳票的产权清晰。”

于是，三明市沙县区自然资源局创新调查技术方法，开发移动端林权信息采集软

件App，结合运用卫星影像、倾斜摄影和数字模型制作等技术，实现了林业数据的可

视化和智能化，林农、林企通过相关数据，即可核实权属界线等。“下一步，我们将以林

权登记数据为基础，积极探索‘动态碳票库’管理模式，逐步建成林业碳票不动产登记

宗地分布图、林业碳票不动产登记宗地明细，为碳汇交易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核实服

务，有效促进‘碳票经济’的发展。”沙县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黄腾飞说。

三明市林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三明市全域森林生态系统可为社会提供服

务价值 2642 亿元，年增固碳量约 1170 万吨。目前，三明市共策划生成林业碳汇

项目 15个、总面积 149.8万亩，其中完成核证 7个、备案签发 7个、成功交易 7个。

林业碳票等创新举措，为福建省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袁毅说，福建以约占全国 3%的人口、1.3%的土地、2.9%的能耗，创造了全

国 4.4%的经济总量，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势头愈发强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持续完善，“林业碳汇”等 13 项改革试点经验经国务院同意向全国推广；生活低

碳化理念深入人心，厦门、三明、南平国家低碳城市建设持续推进，福建省森林覆

盖率连续 44年保持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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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禾

