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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11 月 3 日上午，成都市金牛区绿化
再生资源利用基地生产车间里，摆放着
的枯枝落叶粉末散发出阵阵木质清香，
这些粉末是由工人们用破碎机处理而
成，经过压制、发酵等加工程序，粉末将

“变废为宝”，成为燃料棒、有机肥料或
淤泥中和剂，送至燃烧厂、园林、淤泥厂
等地。

这是一种新的“绿色垃圾”处理方
式。“淤泥经过中和酸碱度后再排出，对环
境更友好，用落叶做成的燃料棒可以有效
减少颗粒物排放、氮氧化物排放、二氧化
硫及二噁英等有毒有害物质，确保不对周
边环境产生环境污染。”金牛区绿化再生
资源利用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午后，眉山市东坡城市湿地公园里，白
鹭成群，大片的芦苇、蒲草在风中尽情摇
曳，清澈的湖水下，苦草、水蕴草等植被直
立水中。公园里各类植物景观带给人视
觉清新的体验。这片 3500 亩左右的湿
地，在城市中起到了净化生态、保护生物
多样性等作用。

这两个镜头，是成都、德阳、眉山、资
阳四地探索生态价值有效转化的缩影。

同一片蓝天下，成德眉资四地如何开
展生态共建、环境共治？11月3日、4日，

“共筑高品质生态圈 共绘都市圈蓝图”媒体
行活动走进成都都市圈寻找答案。

以绿色打底促产业升级
四地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我们基地每年可处置利用绿化废
弃料约10000吨，产出相关衍生产品约
4000吨。这种用‘生态办法’解决‘绿色
垃圾’的新路子，带来了社会经济‘双收

益’。”金牛区绿化再生资源利用基地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有毒有
害物质的排放，有利于净化生态环境，提
升空气质量。

不仅是金牛区，在成都都市圈，成
德眉资四地在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
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生态价值有效转化
的路径。

11月4日，采风团从眉山市出发，驱
车142公里，到达资阳市乐至县现代蚕业
产业园，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桑树园。

乐至蚕桑有着1500年的悠久历史，
如何助推产业迭代升级？绿色低碳是其
中的关键。“我们采用机械化、智能化养
殖，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蚕
沙堆肥还田等新技术，削減单质化肥和
农药使用量30%，实现了绿色、有机、生
态，着眼可持续发展。”该产业园相关负
责人说。

转型升级的不仅是乐至县。德阳绵
竹市的清平镇原本是一个因矿而生、因

矿而兴的小镇，2017年，小镇开启转型
之路。

五年来，清平镇摇身一变，建成小火
车观光环线、七个旅游综合体，全镇吃上

“旅游饭”的商户从8户增至200余户，建
景区、增产值、创业态，绿色打底，小镇开
启转型升级“加速度”。

“我们把全镇当作一个景区来规划，
把村庄当作景点来设计，把庭院当作花
园来改造。”清平镇相关负责人说。

纵观德阳全市，近年来加大了重点
行业智能化、清洁化、低碳化改造力度，
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以绿色打
底，树立城市竞争新优势。

从各自发力到协同共治
四地携手构建绿色生态发展格局

眉山市青神县，有一座以竹为主题
的竹林湿地公园。公园以竹林景观为基
底、以东坡文化和竹文化为背景，以青神
竹编为特色，汲取中国古典园林之精髓，

融入川西园林风格。
“整座公园通过汇集农灌尾水引入

湿地，经过生态净化后排入自然水域，对
修复河岸植被生态环境、提高水域生态
指标、改善水质等起到了积极作用。”该
公园相关负责人说。

德阳绵竹市以大熊猫国家公园设
立为抓手，完善生态保护机制，启动大
熊猫国家公园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同
时，精细开发特色种植业，培养特色农
产品，发挥生态功能，放大生态优势，坚
持农业强基。

近年来，成德眉资四地从各自的特色
资源禀赋入手，开展了多元化的绿色探索。

从各自发力到协同发展，2021年，随
着成都都市圈建设的提速，成德眉资四
市“抱团”聚力，在大气治理、生态建设、
污染防治、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开
展了诸多合作，有力地助推了生态环境
同城化、一体化发展。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展开建立成
德眉资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探索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联治的科学路径等工
作，进一步促进成德眉资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

