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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中国这十
年·四川”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
行。会上提到，四川持续开展绿化全川
行动，全省森林覆盖率从35.2%提升至
40.2%，大气质量显著改善，水环境质量
创十年来最好水平，长江黄河上游生态
屏障更加牢固。

“这几年成都的变化太大了，可以
说是日新月异，特别是公园的数量大幅
度增加，初步构建了全域公园体系，公
园品质提升成效显著。”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发展研究院风景园林中心所长
冯黎表示，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市民，
还是一个行业从业者，她都认为成都这
座城市的绿意更浓了。

成都正在构建万园相连、布局均衡、
功能完善、全龄友好的全域公园体系。
通过“公园+”，将公园形态与城市功能
空间有机融合，让自然生态和多样场景
逐渐融入百姓身边，让“推窗见绿、出门
见园”成为成都市民的生活日常，使得公
园成为承载市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
场所，人民宜居美好生活品质日渐提升。

城市绿意更浓
成都建设全域公园体系

2015年，冯黎从北京回到成都工作，
就职于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院。在成都的8年多时间，她深入参与了
成都的公园城市与风景园林相关技术工
作。特别是在2018年公园城市理念提出
之后，她参与了很多公园城市课题研究。

“我刚回成都时认为，成都的公园
与北京的公园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因
为北京在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整个城
市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北京的公园在功能、品质与特色等方面
得到了大力优化。”冯黎说，这几年成都
的公园建设整体水平不断提升，正在加

快建设类型多样的全域公园体系，将好
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创新形成山水
公园、乡村公园、城市公园、绿道公园等
公园类别。

近年来，成都持续推进多维度全域
增绿，深入实施“五绿润城”行动，一是
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绿肺”，二是建设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绿心”，三是建设
天府绿道“绿脉”，四是建设环城生态公
园“绿环”，五是建设锦江公园“绿轴”。

成都全域布局高品质、多层次绿色
空间体系，建设串联城乡、与公共服务
设施相融的天府绿道体系，构建全域公
园体系，形成繁花似锦、季相丰富的绿
化景观，全面呈现园中建城、城中有园、
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公园城市形态，
擦亮“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独特品牌，塑
造公园城市大美意境。

水环境更好
兴隆湖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四川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
重大项目和公建配套处工作人员卢谦
的手机里，有很多兴隆湖的美照。“你
看，这么多鱼儿，水多清亮啊！”卢谦指

着一张照片告诉记者。
2014年5月，卢谦来到四川天府新

区管委会工作，与兴隆湖的建设打交
道。从一条河道到一片大湖，他见证了
兴隆湖的一路“成长”。

兴隆湖于2013年11月开工建设，
2014年10月完成蓄水，利用自然低洼
地形壅水成湖。在此之前，这里不过是
成都以南的一处默默无闻之地。

“现在兴隆湖日均游览群众已达2万
人次，节假日高峰期达到10万人次。”卢
谦说，兴隆湖的建设不仅为当地带来了
美景，也带来了流量，成为网红打卡地。
现在的兴隆湖，显现出生态价值的良好
转化，不仅构建起“水清、岸绿”的生态本
底，维持着城市的良好局地气候，同时也
实现生物多样性共存，满足了人民群众
休闲游乐的需求。

华丽转身的秘诀在哪？卢谦说，这
里有一套“天府生态工法”。

天府新区大胆创新拓展，创建了具
有天府新区特色的“天府生态工法”，包
括以“湖泊一体化修复设计”为标志的

“湖库整体修复工法”，以“林-水一体
化”为代表的“湿地系统重建工法”，以

“沉水植物群落配置+水下多维食物网
结构”为代表的“水生生命系统重建工
法”，以“界面生态结构+多维生态水岸”
为标志的“水岸修复生态工法”。

生物多样性更丰富
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成都

今年6月，成都中心城区首次记录
到“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3月27日，
龙泉山上发现了白头鹞，这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4月2日，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
局主办的成都市第41届爱鸟周活动上
公布：成都野生鸟类已达530种，在全国
有鸟类调查数据发布的大型城市中名
列前茅。

据公开报道显示，此前，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IUCN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极危（CR）物种青头潜鸭，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花脸鸭、黑颈
鷉、游隼、凤头鹰等在兴隆湖和锦城公
园等地有观察到的记录。

野生鸟类的数量，从一个侧面体现了
成都生物多样性。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
建设更美好的家园，成都做出了很多的努
力，特别是从立法的角度进行了保护。

早在2017年，《成都市兴隆湖区域
生态保护条例》施行，通过立法的形式，
为兴隆湖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

2019年，《成都市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保护条例》实施，对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将实施分区管控和分类保护做
了明确。

