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9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举行
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委省政府
已正式印发《美丽四川建设战略规划纲
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
将围绕美丽四川建设的总体目标，以5年
为一个阶段，围绕经济、生态、环境、城
乡、文化等重点领域，分3个阶段梯次推
进美丽四川建设。

在这样一份需兼具科学与艺术之美
的规划中，对于“美丽四川”做出释意，明
确美丽四川不仅要求外在美，如美丽家
园、宜人环境、自然生态，人民可触可感，
也要求内在美和制度美，如要求发展绿
色低碳经济、繁荣底蕴厚重的巴蜀文化、
推动文化艺术创新、建立科学高效的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

“这是四川恒久美丽的内生动力。”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
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李岳东说。

破题美的路径
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同步打造

属于“四川印象”的新面貌是什么样
的？《纲要》概括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和
巴蜀烟火气的宜居地。

“《纲要》将体现美的理念、塑造美的
形态、打造美的经济、培育美的细胞贯穿
整个规划。”新闻发布会上，李岳东在对
《纲要》的总体介绍中提及，对于美丽四
川的建设既有中长期目标和具体路径，
也有点与面的结合，内在美和外在美的
同步打造，定性和定量的考核，让美融入
四川的产业、生态、生产生活等方方面
面。

作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出台的美丽中
国建设地方实践规划纲要，《纲要》也是
四川首部中长期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
的规划，将指导全省各地加快美丽四川
建设的地方实践。

在《纲要》制定中，四川邀请生态环
境部规划院作为编制单位，分两年推进
美丽四川建设评价体系研究、美丽四川
建设战略任务研究等9项专题研究，深入
分析美丽四川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
问题。同时，多次组织市（州）、行业知名
专家研讨座谈，充分征求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各市（州）政府意见，履行了专家
论证、风险评估、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程
序，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司法
厅合法性审查，先后经省政府常务会议

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因此，整体上看，《纲要》紧紧围绕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
标，注重与“十四五”国民经济规划纲要、
国土空间规划、五大片区发展规划以及
其他专项规划衔接，同时将长江黄河流
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以
及“碳达峰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重点工作纳入规划，探索建立具有示范
意义的美丽四川典型案例。

同时，《纲要》既对标先进省份发布
规划纲要情况，又区别于四川的“十四
五”短期规划以及《生态文明创建规划》
等多部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从宏观上
回答美丽四川建设要达成什么目标。”李
岳东说。

塑造美的形态
构建功能清晰的美丽四川空间格局

事实上，立足于四川地处长江黄河
上游的战略位置，在回应“碳达峰、碳中
和”重大战略部署下，《纲要》需要回答的，
还包括如何凸显四川的独特性。对此，
在以“美丽”揽总下，提出四川要先行先
试，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并从

“生态、生产、生活”三个维度进一步细
分，建设成美丽中国先行区、长江黄河
上游生态安全高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实验区、中国韵·巴蜀味宜居地。

“每一个战略定位都蕴含四川特色、
机遇与目标为一体。”李岳东说，具体到
实践上，《纲要》打破传统规划模式，区别

于国土空间规划，首次提出构建功能清
晰的美丽四川空间格局。

“要所见即所得，不破坏不人为割裂
自然原有的自然生态格局。”李岳东解释
说，要遵照自然生态本有面貌，将“美丽”
注入产业低碳绿色经济发展，依托四川
独特的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探索生
态好、生活富、经济优、文化兴的发展道
路，奋力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天
府画卷。

例如，以山为基守护美丽空间，将全
省以山脉为线划分为雪域高原保护发展
经济带、阳光攀西高原经济带、盆周峻岭
经济带以及以成都平原、川中丘陵为重
点的美丽天府之国。

同样的，以水为脉打造多彩河湖，也
就是要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为核
心，建设黄河最美高原湿地风光带，推进
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沱江、涪江生
态廊道建设；建设长江-金沙江、大渡
河、雅砻江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发
展带。同时构建由高原天然湖泊区和平
原丘陵地区湖库区组成的“两片多点”美
丽湖库格局。

此外，在以人为本塑造舒适生活宜
居地上，明确以成都都市圈建设为核心
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成德绵广眉乐雅
西攀都市魅力城镇带、成遂南达丘区田
园特色城镇带和攀乐宜泸沿江风光城镇
带。同时，分类打造美丽乡村，以满足人
民文化需求为核心，建设具有国际范、中
国味、巴蜀韵的巴蜀文化走廊。