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是南

水北调工程的承载河流。近几十年来，

滹沱河常年断流，河畔植被稀少，盗采

河沙不绝，土壤沙化严重，一度被称为

“石门伤疤”，成为石家庄主要的风沙来

源地。

“原来只要一起风，滹沱河河道刮来

的风沙打在脸上都疼，黄沙漫天，窗户都

不敢开。”石家庄藁城区一位居民回忆。

8 月 15 日，正值全国首个生态日，

记者来到滹沱河畔，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风光。昔

日的滹沱河已蝶变换新颜，呈现出一幅

动人的生态画卷，尽显诗意。

记者了解到，为重现“母亲河”风

貌，当地政府联合中国中铁，把滹沱河

生态修复工程作为践行“两山”理念的

具体实践。

如何让贫瘠、不保水的荒滩砂土成

为生态泥土？中国中铁通过联合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邀请高校和农科

院专家等方式组建栽培实验室，分析土

壤基础数据、选配种植品种，对滹沱河

土壤开展研究和改良试验。

试验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中国中铁

建设团队在四千多份数据的基础上，经

过百余次试验，最终确定了“生态+创

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不同土质施加

相应比例的腐殖土、有机肥和混合肥，

利用旋耕机深翻、搅拌，让肥料均匀分

布，对土壤进行改良，可形成生态循环

的良好效果。”滹沱河生态修复项目负

责人、石家庄云际生态保护管理服务公

司党工委书记、董事长陈志伟说。

据悉，在滹沱河生态修复中，形成

了 11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 2 项省部

级 QC成果。

“我们在施工中尽量少用混凝土材

料，而是尽可能用黏土、膨润土防水毯

和反滤土工布结合的这种较为生态的

方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大幅提

升河底防渗效果。”陈志伟说。

滹沱河河道上，隐隐可以看到河床

底部及两侧浅水区放置着一个个钢丝

石笼。“它可以借助河水的流动将水中

的小颗粒土壤收集到石笼，有效防护了

河水渗透和冲刷，也为河岸植物生长提

供了生态土壤，推动了生态绿色河流的

打造。”陈志伟说。

近年来，中国中铁通过土壤改良、

苗木优化、防冲防渗、景观绿化、水生态

修复等系列举措，修复水域 208 公顷、

绿化河岸 1076 公顷、修建主要道路 41

公里，打造了“溪流·湖泊·湿地”连通的

健康河流生态系统，让滹沱河成为石家

庄最大的城市“绿肺”。

如今的滹沱河畔，移步皆是景、满目

皆是春，生态蓝图已经变为美好现实，石

家庄的“母亲河”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生态修复也点燃了滹沱河经济带

腾飞的引擎。“廉州湖景区这片原来是

一个大沙坑，按照原设计需要填筑 300

万方土再绿化。我们灵活利用地形，对

沙坑进行边坡和坑底整理，形成了滩地

景观湖，既贯彻了生态绿色理念，又促

进了经济发展。”滹沱河生态修复项目

运维管理人员、石家庄云际生态保护管

理服务公司运维管理部部长王光乐说。

王光乐告诉记者，滹沱河生态系统

修复的同时，连通了廉州湖和滹沱河水

系，设计布设“一河两岸八岛一湿地”，

形成滩地景观湖，打造了一个集主题文

化、休闲娱乐、生态观光及健康产业为

一体的廉州湖生态景区。

如今的滹沱河，区域生态、文化、产

业、景观相得益彰，成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滹 沱 河 生 态 蝶 变 美 如 画
◎本报记者 矫 阳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付丽丽）15 日，记者从水利部获悉

水利部近期组织完成的 2022 年度全

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显示，2022

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下降到 265.34万

平方公里，较 2021 年减少 2.08 万平方

公里，减幅 0.78%，年际减少量和减幅

均较上年度有所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水土流失持

续呈现面积强度“双下降”、水蚀风蚀“双

减少”的良好态势，水土保持率从 2011

年的68.88%提高到72.26%，中度及以上

侵蚀占比由53.08%下降到35.28%。

此次监测显示，从总体格局看，

东、中、西部水土流失面积均有所减

少，西部地区减少量大，中部和东部减

幅 大 。 西 部 地 区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223.35 万 平 方 公 里 ，较 2021 年 减 少

1.37万平方公里，减幅 0.61%。中部地

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28.39万平方公里，

较 2021 年减少 0.43 万平方公里，减幅

1.48% 。 东 部 地 区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13.60万平方公里，较 2021年减少 0.28

万平方公里，减幅 2.03%。

从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看，京津冀

地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区等重大国家战略

区域水土流失状况继续好转，水土流失

面积年度减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京津冀地区年际减幅为 1.93%，是全国

平均减幅的近2.5倍。长江经济带减幅

为 1.55%；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区减幅为 1.03%，其中西北黄

土高原减幅达1.48%。

从 重 点 关 注 区 域 看 ，东 北 黑 土

区、西南石漠化地区、丹江口库区及

上游地区、三峡库区水土流失面积相

比 2021 年 减 幅 在 1.18% —1.53% 之

间。高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和三江

源国家公园水土流失面积减幅分别

为 0.43%和 0.23%，减幅均较上一年度

有所扩大。

水利部：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强度持续“双下降”

科技日报青岛8月15日电 （记者宋迎迎 通讯员张鹰）15 日是首个全国生态

日，当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兴城路街道沔阳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垃

圾分类齐参与 绿色生态新风尚”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居民精准投放生活垃圾，养成

垃圾分类习惯，进一步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图为垃圾分类指导员给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张鹰摄

垃圾分类齐参与 绿色生态新风尚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马爱平）15 日，在首个全国生态日

主场活动上，国家林草局发布的美丽

中国建设最新成果显示，全国森林面

积和森林蓄积持续增长，全国森林覆

盖率由 21.63%提高到 24.02%，人工林

保存面积 13.14亿亩，居全球第一。

过去十年，我国为全球贡献约 1/4

的新增绿化面积，居世界首位。草地

面积 39.68 亿亩、居世界第一，草原综

合植被覆盖度达到 50.32%，草原定位

实现了从生产为主向生态为主的转

变。湿地总面积 8.45 亿亩，居全球第

四，实现了依法保护和全面保护。

通过深入实施“三北”等重点生态

工程，我国完成防沙治沙 3.05 亿亩，

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初步治理，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经

过 40 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三北工程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

治理沙化土地 5 亿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亿亩，重点区域实现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