目前，《成都市湿地保护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截止日期为8月31日。成都市拟立法禁
止破坏鸟类、水生生物、湿地范围内植
物植被及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8月18日下午，中共四川省委“中国
这十年·四川”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成都
举行。发布会提到，两年多来，四川围
绕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协同实施两批次
43项便捷生活行动举措，推出311项

“川渝通办”事项、累计办件超过1000万
件，两地群众交往更频繁、办事更方便、
生活更舒心。

达州，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圈东北”区域内，随着近年来交通条件
的不断改善，达州人和重庆人在工作、
生活乃至情感上的融合，越来越深入。
本次新闻发布会，受到川渝两地达州人
的广泛关注。记者随机采访了两位达
州人，他们都特别关注“川渝通办”，在
亲身体验相关事项办理的便捷后，两人
都表示，期待未来会更好。

不回老家也能补办社保卡
他感叹“最多跑一次”太方便

近年来，四川省加快推动“川渝通
办”，公安、人社、民政等领域的300余项
服务事项实现异地通办。发布会上介
绍，四川省推行的“一网通办”前提下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让全省“最多跑一
次”事项占比达99.6%，2021年省级一

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在全国评估中居第5
位。

对“最多跑一次”的便捷，在重庆市
北碚区工作的达州人杨云贵深有体会。

“不用回四川老家，在重庆就可以
补办社保卡，真的方便！”今年8月初，杨
云贵到西南医院附属口腔医院挂号拔
智齿，到了门诊部才发现社保卡没带，
回家也没找到。杨云贵平时工作繁忙，
根本没时间回四川参保地补办。用手
机一查，杨云贵发现川渝补换社保卡业
务已经实现通办，于是立即带上身份
证，到北碚区政务服务中心咨询。

“我们可以为您补办社保卡，但需
要录入一些您的信息。”窗口工作人员
通过几分钟的信息录入，便完成了社保
卡补办手续。杨云贵说，办完手续，他
等了一周时间，新的社保卡就邮寄到家
了。“如果回达州市大竹县的老家补办，
来回跑，起码要两三天。”杨云贵感叹
说，“川渝通办”大大节约了老百姓往返
川渝两地之间的时间、交通成本，是实
实在在的好政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达州
市人民政府官网获悉，达州在市、县两
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了“川渝通办”窗

口，在308项“川渝通办”清单事项基础
上，新增万达开个人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19项，联合编制办事指南，梳理109项

“零跑路”事项清单。截至今年7月底，
全市已办理各类跨省事项5万余件。

川渝联姻家庭为孩子上户
当天到窗口咨询当天就办好了

25岁的杜勇是重庆市彭水县人，妻
子是达州市宣汉县人。8月14日，杜勇
和妻子一起，到宣汉县政务服务中心为
刚满月的孩子办理上户手续。按照以
前，他必须到户籍地才能办理新生儿上
户。在了解到“川渝通办”后，他打算试
一试。

“本以为会非常麻烦，我是重庆户口，
家里的户口簿上，我是户主，原本以为娃
娃在四川省上不了重庆户口，只是过去咨
询一下，没想到当天很顺利就办妥了。”杜
勇告诉记者，当天，他虽然带上了户口簿、
夫妻俩的身份证以及孩子的出生证明等
手续，但仍然做好了办不成的心理准备，
而结果却让他十分惊喜。“我们打算回重
庆发展，有了重庆户口，娃娃以后上学就
可以享受当地的政策了。”

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企业和群众

办事，宣汉县在县政务服务大厅和乡镇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川渝通
办”专窗，专项梳理出涉及公安、民政、
人社等12个县级部门的“川渝通办”高
频事项146项，“万达开”高频事项147
项，全面推行“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
办”服务。

达州市人社局宣调科工作人员焦
爱国介绍，达州是四川省社保卡申领、
补换“川渝通办”首批试点市州之一。
今年4月，达州就将“川渝通办”服务受
理网点下放到各级人社政务服务窗口，
实现了川渝两地社保卡信息查询、激
活、挂失、解锁、非关键信息变更、申领
补换数据采集、补换卡缴费等10余项服
务。

与此同时，达州市人社局还取消各
类证明、表格77项，梳理“川渝通办”事
项清单38项和“一件事一次办”事项清
单24项，简化窗口业务办事流程31项。
网上办理业务方面，还推出了“码上办”
居保业务办理平台，在全省率先使用居
保“人脸识别”认证功能。截至目前，

“码上办”平台完成资格认证12万余人
次，手机客户端认证占比77.54％。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我的这十年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冯黎：

建设全域公园体系 成都绿意更浓了

兴隆湖。周勇良 摄

“川渝通办”让老百姓办事更便捷
体验者亲历便捷，期待未来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