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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生态文明建设专场新闻发布
会，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军对十年
间成都取得的生态文明成果作了介绍。

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0.8%
十年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

132天增长至299天，PM2.5浓度累计
下降58个百分点，“窗含西岭千秋雪”胜
景常现；市控以上断面优良水体率由
71.1%提升至100%，黄龙溪出境断面实
现“劣Ⅴ类变III类”的历史性跨越；规划
建设全球最大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和全球最长的公园城市绿道，环城生态
公 园 成 为 超 级 绿 环 ，森 林 覆 盖 率
40.33%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3.88%，创建天府锦城、锦江公园等10
个国家级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区和23个
公园城市示范片区，人民群众良好生态
环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张军介绍，十年间，全市单位GDP
能耗累计下降20.8%，清洁能源消费占
比提升至62.6%。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查案12870件
这十年，成都市坚持推动提高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约谈
警示、资金扣缴、暗访暗查、党政领导干
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制度，在全
国率先全覆盖设立乡镇环保机构，不断
巩固大环保格局。

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出台《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等12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落地落
实河长制、“三线一单”、排污许可、生态
补偿、生态赔偿、督察整改、“行刑”衔接

等制度，全面完成生态环境监测监察执
法垂管制度改革，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共
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2870件、处罚金额
6.75亿元。

积极融入“智慧蓉城”建设，建立完
善智慧生态环境、智慧工地、智慧水务
等系统平台；创新构建“碳惠天府”机
制，在全国上线“碳惠天府”碳普惠公益
平台，率先在副省级城市中开展国家生
态环境与健康试点；9个区（市）县获评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王代强）在10月12日举行的大熊猫
国家公园设立一周年四川新闻通气会
上，四川省林草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
川省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大
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已基本完成勘
界落图，正全力推进打桩定标，各管理
分局正按照审定的技术方案加紧组织
实施竖界桩、立界牌、埋界碑。

勘界立标，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
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期间，在眉山洪雅、绵阳安州等片
区率先启动公园打桩定标试点，已埋
设界碑40个、边界桩509个、功能区桩
199个。

今年初，四川片区全面启动此项工
作。按照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预计今
年底将基本完成四川片区界桩、界碑、
界牌设置任务。“明年开始，社会公众通
过大熊猫国家公园界桩、界碑、界牌标
识，有的地方通过电子围栏语音或短信
提醒，就能清楚地知道哪里是公园内、
哪里是公园外，哪里是核心保护区、哪
里是一般控制区。同时，相应的公园内
指示、提示、警示标牌也将逐步规范设
立。”上述负责人说。

10月12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正
式设立一周年之际，四川省林草局召开
新闻通气会介绍有关情况。

一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
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成效？下一步
将如何高质量建好大熊猫国家公园？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介绍。记者从
通气会上了解到，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
设立后，四川迅速从体制试点转入全面
建设，并为高质量建设名副其实、出色
出彩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

国家公园五大“最”
既增添了魅力又增加了挑战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专
职副局长张绍军介绍，大熊猫国家公园
涉及川陕甘三省，总区划面积2.2万平
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1.93万平方公
里，占公园总面积的87.7%；生活着野
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
大熊猫总数1340只的91.6%。同我国
其他正式设立和试点的国家公园相比，
大熊猫国家公园所在区域极具特殊性。

旗舰物种国际最关注。大熊猫是
中新世晚期走来的孑遗物种，数量稀
少，分布狭窄，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旗舰物种”和“伞护种”，是世界自然
保护的象征。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大熊猫国家
公园地处我国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
梯分界线，位于动物地理区划东洋界和
古北界的过渡带，已知该区域分布有川
金丝猴、雪豹、羚牛和珙桐、红豆杉等
8000余种野生动植物。

地质地貌最复杂。大熊猫国家公
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
秦岭五大山系，南北和东西跨度都近
600公里，海拔高差近6000米，是全球
公认的地貌最复杂地区之一。

人为干扰活动最频繁。大熊猫国
家公园区域人类活动可上溯至先秦时
期，四川片区涉及7个市（州）、20个县
（市、区）、110个乡（镇），现有户籍居民
4.25万人，过去的数十年以采矿、水电、
旅游等为主的资源依赖型、消耗型开发
活动强度大。

资源资产构成最复杂。大熊猫国
家公园区域内集体土地5490平方公
里，占公园总面积25%。国有土地及其
附属资源资产由国家、省、市、县各级政
府及主管部门分别或交叉行使所有权
和管理权。

张绍军表示，这些特点，既增添了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独特魅力，也带来了

许多困难和挑战。

设置巡护线路663条
今年已开展巡护8万余人次

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四川
省迅速从体制试点转入全面建设。近
一年来，主要就强化依法依规管控、稳
妥化解历史问题、保护修复自然生态、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及推进地方协调发
展开展工作。

在强化依法依规管控方面，印发
《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办法》，出
台加强四川片区建设的意见。将《四川
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列入省人
大、省政府2022年立法制定类计划，目
前正有序推进。配合国家林草局优化
完善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正
同步编制空间布局、生态修复等专项规
划。省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大熊猫国家
公园生态法庭，多地探索组建大熊猫国
家公园警察大队或片区警务工作站。

在稳妥化解历史问题方面，坚持先
立后破、顺向改革，实事求是清理退出
公园内小水电，加快矿业权清理进度。
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矿业权分类退出办
法，自然资源厅印发具体方案，计划
2022年底全面清理退出194宗矿业权。

在保护修复自然生态方面，加强大
熊猫重点生态廊道和野化放归基地建
设，保护修复大熊猫栖息地26.56平方
公里，雅安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
修复项目入选国家示范工程。设置固
定巡护线路663条，今年已开展巡护8
万余人次，监测到野生大熊猫影像724
次。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建成大熊猫小
种群复壮研究开放实验室、放归基地、

野外科研观测站等5个，新（改）建保护
站点41个，安装标准化多功能智能界
碑、界桩745个。

推进地方协调发展，探索共建共管
机制。县级管理机构与村社、居民等建
立40个共建共管委员会，就地选聘国
家公园管护员1893名。年度兑现非国
有公益林补偿资金7463万元，启动了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保险试点。

着力实施“四个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

张绍军表示，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正
式设立一年，四川管理局将着力实施

“四个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
护，高质量建好大熊猫国家公园。

着力实施完整保护，推进栖息地连
通成片。坚持生态笫一、保护优先，结
合自然生态系统演替和地带性分布规
律，采取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恢复为辅
的生态措施，加快推进大熊猫栖息地连
通成片、变零为整，为种群间交流创造
有利条件。

着力实施规范保护，强化统一保护
统一管理。按照中央批复的方案，规范
设置大熊猫国家公园各级管理机构，高
效顺畅推进建设和管理工作。积极探
索，先行先试，加快四川省大熊猫国家
公园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构建权责明
确、监管有效的资源环境执法体系。

着力实施科学保护，切实发挥科研
引领作用。把科研作为引领大熊猫永续
保护的关键性基础性工作，加强专业科
研机构、队伍、人才的建设与交流合作。

着力实施协同保护，促进生态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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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设置的界桩。

大熊猫在人工饮水点饮水。资料图片

大熊猫国家公园
四川片区

基本完成勘界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