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 员 建 议
川西林盘，是指成都平原及丘陵地

区农家院落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形成的
居住环境形态。成都市政协委员刘卫
兵，已连续四年关注川西林盘的修复、保
护与开发。

2018年成都市两会上，刘卫兵带来
了关于川西林盘聚落保护与更新的提
案。在一年后的成都市两会上，刘卫兵
的关注重点仍是川西林盘。当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了要建设300个川
西林盘，以及推进川西林盘的整治提升。

2020年，在英国留学的刘卫兵“云上”
履职，继续为川西林盘发声，建议林盘聚落
的修复工作应该防止“洋、大、怪”的倾向。
该提案被评为2020年度优秀提案。

又是一年两会时，刘卫兵再次聚焦
川西林盘。他说，敬畏历史、守住文化、
留住乡愁，是责任也是初心。

四份提案
从“递进”到“拓宽”

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来说，刘卫兵
认为川西林盘是川西民居建筑的代表，
是天府之国农耕文化的积淀和特色，独
一无二。从刘卫兵个人情感来说，林盘
更是一抹乡愁，是儿时外婆家竹林下的
光影婆娑，是阡陌良田间的鸡犬相闻。

自2018年成为成都市第十五届政协
委员以来，每一年，刘卫兵都提交了一份
关于川西林盘保护或修复的提案。

在他的推动下，成都市在召开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
后，将川西林盘聚落保护和修复工程列
为“十大重点工程”之一。

今年两会，在刘卫兵沉甸甸的公文
包里，揣着一份《关于更全面系统地保护
和修复川西林盘聚落的建议》。他表示，
履职四年提交的四份提案，除了呈“递
进”关系外，内涵也在逐渐“拓宽”。

“最开始我关注的是川西林盘建筑
本身的保护和修复，之后又关注建筑本
身的文化特征。”今年，刘卫兵则是希望
在修复中注入健康建筑的理念，保护川

西林盘的多样性。

系统建设
提升林盘聚落的生态功能

“建筑只是川西林盘中的一部分。”
刘卫兵表示，要把川西林盘当作一个生
态系统看待，里面不仅有人的居住生活，
更有动物植物的生存和成长。

如今，川西林盘聚落保护和修复已
全面启动，成都各区（市）县通过开展以

“整田、护林、理水、改院”为主要内容的
林盘修复、院落改建、园林绿化及文化元
素注入等系列保护修复工作，从而使公
园城市的蜀风雅韵正加速呈现。

“但我在调研考察中，也发现了过分
注重建筑造型的问题，以及植物景观营
造过于‘人工化’的问题。”他指出，一味
地注重创新，缺乏对原肌理和环境的全
面探究，就会丧失川西小院竹林掩映、蝉
鸣鸟叫、朴拙飘逸的独特韵味。

刘卫兵认为，川西林盘聚落是“近自

然”的田园生态系统，是有自我调节能力
的可持续人居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除
了遵守‘不拆历史建筑、不拆传统民居、
不破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等基本规
则，还应该更全面系统地恢复和提升林
盘聚落的生态功能，从而锚固公园城市
建设的生态本底。”

“微气候”营造
让居住环境更宜人更健康

“微气候”的营造，是此次刘卫兵针
对川西林盘系统性修复而提出的新观
点。

刘卫兵解释，对“微气候”最直观最
简单的感受，就是在夏天，身处林盘内或
林盘外，会有比较明显的体感温差。“这
说明植被对气候有调节作用。而我们在
修复改造林盘过程中，可以通过不破坏
自然肌理的设计和一定的技术手段，让
林盘内空气质量更高，居住环境更宜人，
更健康。”

他的这一想法用到了川西林盘项目
“南溪遥”的修复中。“我利用生态建筑集
成化分析软件，将建筑空间、围护结构、
院落以及周边植被的相关数据，与室内
热环境、空气质量以及能耗的关系进行
分析，从而决定在哪儿开门窗，在哪里扩
宽空间，在哪里加檐廊，从而引导气流、
改变日照辐射强度，让空气质量更高。”
目前，从建筑文化角度，“南溪遥”项目获
得世界人居建筑金奖，从建筑科技创新
的层面，又获得了精瑞科学技术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成都市政协委员刘卫兵。

都江堰市蒲阳镇南溪遥（川西林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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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人大代表刘任远：

