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生态建设这5年 自然城市和谐交织

沙燕安家成都锦江边。杨涛摄

在成都市区遥望雪山。杨涛摄

在大熊猫国家公
园，一只大熊猫在
树上休息（4月24
日摄）。

新华社发

蓝天保卫战
成都平原、川南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被

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强化联防联控
应对重污染天气，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所副所长吴怡：

这是从事生态环境工作的最好时代

2021 年，四川全省优良天数率达到
89.5%，22个县（市、区）被命名为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6个县（市、区）荣
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称号，走在西部前列。

天蓝
水清

住在城市看雪山
“绿色”福利可触可感

成都是公园城市的首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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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热烈庆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两组数据，相映生辉。
经济发展方面，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省经济总量实现两个3年连迈2个万亿台阶，2018

年经济总量超过4万亿元，2021年迈上5万亿元新台阶，稳居全国第6位。
生态环境方面，2021年，四川全省优良天数率达到89.5%，22个县（市、区）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6个县（市、区）荣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走在西部前列。

本版稿件采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邹阿江
杨涛 杨霁月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
四川率先完成首个碳市场履约期清
缴 ，稳 定 运 行 温 室 气 体 自 愿 减 排
（CCER）交易市场，全年成交1799.49万
吨，交易额7.6亿元，居全国第四位。

双碳
目标

碧水保卫战
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推动出台首部跨区域

地方法规《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全省203个国考断面中，预计195个达到Ⅲ类
以上，优良断面占比96.1%。

净土保卫战
纵深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对178个涉

农县（市、区）耕地土壤环境实行分类管控。强
化固废、危废管控，基本实现危险废物、医疗废
物“产处平衡”。

这两组数据，是对“高质量发展”
的完美诠释。对于四川而言，作为全
国三大林区之一西南林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
肩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任。在高
质量发展之计中，不论从宏观到微
观，还是从理念到路径，“绿色”从始
至终都不曾缺位。

当然，这也是四川的时代答卷。
五年前，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对落实生
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注入新内涵，
增添新动力，强调把生态文明和环境
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决不能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
的经济增长。

五年之间，天府大地上有了更多
可触可感的“绿色”福利。就在不久
前，成都因“雪山”两次登上热搜。第

一次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点赞成都空气质量改善，用“窗含
西岭千秋雪”为例介绍在成都遥望雪山。另一
次则是处暑凌晨，朝霞与雪山遥相辉映。

细剖雪山之美，至少能看到有三个维度：
清明澄澈、得天独厚的自然之美；串联场景，
凸显城市内涵底蕴之美；空间配置，自然与城
市和谐交织之美。

当然这绝非易事，其背后的逻辑，是希冀
用生态价值，激活空间的经济、生活、美学价
值。通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
会文化的系统性变革，蹚出一条符合时代要
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以说，生态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迈出
了“一大步”。

“大”是格局之大，目标深远。面对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四川率先完成首
个碳市场履约期清缴，稳定运行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CCER）交易市场，全年成交 1799.49
万吨，交易额7.6亿元，居全国第四位。

“大”也是思维之大，计划深广。例如，在
全国率先完成“三线一单”编制，划定全省综
合环境管控单元，切实构建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印发《四川省生态环境领域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若干措施》，从优化环评管理方
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10个方面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

四川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转换为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五年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中，全省推动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有效解
决了大量实际问题。

我的城，我的家，其中也有我的期盼和参与。
对于四川人而言，更能被可观可感的，是全

省上下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坚决。在蓝天保
卫战中，成都平原、川南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被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强化联防联
控应对重污染天气，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在碧水保卫战中，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推
动出台首部跨区域地方法规《四川省沱江流
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全省203个国考断面中，
预计 195 个达到Ⅲ类以上，优良断面占比
96.1%。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为100%。

在净土保卫战中，纵深推进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对178个涉农县（市、区）耕地土壤环
境实行分类管控。强化固废、危废管控，基本
实现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产处平衡”。

越来越多的硬招实招被探索出来，成为
筑牢黄河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中的“四川方
案”。在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开幕之际，可
以预见的是，天府大地上，推动绿色高质量发
展、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来回应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初心未变。

一切，都值得期待。

作为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
究院土壤所的副所长，吴怡一直从
事固废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技术应
用研究。“下一个五年，大众对于生
态环境给予了更多期待。”5月18
日，吴怡从摆满样本的实验室抬起
头，认真地说道：“这些期待，就是
我们这一代环保人的使命。”

要把技术的种子
播撒到土地上

眼下，吴怡和团队正在完成一
项水气土协同预警系统的研究。
简单点说，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
模拟污染物质变化趋势，对超标数
据及时启动预报预警机制。

“这项研究应用到工业园区，
将有效防范企业污染，预防突发环
境事件，改善园区水气土环境质
量。”这位80后博士相信，“只有把
技术的种子播撒到土地上，才能看
得见摸得着。”

2011 年，刚进省环科院的吴
怡和同事来到凉山州冕宁县，完成
对牦牛坪稀土矿环境综合治理的
调研。这是吴怡真正意义上参与
的第一个实践项目。根据分析数
据和研究结果，他们编制了一套稀
土矿污染治理方案，这是四川首个
关于稀土矿污染治理的操作手册。

11年后，当他再次抵达冕宁，
如今的牦牛坪矿山绿茵丛生，“矿
山开采非常规范，有专门的应急系
统设置，废渣也能得到科学存储和
利用。”

环境治理归根结底
离不开科技

2017 年，四川在迎接中央环
保督察之前开始了全省自查，发现
德阳绵竹市磷化工企业密集，不规
范堆场堆存磷石膏约2000万立方
米，大量淋溶水未经处理直排沱江
支流石亭江。

随后，吴怡和团队来到德阳，
面对堆积如山的磷石膏，吴怡和伙
伴在解决方案中建议先将污染源
头控制住，再将磷石膏“变废为
宝”。通过一系列研究，他们发现，
磷石膏可以用作建材，例如墙体建
筑中的空心砖。

如今，经过整治，磷石膏变废
为宝，而且土壤、地下水的各类指
标也都满足相应标准。“环境治理
归根结底离不开科技。”吴怡说。

“这是我们从事生态环境工
作的最好时代。”从业以来，吴怡
见证了环保行业的一大批科技成
果快速落地见效。他相信，“下一
个五年，尽现四川之美。”

进入生态环境保护系统12年，吴怡有两个难忘时刻。

一个是2021年，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他接过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的证书，成为环保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另一个是在
今年初夏，他成为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三省同护一河水。右图为薄雾笼
罩的合江县赤水河入江口。

（摄于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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