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甘孜州石渠县，是黄河流入四川境内的第一县，也是
黄河重要支流热曲等13条河流的发源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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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圆桌会

省人大代表支招
加强生态系统保护治理

为了大江大河清水向东流
代表热议：四川如何树牢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

发源于青藏高原，长江与黄河纵贯东
西，沿路城市因水而兴，中华民族两大母
亲河的绿色发展，长久以来，备受关注。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
东。如何实现“一江清水向东流”？

“树牢上游意识，扛起上游责任。”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加强生态
系统保护治理时的要求。

事实上，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
态屏障，这些年，四川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外延一直在不断扩展，从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保护修复，到推动“双碳”目标、产业结
构调整，从宏观的“上层建筑”到微观的个
体生活，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平衡，四川正
酝酿出更多带着清新气息的时代故事。

毫无疑问，在清江东流中，“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已植根于人
心。在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跋
涉中，大美四川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谈产业
建议建设四川竹加工

产业示范园区

来自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唐森
强和竹子打交道已有30多年了。在提
到竹产业发展时，他提高了音调。

“竹产业是全球公认的绿色、低碳产
业，长宁乃至整个宜宾都有非常好的资
源和基础，发展好竹产业，也是实现了绿
色发展。”在唐森强看来，长江一级支流
长宁河绕城而过，长宁县在上世纪80年
代末提出要以竹产业作为全县的主导产
业，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长江防护
林工程建设，并在10多年前关闭了县内
的两大造纸厂，“我们的保护意识可以说
一直都有，行动也一直没停过。”

另一方面，如何把地方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产业优势，这是唐森
强今年带上会的建议。围绕建设四川
竹加工产业示范园区，推进竹产业高质
量发展，他从土地配置、人才保障、科技
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其中，他强
调，要提升竹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加
快自主创新，促进成果转化，从加强科
技合作、鼓励企业创新、积极引进人才
三个方面着手。”

建议源于现实。在长宁县内两大
造纸厂关闭后，大量的纸浆竹材只有靠
低廉的价格外运。唐森强认为，如果能
将纸浆材用竹子转换培育方向，从竹笋、
竹纤维等方面着手，将会产生更大的经
济价值，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收益。

从数据上看，截至2020年底，宜宾
市竹林面积达354万亩，占全省竹林面
积的19.54%，位居全省第二；2020年
全市竹产业综合产值达248.11亿元，
居全省第一，“利用好竹资源，发展好竹
产业，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谈转化
放大绿水青山的

生态价值

身着一身藏族传统服饰，罗林稍微
有点醉氧。他来自平均海拔4500米以

上的甘孜州石渠县，那里是黄河流入四
川境内的第一县，也是黄河重要支流热
曲等13条河流的发源地，是川西北、

“三江源”的重要水源涵养地、补给地。
肩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重任，作

为石渠县委书记，在罗林看来，良好的生
态环境已经是石渠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后
发优势，“在长期生存发展实践中，农牧
民群众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形
成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建设也是
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的增长点，农
牧民群众已成为生态保护最直接利益相
关者和最有积极性的保护者。”

但同时，罗林也在思考，如何能真
正放大当地的生态价值，让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他将此概括为“是不惊
动生态的、良性有序的生产生活。”

“我们其实有着非常好的清洁能源
资源。”罗林自豪于石渠的年平均日照
时数超过2700小时，“天天都是大太
阳”。但是想发展光伏产业，又苦于还
没有通道，他说，“缺乏光伏设备、包括
产生电之后的传送通道。”

省两会期间，罗林建议在甘孜黄河
流域启动黄河流域长沙贡玛湿地生态
示范区建设。据罗林介绍，四川长沙贡
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6698
平方千米，“以泥碳湿地为主，属于稀缺
型湿地，对于生态调节有着重要作用。”
在他看来，启动生态示范区建设，不但
能对长沙贡玛湿地有更好的保护，也能
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和产业发展空间。

谈“双碳”
加快构建全省碳排放
数据统计核算体系

毫无疑问，“双碳”也是省两会上的
“热词”。在严格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实
施“碳达峰十大行动”的总体布局下，不
少代表今年的建议都聚焦于此。

履职五年，省人大代表、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总工程师杨斌平每年的建议
都和绿水青山相关。今年在谈到“双
碳”时，他聚焦到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
体系上，直言新的碳排放核算口径不清
晰，基层统计能力较为薄弱，缺乏地方

性核算指南，数据统计核算结果较为滞
后等问题，“现有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难
以有效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在他看来，应加快建立“省—市—
县”三级碳排放目标核算体系和“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四级碳排放监测统计体系。

对此，他建议要基于“双碳”目标分
解落实，进一步优化能源平衡表编制，
探索将工业耗能过程中能源使用量纳
入核算范畴，全面推开县级能源平衡表
编制工作。另一方面，基于重点管控单
元减排中，要分类制定碳排放统计核算
规范或标准，并尽量保持统计核算口径
一致、便于对比分析等。

倪勋的建议则是从产业出发。他
认为，在坚持“双碳”战略引领下，要做
强优势、集聚发展，“把握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双向’协同，传统产业和新兴产
业‘双轮’驱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将能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

谈文化
加快推动建设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四川示范段

来自泸州的省人大代表马宗慧，在
得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建设
后，十分激动。来自长江经济带的重要
节点城市，她太清楚这一江清水对于一
座城市的意义，“长江的生态保护也应
该是文化的一部分，在大保护持续到现
在后，长江文化极大扩大了保护的外
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事实上，在去年11月召开的泸州
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泸州市就提出要实
施“文化涵养工程”，着力建设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泸州段，打造长江上游绿色生
态屏障和高品质生活优选地。

“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四川示范
段，泸州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文化底
蕴和坚实基础。”马宗慧相信，积极融入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既能彰显巴蜀
文化底蕴价值，更能助推四川经济高质
量发展能级跃升。

今年，她的建议也是聚焦于此。一
方面，她建议应该充分挖掘长江文化优
势，以江为脉、以文为魂、以城为体、以
旅为本，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加快推进长江文化资源创新利用和价
值转化，“规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四川段生态旅游带等一批标志性文化
保护与传承项目、重点基础工程，在国
内率先打造一批先行示范区。”

更为细致的，她建议着力构建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1+N”保护发展
格局。其中，“1”即一条干流“宜宾至泸
州段”，“N”即岷江、沱江、嘉陵江、大渡
河、赤水河流域等多条重要支流。

“因为宜宾是长江第一城，然后到了
泸州，所以，‘1’指的是总干线。”马宗慧
补充道，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四川示范
段的建设中，以四川全域为蓝本，聚力建
设几个重点文化展示和发展区，以长江
干流半月形文化纽带为主干，辐射延伸
出几条特色文化带，依托文化资源本底，
分别建设主题区、体验区、专题区、展示
区，以现代产业融合发展理念，实现生态
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全面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