四地不仅在生态共治上发力，也在
生态共建上加速。成德眉资共建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培育打造同城化绿色发
展示范区，资阳乐至县的特色花卉苗木
将被运至龙泉山种植，丰富龙泉山生物
多样性。据悉，资阳市部分区域将作为
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协同区，打造
资阳（乐至）苗木花卉繁育基地，为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提供苗木花卉。

类似互动在未来将有更多呈现。
据了解，成都都市圈将构筑多层次、

网络化、功能复合的生态空间格局，开展
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一起探索生态价值
转化之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金融科技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
展？如今，这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话题。

11月5日，“第五届国际金融科技论
坛”在成都市温江区开幕，来自全球150余
位顶尖的政、产、学、研界重磅嘉宾再次聚
首蓉城，围绕“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主题，剖析中国经济、金融、科技的发展新
方向、新赛道、新趋势、新路径。本届论坛
为期两天，通过10余场活动，呈现一场精
彩绝伦的金融科技盛宴，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力。

前瞻视野：
金融科技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如今，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
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

各与会专家经多轮探讨，一致认为
金融科技以其融合性、精准性、交叉性和
开放性的特点，成为提供金融支持、撬动
资本市场、科技创新的关键，能有效服务
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助力做强先进
制造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数字中国”。
2022年是我国数字经济全面发力的

一年。“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

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
与会专家表示，基于此背景，举行本

届论坛是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
下，全球金融专家共同回顾金融科技创
新历程，探讨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展望
科技在帮助金融服务实体，防范金融风
险，构建数字中国、绿色中国的精彩前
景，对于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有重要意义。

多元视角：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在论坛开幕式上，经济学家们带来
超前观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黄益平围绕“大科技信贷与货币政
策传导”，深析发展普惠金融的意义；上
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
德从全球金融新格局视角，论述了如何
应对新挑战，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维护金
融稳定。

成都市副市长林楠在开幕式上表
示，成都延续千年“交子”金融的创新基
因，不断深化金融领域创新改革，金融科
技专项排名全球第22位，位居中西部第
一，并相继获批数字人民币和金融科技
创新监管试点。当前，成都把握成渝共
建西部金融中心等重大历史机遇，深入

实施金融产业建圈强链五大行动，温江
区正与西南财经大学携手共建天府商务
服务区，着力为企业提供高品质“地方＋
高校”“线上＋线下”“政务＋商务”服
务。全市上下将大力探索金融科技服务
实体经济新模式，全力构建金融科技“一
流创新生态”。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指出，当前，
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规模正处于持续扩张
时期，需要依托教育、科技、人才等的系统
联动，需要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和科技
前沿紧密衔接，需要与创新链产业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近年来，西南财经大学主动
融入并搏击金融科技浪潮，实施“建设新
文科、引领新财经、创造新优势”战略实
践，通过建设“数字经济与交叉学科研究
院（园区）”“家庭金融数据池”“大数据研
究院”“金融科技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新型
创新平台，打造沉浸式科研与育人场景，
学科经济学与商学等4个学科进入ESI全
球前1%，在我国财经高校中并列首位，为
推动学校财经特色鲜明世界一流大学与

“数字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四大看点：
开创性技术催生新业态

论坛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论坛在
以往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今年呈现四大

新看点。
第一大看点是11月 5日开幕式上

首次发布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金融科技
系统和平台，包括AI工程化KubeAI平
台、Quant Plus量化分析平台、企业风
险智能识别与预警系统等，这是西南财
经大学首次向业界展示财经高校的技
术“硬实力”，将为金融科技行业带来新
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助力企业数字化
转型。

二是当天第五届“成都八零全球金
融科技产品设计与研发大赛”正式开
赛，全球8所顶尖高校的大学生赛队再
次集结蓉城，大赛将进一步深化产学
研合作，聚焦“新财经”人才培养，创新
将大赛各项内容标准化，创新人才培
养方式。

同时，在当天举行的数字经济赋能
金融科技创新论坛上，冰鉴科技、道客
DaoCloud、宽邦科技等金融科技企业创
始人展开对话，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对企
业信用评估的推进、AI赋能投资等话题，
探索数字经济发展新方向。

此外，11月6日举行的校长论坛，首
次由闭门转为开放会议。由西南财经大
学搭台，邀请国内主流的16所高校校长、
院长共同研讨、分享高校人才培养新模
式、新经验、新方法。

绵竹清平镇转型发展。王平 摄

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携手构建绿色生态发展格局……

看成德眉资协同发展共绘生态圈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第五届国际金融科技论坛在成都温江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