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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堵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成都全市新上牌
汽车27万辆，汽车保有量超过470万辆，加之
在建地铁里程超过400公里，占道施工折减道
路资源近20%的巨大压力下，确保了成都交通
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5%，在全国主要城市中
拥堵排名降至30位以后。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成都已有序推
进一环路、三环路、绕城高速扩能改造，基本形成

“五环二十射”高快速路网，加快建设熊猫绿道主
体工程和慢行交通示范片区，完成小街区加密成
网100公里，打通“断头路”49条，完成6个“双待
模式”路口改造，城市核心区路网密度为8.02公
里/平方公里，位居全国36个大城市第3位。

如何让成都的拥堵指数继续降低？记者了
解到，今年下半年成都将实施科学治堵“三优化
三提升”六大行动，实现全市建成区、景区、商圈、
医院等区域交通环境明显改善，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达210公里，建成绿道1600公里，城市轨道交
通占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超过40%，中心城区路
网年均高峰交通拥堵指数不超过1.70。

譬如，推进一环路综合整治工程，完成三环
路等5个高快速路的扩能改造工作，加快“东
进”骨干网络建设，打通40条“断头路”，完成中
心城区小街区街巷加密200公里和10000座井
盖病害治理，排查整治市区两级交通堵点100
处，实施20处传统堵点“短平快”工程改造。同
时，利用公园、绿地、广场、学校、市政设施等公
共地下空间建设公共停车场，推动“成都市智慧
停车公众服务平台”投入试运营，推广“互联网+
停车”。

在交通承载提升上，力争开通运营地铁3
号线二期，年内实现轨道交通日均载客量350
万乘次；开通运营成蒲铁路，全市境内铁路公交
化运营里程达200公里。新增公交专用道160
公里，开通运营凤凰山高架快速公交；新增公交
线路10条以上，推出延时线路和特色线路20
条以上，开通20个行政村通客车。此外，开工
建设熊猫绿道102公里、锦城绿道34公里、13
个慢行交通示范区；科学投放、合理布设共享单
车，实现共享单车与公交地铁“双零换乘”。

今年，成都计划实施全域增绿项目总数
820个。截至6月底，已启动项目733个，其中
前期工作阶段76个，方案编制阶段118个，项
目实施阶段214个，已完工项目325个。

在公园增绿上，启动2万平米以上的公园
建设8个；新改扩建小游园、微绿地及1000平
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119个；重点历史名园保
护提升10个，创建省重点公园2个。在城市
道路增绿上，启动行道树增量提质138条，已
完成92条，完成里程68.66公里。在立体绿化
增绿上，启动拆墙透绿、围墙增绿或绿化景观
提升项目65处，新增立体绿化面积12.38万平
方米。在增花添彩上，实施“花重锦官”点位建
设42个，已完工点位25个。启动芙蓉栽植点
位建设26个，完成芙蓉栽植5.8万株。启动花
园式特色街区建设打造29个，已完成2个。

在天府绿道增绿上，目前已启动城区级和
社区级绿道建设1256.55公里；启动龙泉山森
林绿道建设230.2公里；完成龙泉山森林步道、
康养步道建设22.8公里。在生态廊道增绿上，
实施成彭高速扩容公路绿化；开展金简黄、成
洛简绿化工程方案设计；继续推进门户区域景
观优化提升及建设。在滨水增绿上，启动水网
水系滨水生态绿化建设194.78万平方米，已

完成5.62万平方米。在龙泉山和龙门山植被
增绿上，已完成人工造林1.39万亩、森林质量
提升5.9万亩；实施云顶山森林公园建设，启动
森林康养基地建设0.13万亩。在社区增绿上，
实施背街小巷绿化“靓池、松绑、美冠”119条，
已完成82条38.08公里；启动市级园林式居住
小区创建35个，园林式单位创建22个；启动
绿色家园特色村建设3个，新农村绿色家园建
设30个。

下半年，成都将严格按照“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要求，梳理中心城区公共绿地
和开敞空间，通过“规划建绿”“拆违增绿”“拆
墙透绿”、棚户区改造和城市环境治理，增加公
园、小游园、微绿地，补齐公园绿地“短板”，促
进中心城区绿地分布逐步均衡。

同时，加快研究制定城市森林公园保护建
设指导性意见，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体制。分区
明确增绿地块、落实增绿坐标、跟踪增绿进度，
按时序实施“增绿增景”，大规模绿化美化龙泉
山。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将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形
成丹景台景区核心区，建成环山大道40公里、
森林绿道200公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杜江茜

治霾

古往今来，成都就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
兴、因水而美的水上城市。锦江、沙河、毗河、南
河、江安河、杨柳河、金马河、清水河……河道纵
横交错、溪河并流，让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充满
温润、灵气、生机和活力。

眼下，随着成都全面启动锦江、沱江、金马
河流域水生态治理，全市已先后完成413条中
小河渠水环境综合治理、162段黑臭水体综合
治理、锦江水生态治理第一阶段任务。随着“成
都治水十条”落地见效，8个国省考核断面水质
达到考核目标，城乡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水
润天府”胜景正在逐步呈现。

