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享一片天，共饮一江水，随着《成
都都市圈发展规划》（简称《发展规划》）
的重磅落地，成都都市圈内城市如何推
进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备受关注。

根据《发展规划》，成都都市圈将构
筑多层次、网络化、功能复合的“一心一
屏三网三环多片”生态空间格局，开展
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探索生态价值转化
有效路径，重塑天府之国茂林修竹、美
田弥望的大美城市形态。

事实上，目标的制定源于坚实的现
实基础。在成都都市圈内，围绕生态环
境的共保共治早已展开，而在《发展规
划》的强化下，“加强版”的联防联控联
治体系，更是令人期待。

成德眉资协同立法
完善生态环境法治机制

若是要看成都都市圈建设的决心，
法治保障首当其冲。

就在《发展规划》落地的两天后，12
月1日，成都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成都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区域协同
立法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更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日，
德阳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眉山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
会议、资阳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相继表决通过《决定》。

成德眉资四市定于2022年1月1日
正式实施《决定》。

——这是全国首次，以地方人大常
委会“重大事项决定”的形式，对区域协
同立法实践进行总结提升和总体谋划，
形成一个层级更高、效力更强的区域协
同立法制度引领。就在近期，将重点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治理、文明
行为促进、法治乡村建设等方面加强立
法协作。

“这意味着，成德眉资将加快推进法
规、政策和标准的统一，强化生态环境监
管执法一体化。”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的相
关负责人分析，成都都市圈城市将加快
构建与都市圈发展定位相适应的生态文
明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区域污染防治共
同立法，联合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
防治、噪声污染防治、机动车污染防治、
生态补偿、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地方性法
规或规范性文件，研究构建全面、科学、
严格的地方生态环境绿色标准体系，“争
取省政府制定区域环境质量、污染物排
放、行业能耗以及碳排放等方面的地方

标准，联合制定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相
关政策，实现区域一把尺子管理。”

环境数据一张图
城市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成都都市圈城市针对生态环境上
共保共治的体系建设，早已启动。

“2020年，我们按照省同城化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在编制《成德眉资
同城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同时，还
同步启动了《成德眉资同城化暨成都都
市圈生态环保联防联控联治实施方
案》。”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该方案明确，力争到2022年，要初步
建成成都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
系和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这意味着，成都都市圈内的大气、
土壤、水等多个领域联防联控联治将再

“升级”。具体到保障上，记者梳理发
现，成都都市圈城市的生态环境数据资
源共享进程一直在加速。

例如，在今年7月14日，四川省同城
化办牵头召集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在成都召开的成
德眉资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专题工
作会议上，促使4市在打通数据共享界
线，统一调度等方面达成共识。

“目前，成都市已启动数智环境工
程建设，并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精准决
策支撑和线上工作体系。”上述相关负
责人介绍，资阳市已建有网格化监管平
台，可进一步与四市对接，实现区域联
动，德阳市已开始制定建设方案，建立
线上工作体系。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程
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同呼吸、共命运，对于成都都市圈
而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备受关注。

根据《发展规划》，成都都市圈城市
将联合实施成都都市圈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工程，推动细颗粒物（PM2.5）浓度

持续下降，遏制臭氧浓度上升趋势，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同时，将加强工业
源、移动源和生活源污染治理，协同控
制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排放等。

记者从成都市生态环境局获悉，针
对区域冬季PM2.5和夏季臭氧污染等突
出问题，该局编制完成《成德眉资大气污
染联控科技攻关方案（2020-2022）》，力
争到2022年，实现以成德眉资同城化区
域为核心，辐射成都平原城市，确保区
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更长远来看，《发展规划》提出将建
设通风廊道，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并将建设
重污染天气应急动态决策管理系统，开
展交界地带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分级
标准试点，建设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
制监测网络，推动大气污染跨界治理。

“我们已经持续开展夏季臭氧与冬
季大气污染防控工作，强化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并建立了8市空气质量预测
预报系统。”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
领域的合作一直没有间断过。以机动车
排放检验为例，成都平原经济区联合印
发《成都平原经济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联防联控试点工作方案》，方案中拟定
开展联合检查，共同打击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2月初的成都
平原经济区空气质量联合会商第二十
九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设立成都平
原经济区大气观察员制度相关事宜。

“随着成都平原8市空气质量联合
会商及联防联控工作的推进，在共同促
进成都平原空气质量改善上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目前在协同防控的科学基
础、精准与科学治理上仍有一定短板。”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制度围绕成都
平原八市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进
行过程调度与监督及相关政策研究，切
实提升各城市精准、科学治污水平和区
域协同的深度，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实现空气质量全面达标的美好愿景。

