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新机制
面向市民倡导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在成都，乘坐地铁、骑共
享单车等绿色低碳的出行方
式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生活的
一部分。

今年 3 月，成都印发了
《关于构建“碳惠天府”机制的
实施意见》，着力拓展公众低
碳场景、构建碳减排量消纳机
制、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加快
构建自生长、可持续的碳普惠
生态圈。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在国
内首次提出“公众碳减排积分
奖励”“项目碳减排量开发运
营”的双路径碳普惠建设思
路，通过线上公益平台对市民
绿色出行、节水节电等行为发
放碳积分奖励，倡导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同时，指导实施节
能改造、低碳管理、生态修护
的企业开发碳减排项目。

“目前，‘碳惠天府’已在微
信、支付宝、微博、抖音等多个
平台推出，举办线上线下活动
近20场，上线了步行、共享单
车、燃油车自愿停驶、新能源汽
车驾驶、环保随手拍等低碳场
景，年内还将推出40个商场、
酒店、景区、餐饮类低碳消费场
景。”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案例+报告
亮出低碳发展的
“成都经验”

近日，《成都市绿色低碳发
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
和《低碳成都100案例》(以下简
称《案例》)正式发布。

“自2017年成都发布全国
首个城市级绿色低碳发展报告
以来，今年已是第四年持续发
布。”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
候变化与国际合作处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说，《报告》分为
综合篇、重点工作篇、区域亮点
篇、典型案例篇、政策篇、附录
六大部分，多层次、多维度展示
了“十三五”特别是2020年以
来成都绿色低碳发展的最新进
展，提出了“双碳”战略背景下，
成都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努
力开启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愿景展望。

《案例》集中展示了“十三
五”以来成都各行业、各领域、
各地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
成效和先进做法。包括城市
低碳布局、低碳产业发展、绿
色低碳交通、节能低碳建筑、
能源替代优化、生态系统建
设、公共机构示范、绿色低碳
制造（技术）、制度平台创新、
低碳宣教合作等十个方面共
100个具有较强代表性、典型
性、示范性的绿色低碳发展优
良案例。

据悉，这一举措旨在提高
各级各部门对绿色低碳发展
战略意义的认识，激发更多低
碳潜力和动能，为成都市绿色
低碳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
案、新路径，同时也为成都各
区(市)县、市级有关部门和单
位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工作
中提供参考借鉴。

全域统筹
生态碳汇体系
已初步形成

事实上，成都市在建设国
家低碳试点城市的过程中亮
点纷呈。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的消息显示，“十三五”期间，
成都高端高质的产业体系加
速成势，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绿
色食品五大先进制造业营业
收入突破2万亿元，累计注册
新经济企业超过 43.3 万户，
氢能产业链初步形成，推进

“散乱污”工业企业动态清
零，累计淘汰落后产能超过
300 户，大力发展废弃物低碳

化处置产业，基本实现生活垃
圾零填埋，生态环境产业产值
突破1000亿元。

与此同时，清洁高效的低
碳能源体系持续优化，实施清
洁能源替代攻坚，基本实现燃
煤锅炉全域“清零”，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增加到14.5万辆，建
成充电桩 2.8 万余个、充电站
701座，清洁能源占比从2015
年 的 56.5% 提 升 至 61.5% ，
2020年成都单位GDP能耗降
低2.37%，“十三五”累计下降
14.24%。

“十三五”期间，全域统筹
的生态碳汇体系初步形成。
坚持“全域增绿”，成都加快推
进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天府
绿道等标志性生态工程，持续
完善五级城市绿化体系，打造

“绿肺、绿道、绿轴、绿环、绿
缀”生态空间，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提高到45%、人均公园面
积增加到 15 平方米，森林覆
盖率提升至40.2%、年固碳量
超过 160 万吨。同时充分挖
掘公园城市生态价值，着力打
造107个高品质精品林盘，累
计建成各级绿道4408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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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碳达峰”“碳中和”

成都如何建设绿色低碳的先锋城市？

Chengdu
Development

“远烟盐井上，
斜景雪峰西。”唐代
诗人杜甫在蜀中观
赏雪山，留下了这
样的千古绝句。一
千多年后，雪山胜
景依旧定格成都，
见证着这座城市对
公园城市的探索和
实践。

中国已全面确
立了 2030 年前“碳
达峰”、2060 年前

“碳中和”的目标，
作为国家批准的低
碳试点城市之一，
成都早已着手“打
头阵”。

近年来，成都
始 终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按照

“绿色复苏”要求，
深入实施低碳城市
建设“636”工程，系
统构建绿色低碳产
业、能源、城市、碳
汇、消费和制度能
力体系，全市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能
源利用更加高效、
城 市 环 境 更 加 宜
居。公园城市建设
入选全球28个应对
气候变化基于自然
解决方案案例，“十
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目标责任考
评居全省首位，人
均碳排放位列北上
广深等全国十大城
市最低，绿色低碳
正加快成为成都最
厚重的底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秦怡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绿色低碳，成都全域在行动。
今年 3 月，成都蒲江发布了 2021

年蒲江新城规划。根据规划，蒲江将
遵循世界眼光、国际标准、蒲江特色，
建设望山见水、城绿交融的碳中和天
府森林公园城市，成为四川首个提出

“碳中和天府森林公园城市”的城市，
将打造独具魅力、面向未来的品质之
城、宜居之城、活力之城。

作为成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
市，蒲江提出打造碳中和天府森林公
园城市，将强化森林资源优势，倡导绿
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制定“碳达
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系统实施生态
固碳、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
等工程，大力植绿造林、美化环境，构
筑长秋山森林公园城市之肺，实现森
林走进城市、城市在森林中生长。到
2035 年，全县碳存储容量提升 200 万
吨，森林覆盖率达到70%。

雪山成为常驻成都这座公园城市的背景。

市民漫步在公园城市。

“碳惠天府”机制发出低碳倡议。

成都蒲江：
首提碳中和
天府森林公园城市

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方面，成都
突出低碳引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新经济为
引领的高质量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
系，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持续提升。

作为成都明确的绿色制造基地，
成都金堂正紧扣节能环保主导产业，
招大引强。这里聚集企业135家，总量
占成都的 1/3，产业集聚度达 73%，建
成了中西部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配
套最完善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金堂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
将积极参与推进“双碳”行动，大力实施
建圈强链行动，加快培育以光伏为代表
的千亿级绿色产业集群，建设绿色制造
先锋城市，在产业方向上动态梳理清洁
能源、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等重
点领域目标企业信息，提升产业图谱的
前瞻性和敏锐性；在产业链主选择上重
点考量，重点推动通威、通合、宁德时代
等能级高、潜力大、成长性好、影响力大
的项目深耕金堂；在产业链条拓展上系
统施策，着力推进硅片、电池片、组件、
逆变器等配套成链发展，打造中下游适
配协调的产业集群。

成都金堂：
建成中西部规模最大的
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