制度创新。我国不断加强顶层设计，

构建了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制度体

系，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国家公园空

间布局方案》出台，布局了 49 个国家

公 园 候 选 区 ，占 陆 域 国 土 面 积 的

10.3%，分布着 5000 多种陆生脊椎动

物和 2.9 万多种高等植物，保护了 80%

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及其栖息地。

国家林草局：

我 人 工 林 保 存 面 积 全 球 第 一

科技日报湖州8月15日电 （洪恒
飞 卢馨怡 记者江耘）“生态文明、碳中

和与可持续发展正引领全球发展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

责任重大，环境界同仁担负着义不容辞

的历史使命。”8月 15日，在浙江湖州举

行的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中国

科学院院士朱彤作为代表发布《百名院

士全国生态日倡议》。

倡议书指出，拓展环境学科内涵，

发展“环境+”学科新范式，提升学科

社会服务能力。加强环境管理、环境

健康等学科建设，构建支撑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的新学科体系；加强

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环境+”学科

群共同体建设，持续探索复合型环境

人才培养模式；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纳入公民素质教育，推动建立从小学

到大学的全程环境教育、实践与科普

体系。

倡议书强调，创新科研组织模式，

加快形成全过程创新链，推进绿色低

碳科技自立自强。以快速响应国家重

大需求和持续探索基础科学问题为导

向，推动科研模式由“小科学”向“大科

学”转变；推动建立环境与生态安全领

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国家实验室，

加快形成从源头到行动的全链条绿色

低碳科技创新链；提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创新理论，建设国际绿色低碳科

技创新高地。

倡议书呼吁，支撑全球发展倡议，

发起保护地球共同行动，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面向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区域与全球重大挑战，推

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低碳清洁技

术的全球转移转化；建立“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环境科教联盟，发起“全球环境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大科学计划及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行动计划”，推动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全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进步。

百名院士发出全国生态日倡议

（上接第一版）
走进山东万华化学的运输车间，一

排排再生共享托盘在轨道上整齐排

列。据测算，万华化学推行共享托盘，

每年可替代 200 万片实木托盘，相当于

少砍 33万棵树木。

“总书记提出要持续推进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这为企业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万华化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太

说，公司将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持续

推进行业能效升级，努力探索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建设。

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

场。2022 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提升到 25.9%。

夏秋之交，内蒙古辉腾锡勒草原

上，京能辉腾锡勒风电场的 154 台风力

发电机与蓝天、绿草构成一幅美丽的图

景。风电场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 2.5亿

千瓦时绿电，相较传统火电可实现每年

减排二氧化碳约 20万吨。

“风力发电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力量，总书记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

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要求，给风电行业

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风电场场长

宋佳奇表示，要把总书记要求落到实

处，紧紧围绕技术创新、智能化、低碳

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让草原的风点

亮千家万户的灯。

“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

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浙江长兴县煤山镇，省道一侧石碑

上的“国家级绿色制造产业园”十分醒

目。从过去煤矿、蓄电池、水泥等传统

企业林立，到启动产业转型升级、淘汰

“低小散”等污染企业，煤山镇走出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

“含绿量”高了，“含金量”增了。浙

江昊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胡宏平说，现在智能生产线每天的生产

量，相当于过去 200 个工人的工作量。

园区 80%以上员工跟他一样都是本地

人，随着产业升级，他们的工作环境也

越来越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同 每 个 人 息 息 相

关。从“不愿分、不会分”到“主动分、智

慧分”，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

分类志愿者唐金强感受深刻。

“总书记要求持续推进生活方式绿

色低碳转型，鼓励我们继续探索垃圾分

类更精准、更低碳。”唐金强说。

神州大地上，生态文明理念正在生

长、开花、结果。

在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之称的

青海玉树州治多县，环保志愿者江文朋

措 10 多年来一直坚持捡拾垃圾、宣传

生态文明理念。从家人朋友到陌生人，

他的环保志愿者队伍逐渐庞大。

“总书记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我

们受到极大鼓舞，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这件事。”江文朋措说，自己做的事情看

起来很小，但它会像蒲公英一样，将生

态环保的种子带到各地。“我们要持之

以恒做下去，带动更多人参与，共同守

护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

再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即将

开幕。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内，从

祖国西北源源不断输送而来的绿电，

点亮了亚运场馆的灯光。这将是亚运

史上首次全部竞赛场馆常规电力使用

绿电。

“‘绿色’是杭州亚运会的办赛理

念之一，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竞

赛场馆设计和运营。”杭州亚组委场馆

建设部设施运维处副处长李沈飞说，

末端降碳智慧绿网技术在场馆的应

用，可以实现“运动”“舒适”“节能”三

种能效管理模式，最终达到精准降碳

效果，以实际行动，为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