构建河湖水系“一张底图”
建设成德眉资河长制同城化系统

共饮一江水，成德眉资同样肩负长
江经济带生态修复的重大使命。此前，
成都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河长
制同城化发展急需深化合作。

对此，今年年初，成德眉资四市河
长办召开了专题会议，商议建设成德眉
资河长制同城化信息系统，确定构建河
湖水系“一张底图”、建立巡检考核“一
套标准”、共用数据管理“一个平台”、健
全业务联动“一套制度”4个方面的系统
建设功能。

而在《发展规划》中，对于推进流域
协同治理进行强化。明确将开展岷江、
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合作试点，联合整
治青白江、北河、鸭子河、府河等重点跨
界河道，共同提升南河、通济堰等水质，
持续推动流域上下游水质稳定达标。
同时，还将加强水生生物保护，系统开
展水污染综合治理，全面消除城市黑臭
水体。完善岷江、沱江、人民渠流域联
防联控机制，推动跨界河流联防联控。

规划的制定源于现实基础。
据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眼下，简阳市积极与周边区（市）
县金堂县、资阳市雁江区沟通协调，协
同解决跨界河湖问题，与沱江流域金
堂、雁江相关区（市）县签订《关于建立
沱江流域河长制管理协调机制联动推
进流域水生态治理保护的合作协议》，
持续开展联合巡河活动，统筹推进上下
游协同治理。

“我们加强上下游、部门间协调联
动。”该负责人透露，眼下，已常态化开
展跨区县（金堂、简阳）、跨市州（成都、
德阳、资阳）河流联合巡查、交叉巡河，
共同强化河流联合治理，加强问题处
置、信息互通，完善跨界河流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机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摄影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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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共保共治 成都都市圈如何升级？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彦霏）12月8
日，环城生态公园投资推介会在成都举
行，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成都环城生态公
园将于2022年元旦前全线贯通。“近期
很多人关注到还未正式命名的‘竹笋塔
’，属于我们熊猫二期基地项目，将于
2022年1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届时市民
朋友还可以去通过全景咖啡厅，体验
360度观看大熊猫。”天府绿道文旅集团
董事、总经理俞杨介绍，据了解，包括

“竹笋塔”在内的熊猫二期基地，是成都
环城生态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府绿道文旅集团国际招商部副
主任陈俊丞介绍，环城生态公园位于中

心城区绕城高速两侧各500米范围以及
周边7大楔形地块，涉及约133平方公里
生态用地，规划建设500公里绿道、4级
配套服务体系、20平方公里水系和100
平方公里生态景观农业。

陈俊丞还介绍了环城生态公园中
的四个园区，包括蜀道通衢、熊猫基地
二期西入口、千林里以及交子百业园。

蜀道通衢园区是以四川境内蜀道
为基底，结合蜀道与中医药文化要素，
集中草药、蜀医养生、药材展销、药理餐
食于一体的川蜀蜀道特色体验园。

熊猫基地二期西入口是未来出入熊猫
基地二期的必经之地，将形成融合自然体

验、文化创作和旅游消费为一体的产业闭
环，并突出熊猫IP，配合熊猫基地及熊猫旅
游度假区打造成为成都新的网红打卡地。

千林里园区计划采用“沉浸式公园
购物中心体验”，通过大量的绿色植物、
珍奇品种并可作教育用途的室外绿色
植被、拥有宽阔视野的公共运动设施、
成片的绿化面积等，打造全球首个真正
意义的公园购物中心。

交子百业园集中展现“交子”历史
文化的园区，包含交子展览馆、交易亭
等，使游览者在游览娱乐的同时，体会
古益州的繁荣昌盛。

据了解，2017年9月，锦城公园作为

天府绿道体系首批示范工程率先启动建
设，奏响了成都探索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
化的绚丽华章。2021年5月，锦城公园全
面提档升级，正式更名为环城生态公园。

天府绿道将建设区域级绿道、城区
级绿道和社区级绿道“三级绿道”体系，
全域总长16930公里，将构建全球规模
最大的城市绿道慢行系统。

“环城生态公园是践行新发展理念
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标志工程，是城市未
来美好生活的体验空间，发挥着拓展提
升生活中心消费中心地位的重要支
撑。我们期待合作，携手打造国际成都
的新名片！”陈俊丞说。

熊猫基地竹笋塔、蜀道通衢、千林里园区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即将全线贯通

今年1月1日至12月2日，在成都遥望雪山达68次，比2019年全年次数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