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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4 月的成都，繁花似锦，芳草茵
茵。近日，家住天府新区的张先生和侯
女士小两口解锁了“绿道骑行”，沿着成
都绕城绿道，悠闲地环游这个既熟悉又
新鲜的城市。

“从绕城边的桂溪生态公园一路骑
过去，旁边是锦城湖公园，再经过中和
湿地公园……公园串联起公园，一路美
景，非常舒服。”热爱骑行的张先生说。

沿公园绿道骑行城市一圈，成为如
今很多成都市民热爱的健身方式。“公园
城市”的打造，拓展了市民生活新天地。

在成都，公园城市的探索不仅仅是
“公园+城市”“公园套公园”，而是用良
好的生态融合城市空间，在一个超大城
市“绣”出绿色发展“新画卷”。

今年3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布《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绘定一个
国家级示范区蓝图。如今成都，长达
1.69万公里的“天府绿道”体系正在建
设——

贯穿全域的“天府绿道”串联起一
个个开放的公园，山地、森林、湖泊、田
园等多种景观叠加，为市民日常运动
和专业户外赛事提供了优越场所；一
个个新场景的植入，赋予成都的公园

更多功能。
市民刘先生经常带3岁的孩子到

天府新区鹿溪河湿地公园，在公园“馆
里”看儿童绘本。“馆里”是四川省图书
馆在此设立的分馆。

走进古朴典雅的“馆里”，最醒目的
是一整面墙的书架，捧一本书坐在落地
窗前，窗外浓绿相衬。馆长刘莉告诉记
者，据不完全统计，“馆里”开业一年来，
已经吸引了5万多人前来“体验”，很多
市民成为常客。

“大家喜欢这儿的清静，看书累了
可以出门散散步，也可以点杯咖啡，非
常舒服。好多朋友羡慕我每天享受‘慢
生活的惬意’。”刘莉说。

从“馆里”出来，沿着公园里的绿道
往前走几百米，是一座“川菜体验中
心”，门口斑驳古朴的石碑上刻着“有
云”二字。

“川菜体验中心”负责人杨璐告诉
记者，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了解到川
菜传人的故事，还能体验川菜传统制作

技艺中的传统调汤技艺。“我们希望在
这里向大家展示川菜的各种传统技
艺。”杨璐说。

记者了解到，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
过程中，致力于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相
融共生。截至2021年底，成都现有各
类公园1305个，其中社区公园464个、
小游园（微绿地）478个。

连绵有序的公园正重塑成都的生
态空间格局，所引入的生活消费新场
景，让市民从中享受生活、享受服务，推
动了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

目前，成都已经打造龙马湖公园、
府河摄影公园、泥巴沱森林公园等“网
红打卡点”50个，升级了人民公园“鹤
鸣茶社”、新华公园“城市记忆”等生活
消费新场景200余个，惠及广大市民。

去年底，占地3700亩的中科院成
都分院科学城园区在四川天府新区兴
隆湖畔建成。新园区到处是公园，是开
放式的组团格局，没有围墙，各个科研
院所之间可以自由“串门”、交流；还可
以为周边创新型企业开放研究所，实现
大型科研设备和科研数据共享，形成相
互支撑。

“整个新园区就像一个大公园，走
出实验室，就来到公园里，惬意又舒
心。”中科院成都分院院长王嘉图说。

据新华社

成都锦城湖和锦城公园。新华社发

4月初，走进昔日沙化较重的内蒙
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草原虽未变绿，
但高高矮矮的旧草延绵到天边，不难想
象夏日的葱郁景象。一些曾“寸草不
生”的地方，如今草木丰茂、湖水荡漾，
引来北归候鸟栖息。

这里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得益于
2011年国家在内蒙古等地主要草原牧
区启动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十余年来，在这项政策推动下，全
区草原生态、牧民生活、畜牧业发展全
面持续向好。

“草场一年比一年好”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内蒙古草原
随着牧区人口和牲畜数量急剧增长而
逐步退化。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以
干旱为主、多灾并发的严重自然灾害，
进一步加剧草原生态恶化。

