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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地处川滇藏甘青
交界地区，生态地位突出、自然资源丰
沛、民族文化多彩，在全省生态安全格局
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筑牢长江黄河上
游生态安全屏障，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如
何扛起“上游担当”？

5月22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
“五区共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专场，邀请阿坝州、甘
孜州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的相关做法以
及取得的经验成果。

甘孜州
出台“四个最严”制度

自然保护地数量居全省第一

“我们采取以创促管、以创促治、以
创促融、以创促建的四条措施，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加快成势。”甘孜州
政府副州长何小平说。

甘孜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长
江、黄河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水量补给
区和“中华水塔”重要组成部分。何小平
介绍，甘孜州始终把生态法治建设放在
第一位置，颁布实施四川省首部生态环
境保护地方性法规——《甘孜州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出台森林资源管控“四个
最严”制度，切实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
态环境。

同时，甘孜州主动扛起“上游担当”，把
长江经济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倒性任
务来对待，严格落实四级河湖长制、林长
制、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工作，织密水生态、
森林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大网，全州生态
环境逐年向好，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
续21年保持“双增长”，总量居全省第一。

“我们还科学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双评价’，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城
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高效统筹发
展与保护关系。”何小平说，甘孜州已建
设各类各级自然保护地81个、5.53万平
方公里，数量和面积均居全省第一。

阿坝州
遏制沙化涵养水源

草原生态状况逐步得到提升

发布会现场，阿坝州委常委、州政府
常务副州长许磊分享了一组数据：2022
年，阿坝州完成营造林41.5万亩、禁牧

2000万亩、草畜平衡3765万亩，全州林
草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85.6%，湿地面积
达到881万亩、占全省的47.7%；环境空
气质量稳居全省第一名，国省水质考核
断面首次实现全域Ⅱ类标准以上，水环
境质量位列全国前列。

这份成绩背后，离不开阿坝州开展
的系列举措。“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围绕筑牢黄河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目标，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黄河干
支流治理、防沙治沙、减畜增收等方面，
探索出了一系列方法举措和相关的经验
做法。”许磊说。

加强岸线流域治理，全面推进“增水
减沙”。阿坝州启动实施黄河干流若尔
盖段应急工程和白河、贾曲河等支流治
理项目，综合治理河道33.7公里，项目的
建成有效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沙地采取设
置高山柳沙障，混合种植披碱草等高原

适宜的草种，同时配套围栏禁牧、巡护管
理等措施，确保黄河上游沙移现象减小，
逐步转化为半固定沙地，高效遏制了沙
化、涵养了水源。”许磊介绍，2020年以
来，阿坝州累计完成沙化治理及巩固21
万亩，沙化土地呈现由重度、中度向轻度
转变的良好趋势，草原生态状况和生产
功能逐步得到提升。

此外，阿坝州还加强过度放牧治理，
全面推进“增草减畜”，精准核定天然草
原理论载畜量和实际载畜量，科学制定
草原超载过牧减畜实施方案，扎实推进

“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持续加强草原保
护管护体系建设，2020年以来，沿黄四县
载畜量持续下降。

若尔盖
先行先试不等不靠

全力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若尔盖国家公园所在区域是全国三

大草原牧区之一，也是阿坝州正在全力
推进建设的五大国家公园之一。现场，
许磊介绍了若尔盖国家公园的相关建设
情况。

若尔盖国家公园地处我国“三大自
然区”的交错过渡地带，横跨四川、甘肃
两省，孕育着75%以上的青藏高原特有
高等植物，也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高原泥炭沼泽，是水循环、碳
循环的“交融场”“动力池”，是反映黄河
上游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晴雨
表”。公园创建区总面积1.38万平方公
里，其中四川片区8336平方公里，占国家
公园总面积的60.28%，均在阿坝州境内。

