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霁月）5月
30日，记者从四川省档案馆获悉，在
第十六个“6·9”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
之际，四川省档案馆以“奋进新征程
兰台谱新篇”为主题，推出“百千万”
系列活动，以“百馆联展、千人读档、
万档惠民”为载体，推出形式多样、互
动性强的一系列精彩活动，满足公众
多样化文化需求。

“百馆联展”联合长江黄河流域省

级综合档案馆共同举办“江河奔腾 红色
追寻”——长江黄河流域红色珍档联
展，汇集长江黄河流域地区百余个档案
馆、单位300余件红色珍档。展览将于6
月9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同步揭幕。

“千人读档”第二季全新升级，联合
党史、网信部门举办“百年辉煌·十年巨
变”——“我们的四川记忆”主题短视频
大赛，开辟短视频和读档视频两条赛

道，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讲述党史故事、
档案故事、发展成就、奋斗精神，凝聚起
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能。6月5日，优秀
视频将在“学习强国”四川学习平台、兰
台之家启动展播，大赛视频征集将持续
到10月。

“万档惠民”联动全省各级综合档
案馆，推动馆藏档案有序依法开放，推
进民生档案跨馆利用服务，开展“档案
馆开放日”，举办主题展览、视频展播、

文献出版、开设“云课堂”等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推出一批档案精品力作进基
层。6月6日在泸州举办“万档惠民”进
基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此外，省档案馆还将发布档案编研
成果、档案文创产品，开展重大活动档
案接收进馆、推出档案解谜有奖答题等
精彩活动。据悉，“6·9”国际档案日期
间，全省各级综合档案馆共推出442项
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6·9”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

四川各级档案馆将向公众开放442项活动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成博 吴晓铃）5月30日，省文物
局召开全省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专题部署会，部
署开展全省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以下简称“专项

行动”）。
专项行动开展时间为今年5月至11

月，分为动员部署、隐患排查、隐患整治
和总结提升4个阶段，重点从安全责任
落实、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地安
全管理、经营活动管理等9个方面开展

隐患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开展期间，各地要对本

区域不可移动文物、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考古发掘工地、文物保护工程等进
行全面检查，逐一梳理问题，建立重大
事故隐患整改清单，针对隐患逐一整改

销号，实行闭环管理。省文物局将采取
“四不两直”、明察暗访、专家指导等方
式，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进行
抽查检查，对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实施
跟踪督察、主动约谈、公开曝光，直至整
改到位。

今年5月至11月

四川开展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

5月18日，经省政府同意，省自然资
源厅印发了《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这是四川省首次出
台市场化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的指导性
文件，对于加快美丽四川建设、助推高
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社会力量如何参与生态保护修
复？5月30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
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邓斌、省林
草局二级巡视员黎治福出席并对上述
问题进行了解答。

谁修复谁受益
谋划打造一批社会资本参与示范项目

生态保护修复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举措，近年来，全省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四川生态
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重点修复区域
大多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修复进
展缓慢。

为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生态保护修
复，加快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四川出台《实施意见》，包
含总体要求、重点领域、参与机制、支持
政策、保障措施5大部分。

邓斌介绍，《实施意见》主要内容
可总结为四个“坚持”，坚持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
坚持公开公正、保障权益，坚持协调推
进、改革创新。在“四个坚持”之下，
《实施意见》要求政府发挥规划管控、
政策扶持、监管服务、风险防范等作
用，推动建立“谁修复、谁受益”的生态
修复市场化机制。

据了解，《实施意见》发布后，省自
然资源厅、省林草局将推动形成良好工
作机制，积极做好指导、协调、监管工
作，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共同推进全省生态保护修复市场健康
发展，保障《实施意见》落地生效。

同时，谋划打造示范项目，充分发
挥政策性银行、金融机构、省属平台优
势，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毗邻地区、
成都平原、安宁河流域等地谋划打造一
批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示范
项目，形成可在全省推广的经验模式。

生态保护修复
可参与四个方面包括一批国家示范工程

社会资本可以参与哪些领域的生态
环保修复？邓斌介绍，目前，鼓励和支持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领域
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农田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城镇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等4个方面。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方面，聚焦
重大工程，如目前正在推进实施四川黄
河上游若尔盖草原湿地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国家示范工程。

农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方面，聚焦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正在积极推进自
然资源部和省政府部署的41个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试点，以及目前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安宁河流域、主要交通干
线沿线、地震灾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的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探索实践。

在城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方面，在
成都、遂宁、德阳、绵阳等市开展了公园
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县城）、森林城市、
海绵城市、城乡人居环境等试点建设，
探索试点建设的实施路径。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聚焦历史
遗留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地质灾害隐患治理、绿色矿山建
设等内容，例如当前正在推进大熊猫国
家公园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国家
示范工程以及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清
零行动，同时还在攀枝花市、马边县、会
理市等地开展绿色矿山示范区建设。

邓斌表示，在推进以上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建设过程中，要统筹发展生态农
（林）业、生态旅游、休闲康养、自然教
育、清洁能源等生态产业发展，积极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

林草生态保护修复
可参与四个方面

林草是重要的自然资源，黎治福透
露，结合四川实际，社会资本可重点在
四方面参与林草生态保护修复。

参与国家储备林建设。四川省林
草局将储备林建设作为推动林业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任务，同时积极引导和鼓
励和支持国有平台公司包装、建设国家
储备林，引导和支持其他社会资本与国
有平台公司合作共建储备林。对于参

与建设储备林的企业，将采取通过贷款
贴息、中央财政森林保险保费补贴、以
奖代补等方式进行支持。

参与天府森林粮库建设。四川省
林草局正在制定天府森林粮库建设行
动方案，研究确定重点任务、发展布局
和政策措施，社会资本可密切关注并结
合实际参与森林粮库基地建设。

参与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四川省
林草局正在研究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权
政策，同时积极鼓励支持社会企业、集体
经济组织、原住居民，在大熊猫国家公园
一般控制区和有条件的国家公园入口社
区，开展生态体验、自然教育、产品展销
等特许经营活动，共同建设高品质、多样
化的生态产品供给体系。

参与发展林草碳汇。据悉，四川省
林草局将积极探索通过碳汇权益确认、
碳汇林特许经营、碳排放抵消、颁发碳
中和证书等办法措施，健全各类社会主
体和资本参与林草碳汇项目建设机制，
促进林草碳汇项目高质量发展。

明确重点规范程序
强化全生命周期监管

让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社会资本主
体获得应有的受益和一定份额的产权激
励是制定《实施意见》的重要考量，邓斌
介绍，社会资本参与其中，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受益，包括指标收益、剩余资源利用
收益以及自然资源开发权益激励等。

与此同时，生态保护修复政策性
强、业务面广、所需资金量大，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尤其是四川省地处位于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生态地位突出，生
态修复实施区域往往本底脆弱、破坏容
易恢复难，对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性、
系统性要求更高。

“对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
复，我们一方面是鼓励支持、做好保障，另
一方面需要强化全方位全要素规范、全生
命周期监管，确保生态建设取得实效。”邓
斌表示，在《实施意见》中通过明确参与重
点、规范参与程序、建立负面清单、协同信
用监管等四个方面对规范社会资本参与
生态保护修复的行为进行规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明确参与重点、规范参与程序，建立负面清
单，协同信用监管

自然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
统、矿山生态等4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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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该怎么落实

可获得哪些收益

新闻发布会现场。 图据川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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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详解社会力量如何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