为保护和恢复脆弱的生态环境，
2011年起，在国家支持下，内蒙古全面
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有的
地方禁牧，有的地方按草畜平衡要求减
少牲畜数量，并给牧民相应补贴，相当
于让草原“带薪休假”。至今，政策资金
累计达455亿元，每年有140多万户、
490多万名牧区群众从中受益。

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牧民其
其格告诉记者，十多年前，草原上有很
多裸露沙地，沙尘暴一年能刮十几次。
她家近万亩草场沙化较重，像长了“斑
秃”一样。

2011年起，其其格家的草场被划
入禁牧区，年均补助奖励资金7万余
元。她拿出一部分钱，从采取草畜平衡
保护方案的地方租用5000亩草场放
牧。

“草场一年比一年好，沙尘天气也
减少了。”其其格指着门前的草地开心
地说，“你看这片野生黄芪，十几年没见
到了，近一两年又有了。”

这只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在内蒙古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十
多年来，自治区草原自我更新修复能力
明显提升，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最新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自治区草原植
被平均盖度达45%，比2010年提高8
个百分点。

“少养精养多挣钱”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改
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牧民的生
产方式。人们不再多养，而追求精养，
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
苏木草原深处，牧民巴德玛的砖瓦房宽
敞明亮，房前停着小轿车，不远处有饲

养牲畜的暖棚和储草棚，棚前放着打草
机和皮卡车，与十多年前记者初次到她
家采访时相比，她的生活大变样。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前，巴德玛在6000亩草场上养着40多
头基础母牛和近百只羊。由于超载过
牧，草原退化，牛羊膘情不佳，卖不上好
价钱。

“一年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没有钱盖牛羊过冬的暖棚和储草棚。”
巴德玛说，牛羊虽然夏天有草吃、秋季
长点膘，但冬天大多掉膘变瘦，到了春
天，母畜常因草料不足而营养不良，产
犊（羔）率大幅降低。

2011年，她家近2000亩草场被划
为禁牧区，4000多亩草场划入草畜平
衡区，一年能拿4万多元补助奖励资
金。“牛羊养多了没好处，以后要少养精
养多挣钱。”她把羊全部出栏，将基础母
牛控制在40头左右，草场生态逐渐好

转。她还用攒下的补助奖励资金盖了
暖棚和储草棚，每年秋季备足草料，母
牛产犊率明显提高。

“现在一年卖30多头牛犊，纯收入
近30万元，过上了小康生活。”巴德玛
说。

随着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深入实施，内蒙古一些牧区根据实际，
采取精细化养殖等措施，着力平衡牲畜
饲养与生态保护。同时，全区草原畜牧
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高，每年过
冬牲畜的畜均暖棚面积达1平方米，生
产效益明显提升。

“既放牛羊，又‘售’风光”

十多年来，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支持下，内蒙古牧区生态、生产、
生活形成持续向好的良性循环，以休闲
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在草原上“萌芽”、
发展。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巴音乌
兰苏木，牧民阿拉腾图雅5年前在自家
宅基地建了专供餐饮休闲的蒙古包，搞
起牧家乐，仅这一项纯收入每年就有三
四万元。“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下，这几年草场越来越好，景色更美
了，游客也多了，我们也吃上了旅游
饭。”他说。

生态改善，风光更美，锡林郭勒盟
西乌珠穆沁旗“90后”牧民哈斯萨日嘎
因此有了新职业——草原“向导”。3
年前，取得导游资格证的哈斯萨日嘎开
始拍摄草原美景等内容的短视频，并发
布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不少网民专程
从外地自驾来找她当“向导”。

“在生态变好的草原上，既能放养
牛羊，又能‘销售’风光，我的生活也变
得更多彩了。”她说。

据新华社

羊群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草原上悠闲觅食。（2021年7月15日摄）
新华社发

今日锦官城，花重更惬意
——成都公园城市变革新图景

“带薪休假”的内蒙古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