“我们坚持先行先试、不等不靠，围
绕创建区内湿地生态修复、土地沙化治
理、水生态保护修复等10大类任务，部署
了黄河干支流水生态保护修复、黑河湿
地生态修复等17项工程，确保国家公园
建设有规可循、有序推进。”许磊说。

同时，阿坝州大力推广“轮牧、圈养、
补饲”三结合模式，将过去自由放牧改为
适时适量放牧，有效减少草场内牲畜践
踏破坏和牧草浪费，形成了“牧区增绿、
牧业增效、牧民增收”的典型经验。

许磊介绍，阿坝州还多措并举推进
“治沙还湿、种草还湿、填沟还湿、限牧还
湿、控鼠还湿”等一系列工作措施，推动
公园湿地扩面提能。目前经过测算，公
园范围内的花湖湿地水位已上升了52厘
米，湖泊面积扩大了435公顷，白尾海雕、
大天鹅、斑头雁等相继在园区安家落户，
动植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成都双年展又要来了！
5月22日，记者从2023成都双年展

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次展览将于7月
16日在成都美术馆开幕，展览持续至11
月，全程对公众免费开放。

据了解，本届双年展以“时间引力”
为主题，旨在表达“时间”是瞬间与永恒
的辩证。展览分布在成都美术馆A、B区
（成都天府美术馆、成都当代艺术馆），由
9个展览板块构成，分别是：瞬间永恒、瞻
星成梦、存在遥望、空间感知、凝视之思、
未来考古、大地回声、心之所向、星链计
划。本次展览总展陈面积2.3万平方米，
一共将展出241位来自26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国内外艺术家的489组/件艺术作
品，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丰富的

艺术形式。他们之中既有国内知名的一
线艺术家，如何多苓、隋建国、徐冰、袁运
生、周春芽等，也有国际知名艺术家，如
大卫·霍克尼、格哈德·里希特、玛丽娜·
阿布拉莫维奇等。

9大板块展示历史与未来

本次展览总策展人、广东美术馆馆
长王绍强在现场详细介绍了9大展览板
块的信息。例如“瞬间永恒”板块试图在

“瞬间”“过程”“数字化”三个维度中，以
国内外当代艺术中的经典作品为案例展
开对主题的回应；“瞻星成梦”板块将讨
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术对于天体的探
索，人类太空知识的进展对艺术的影响
与改变，以及艺术家们为什么对仰望星

空情有独钟；“未来考古”板块线索之一
是以宏观、历史性的态度，以人类文明的
遗址与非物质的活化为背景，建立虚拟
与现实、当代与古典艺术的“对话”。

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还在于与主
场馆展览联动举行的25个双年展平行
展，在全城各个艺术机构一同展出，大量
的公共美育活动、讲座等也将在开展后
陆续推出。同时，本次双年展有许多青
年艺术家参展，这些青春的面孔将为成
都双年展带来新思想与创意。

一批重磅艺术作品将首发

王绍强介绍，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有
相当一部分作品是艺术家专为本次双年展
而制作的，所以许多作品算是全球首发。

知名雕塑家隋建国作为本次双年展
艺术家代表，出席了媒体通气会。他告
诉记者，针对本次展览的主题“时间引
力”，他将向社会公众展出自2008年以来
创作的与主题相关的、制作规模最大的
一件作品。

本次参展艺术家、成都市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魏葵则表示，他将结合成都市
近年来的“城市更新”，将民生项目通过
艺术表达的形式，带动年轻群体对城市
和社会的关注。“届时还有可能会将曹家
巷的一个手工艺人请来展区，他作为曹
家巷的一个生活片段出现，非常具有在
地性和当代性特征，让整体展陈的互动
性和场景感更强。”魏葵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赖芳杰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五区共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扛起生态屏障“上游担当”

2023成都双年展7月16日开幕
展览由9个板块构成，将一直持续至11月

▲若尔盖是黑颈
鹤最重要的繁殖
地。（资料图片）

◀ 2012年8月7
日，阿坝州若尔
盖县花湖风景
区，迎来不少游
客。（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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