“这也是我省区别于其他省份美丽

规划最大的不同。”李岳东总结道。

量化美的标准
7大板块均有对应的指标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纲要》规划长
达15年，涵盖空间格局、美丽家园、绿色
经济、宜人环境、自然生态、巴蜀文化和
治理体系7个板块。

从内容上看，7大板块既注重现有美
的塑造和打造，也注重未来美的意识和
理念的培养。例如，将美的理念融入城
乡建设，首次提出分类探索建设美丽城
市路径；首次提出分类打造川西林盘、彝
家新寨、巴山新居、乌蒙新村等美丽乡
村。

同时，旨在通过将美的理念融入文
艺阵地建设和艺术创新，培养城镇居民、
乡村百姓对美的感知感受能力。并注重
美的细胞培育，明确建立健全美丽四川
建设体系，系统推进美丽城镇、美丽乡
村、美丽河湖，适应气候变化，绿色低碳
产业、清洁能源开发等试点行动，通过这
些美的细胞工程，以点带面带动整个美
丽四川的建设。

“《纲要》通过8个子栏目和《美丽
四川建设指标体系表》将美丽四川建
设予以量化。”李岳东说，在7大板块
下，四川将分别实施美丽城乡建设、推
进碳达峰、产业绿色转型、蓝天碧水、
净土安居等8个重大工程，值得注意的
是，7大板块均有对应的指标体系，这
些指标体系与以往规划中的指标体系
相比，更加侧重“美丽”和“绿色”成分
的指标。

“以‘绿色经济’的‘绿色低碳优势产
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和‘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两项指标为例。”李岳
东说，其强调的是四川经济未来15年的
科研创新能力，为四川经济建设注入持
续的美丽源动力。类似的，在繁荣巴蜀
文化指标体系中增加“物质文化遗产保
存完好率”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既明晰了文化建设
的路径和目标任务，也量化了文化美的
标准。

李岳东透露，眼下，省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出
台年度实施方案，推动各地编制实施方
案，推进《纲要》落地见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西部首个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规划纲要出炉

先行先试 四川将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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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长江黄河上游，天府之国如何更加美丽？建设美丽四川，如何理解时代对于“美”的真正诉求？
在属于美丽中国的四川篇章中，那些点滴改变又如何汇聚成让每个个体都能感知到的幸福福利？

一项跨越15年的战略规划正在给出答案。

1月6日，一位游客在欣赏九寨沟景区双龙海瀑布的美景。新华社发

(上接02版)
贺某说，她和丈夫的经营行为确有

瑕疵，但6.6万元的罚款数额过高，他们
一年的纯利润只有七八万元，“交完罚款
等于一年白干”。

督查组认为，在经历三年疫情、大量
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处罚方式
从严从重，不但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助企
纾困的效果。“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
等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细，执法
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督查组介绍，一
些行政处罚的法律法规制定的时间较
早，未经及时修正，存在处罚内容宽泛、

表述抽象、缺乏客观标准等问题。一些
地方执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执法随
意、处罚严苛、过罚不相当的现象十分普
遍。

其二，处罚力度与业绩考核挂钩，倒
逼从严办案。督查组发现，在食品安全
领域，有关部门存在以办案数量和罚款
规模进行考核的现象。

其三，对行政处罚执行权缺少有效制
衡。督查组介绍，行政处罚案件由本机关
立案、本机关调查取证、本机关负责人做
出处罚决定，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进行监
督检查，权力过于集中。小微市场主体虽
可提出行政复议，但很难获得改正。同
时，行政诉讼程序复杂且耗时长，小微市

场主体难以承担相关成本。这一切造成
对小微市场主体权益保护不够。

审慎监管细化量化处罚标准

榆林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
卖出5斤超标芹菜被罚6.6万元确实属于

“过罚不当”。
督查组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市

场监管部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更
应该承担起保护市场主体的职责。对于
有违法行为特别是轻微违法、初次违法
的市场主体，不能过度惩罚，而应实行包
容审慎监管。

督查组建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
按照稳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制定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细化量化处罚
标准，切实解决“过罚不当”“类案不同
罚”和“任性执法”等问题。

此外，督查组还建议，应严禁市场监
管部门下达或变相下达处罚数量或金额
指标，避免因评议考核刺激运动式执法。

8月29日下午，陕西省副省长叶牛
平召开推进全省市场监管执法检查工作
电视电话会，通报国务院大督查涉及市
场监管执法相关问题并部署下阶段工
作，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制定整改方案，聚
焦督查组提出的问题，统筹好执法工作
和服务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纾忧解
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