高质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园城市建设新征程

成都市政协委员王劲夫：

推动成都服装产业
数字化转型

成都的时尚文化正在出圈。2020年，
“太古里街拍”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年
轻人的穿搭开始被西方同龄人所认可和
追捧。在2020年《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
中，成都位居第一，而这一数据是按照“时
尚消费实力”“时尚商业潜力”等维度综合
分析出的结果。

今年成都两会期间，成都市政协委
员、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劲
夫带来提案，建议加快推动成都服装产
业数字化转型，打造西部时尚之都。

据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提供的数
据，四川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四川省工业
经济中的特色产业，已连续多年保持30%
以上的增速，经济总量位居西部第一。

“然而，服装产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着一
些问题，如地区产业生态落后、资源利用
程度有限等。”王劲夫说。

为此，他建议，建立服装行业大数据
中心。抓住“成都工业金融服务援企平
台”，联动彭州、新都、温江等服装制造企
业聚集度高的区县，做好服装行业的全
面摸底，同步建立服装行业数据库。

同时，建立服装行业金融顾问服务
机制。对通过摸底建立数据档案的企
业，指派专门的金融顾问协助其进行财
务规范化指导、协助其进行资金规划、完
善融资诊断并辅助其对接金融机构。

此外，需做好推动软硬件升级、加大平
台化运营力度、建云工厂聚产能等工作。
他提到，可以将川内数千家中小服装企业
聚合于一体，通过产能整合、产能分类、产
能管理、产能升级后，将产能对外展示，为
有需求的企业进行预订，形成产能订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成都市政协委员刘卫兵连续四年为“川西林盘”发声

“守护川西林盘，是责任也是初心”

成都市政协委员王劲夫。

聚焦成都市两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的成绩
实事求是，分析形势客观准确，部署措施
系统全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
实践性；提交审议的‘十四五’规划切合
成都实际、符合发展要求、回应人民期
盼，是城市站位新起点、再上新台阶的

‘任务书’，我完全赞同。”在2月4日下午
举行的成都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双流
区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成都市人大代表、
四川天府新区党工委书记刘任远表示，
四川天府新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高
质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园城市建设
新征程。

谈过去
天府新区经济总量
2020年突破3500亿

“在成都大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四
川天府新区发力聚势，实现了由‘大建设’

向‘大发展’整体转型的重大跨越。”刘任
远表示，成都市委高度重视四川天府新
区建设发展，在新区建设发展的关键阶
段，系统提出了战略指引，指导四川天府
新区发展公园城市空间格局重塑，谋定
西部（成都）科学城顶层布局，并在规划
编制、政策赋能、项目导入、资源配置等
重要领域给予大力支持，推动新区构建

起大开大阖、城绿共融的公园城市格局
和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的现代产业体
系。2020年，四川天府新区经济总量突
破3500亿元、稳居国家级新区第五位。

说未来
“十四五”期间

立体呈现城市幸福生活

面向“十四五”，四川天府新区如何
发力？刘任远表示，四川天府新区作为
支撑成都发展空间拓展和能级跃升的重
要区域，将坚持“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
奋进再出发”的工作主线，深度谋划思考
服务成都战略全局和发展大局的时代命
题，坚持以公园城市探路自然有序生长
新模式，以“两区一城”协同发展助力打
造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以智慧韧性安
全城市建设统筹发展与安全、秩序与活
力，以幸福美好生活多元价值增进民生
幸福和社会认同，加快打造彰显绿色生
态本底、承载幸福美好生活的未来之城。

刘任远表示，四川天府新区将坚定不

移拓展战略深度，始终用新蓝图、新战略
指导新发展，系统对表对标成都“十四五”
规划要求，精准落位各项战略部署，突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引领，聚焦
放大“两区一城”战略能级，持续筑强“公
园城市举旗、科技创新策源、内陆开放门
户、现代产业旗舰”核心功能，为助力成都
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和新的动力源提供强大支撑。

“同时，四川天府新区还将矢志不渝
提升民生温度，始终用新期盼新需求校
准新答卷。”刘任远表示，四川天府新区
将以全面塑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比较优
势为目标，匠心营造层次丰富的多元化
生活场景和人性化公共空间，加快推进
全域国际化社区建设，精准布局优质公
共服务体系，精心打造人本智慧、多元交
互的消费场景体系，精细构建涵盖公共
卫生、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领域的城市

“大安全”体系，牵引带动产业社区高阶
化发展、产业人群高知化集聚，立体呈现

“水清、岸绿、人和、业强”的未来城市幸
福生活。

代 表 声 音

成都市人大代表刘任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