重拳治水的力度不会减弱，记者从成都市
水务局获悉，下一步，在流域水生态治理上，将
加快推进锦江、沱江、金马河流域水生态治理工
作。同时，出台《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三年推进方案》，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补短板工作。值得期待的是，到2019年全面
完成建设任务后，将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18万
吨/日，提标改造规模234万吨/日。

在工业污染防治上，目前成都市内24个工
业园区，除简阳经开区外，都已实现园区污水处
理全覆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也在有序推进
专项治理工作。

对于备受关注的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目前，成

都已完成城市建成区53段黑臭水体治理，而按照
《成都市城市建成区外243段黑臭水体综合治理
2018年工作任务的通知》，今年将完成建成区外
120段黑臭水体的治理工作，2019年完成123段。

从水环境质量趋势预测上看，岷江、沱江流
域成都段的水质在持续改善。成都市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持续深入推进全流域水生
态综合治理，预计能较好完成国家、省地表水水
质全年考核目标，各流域水质将得到持续好转。

一点一滴的改善都会成为市民可感的“绿
色福利”。作为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政通路社区
党总支书记、社区网管员，梁琴每天都会沿着负
责的河段步行，在她的“河长日记本”上，密密麻
麻地记录着每次的巡查情况。

类似梁琴的河长，在成都还有很多。目前，
成都市、县、镇、村四级河长已基本到位。联席
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巡查督办制度等“1+
10”制度体系已基本完善。锦江流域、沱江流
域、金马河流域的“一河一策”及问题、责任、目
标、任务“四张清单”已分别印发和签订。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正全力推进智慧水务
建设，构建河长信息平台。据介绍，成都依托

“互联网+”模式，开设门户网站，将河湖数据、河
长档案、巡河信息、管理制度等情况纳入信息管
理平台，实行“一键化”管理。

治水

增绿

今年上半年优良天数112天
争取平原城市群八市执行“六统一”

完成城市建成区53段黑臭水体治理
“水润天府”胜景逐步呈现

汽车保有量超470万辆
将实施20处传统堵点改造

今年实施全域增绿项目820个
建成龙泉山森林公园40公里环山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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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成都5年投入501亿
去年优良天数比2013年增加103天

“成都蓝”在增加。
日前，独立第三方机构竞争力智库和国家

发改委主管的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在
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分析
报告2018》中显示，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提升前50名中，成都排名27
位，“治气”效果进步明显。

另一边，根据成都市环保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7年，成都市优良天数较基准年（2013
年，132天）增加103天，增加幅度位列全国74
个重点城市第1位；重污染天数较基准年（2013
年，60天）减少38天。今年上半年，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112天。

相对于“天帮忙”，在成都的“蓝天保卫战”
中，“人努力”的成分更大。

数据显示，2017年气象条件对PM2.5全年
浓度的改善贡献为4%，其中冬季贡献18%，各
项减排措施全年的贡献为38.4%，其中冬季贡
献为6%。可见，近几年成都市空气质量改善的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各项减排措施取得明显进
展，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

“但由于成都市PM10、PM2.5、NO2和O3

浓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且NO2和O3污染问题日
渐突出，因此，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复杂且艰
巨。”该负责人坦言，按照已经制定好的成都“治
气”路线图，今年，成都将分阶段抓好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通过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等先进

手段，逐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精准管
控，增强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后
劲，为完成2020年空气质量目标任
务，确保2030年前空气质量全面达
标打下坚实基础。

从治本上看，成都将进一步优化
城市功能区和产业园区，以总量控制
为前置，同步抓好产业门槛准入和落后产能淘
汰。在治标上，今年持续深入推进“散乱污”工
业企业清理整治和“防反弹”“四大工地”及道路
扬尘控制、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监管，重
点抓好以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稳定达标排放
为主的工业企业整治，同步推进重点工业企业
持续减排。

值得注意的是，科级支撑一直没有缺席。
下一步，成都将继续加大对大气污染成因机理
的分析投入，组织知名院士在内的技术力量，开
展以成都平原城市群为主的盆地大气污染机理
及治理课题研究。同时，争取国家支持在成都
设立“大气污染防治院士工作站”，加快构建全
方位、立体化“空地一体”的生态监测网络体系，
为加快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化、精准化提
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空气无边界，成都平原城市群大气污染防
治联防联控也将加强。未来，成都将争取成都
平原城市群八市执行“六统一”，实现区域内“一
把尺子管理”。

制图 杨仕成

一直以来，成都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时，坚定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如何
继续保持优势？7月12日，成都市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全面部署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上
提出，成都要重点聚焦十个领域打好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攻坚战，也就是要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饮用水水源
地问题整治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科学治堵攻坚战、全域增
绿攻坚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战、“散乱污”整治攻坚战、清洁能源替
代攻坚战、环保产业发展攻坚战。

据成都市环保局局长张军介绍，成都全面打响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通过实施成都“治霾十条”和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
2017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较2013年增加103天，PM10、PM2.5
浓度分别下降41.3%、42.3%，全面完成国家“大气十条”目标任务。下
一步，将按照市委“三步走”战略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强力推进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持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
量，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提供环保支撑。

一组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成都市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累计投
入501亿元，其中市本级投入253.4亿元，区县级投入247.6亿元。而在
今年，成都也安排了污染防治资金5亿元，目前已下达各区（市）县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