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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翠云 两千年见树如面
封面新闻联合四川省川剧院，推出XR沉浸式新闻情景短剧

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习近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 实习
生 倪珉）8月14日，四川省公安厅召开

“护航国家生态安全 助力美丽四川建
设”主题新闻发布会，对五年来全省公
安机关保护生态环境和服务保障美丽
四川建设情况进行通报。

四川省公安厅森警总队政委文珺

介绍，2018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立案
办理破坏生态资源类案件1.3万余件，移
送起诉1万余件、1.5万余人，其中侦破部
督案件39件、厅督案件294件。

文珺指出，四川公安深化跨部门
跨区划协作，积极联动大熊猫国家公
园管理机构开展川陕甘毗邻地区警园

合作，服务国家公园建设，联动重庆市
森警部门召开川渝毗邻地区公安机关
森林防灭火警务合作现场会，各地公
安创新性开展了阿坝“生态警务”、甘
孜“林草警务”、雅安“熊猫警察”、达州

“巴山生态义警”等警务模式，构建生
态大保护格局。

在情景短剧中，四川省文联主席、
四川省川剧院院长、著名川剧表演艺术
家陈智林，携手剧院青年演员张浩、尹莲
莲、杨鸿宇、张芮钒，穿越千百年前，还原
了宋、明、清时期，蜀道翠云廊大规模植
树、护路的盛况，阐述了古蜀道及柏树的

意义。陈智林感慨：“对于翠云廊古柏的
保护，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
代表性传承人，陈智林非常重视传统文
化的推广与发展。“我经常说，我们的今
天就是明天的传统。蜀道文化、川剧文

化皆是具有丰富历史价值和深厚文化
内涵的传统文化。我们要与现在的科
技对接，与新的审美情趣对接，为传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今天，8月15日，是我国设立的首个
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剑门雄关青山间，古柏依古道，“翠

云”亭亭如盖。
在首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采编团队走进蜀道翠
云廊，寻访一段传承两千多年的生态传
奇。借助XR（扩展现实）技术建构三维
场景，联合四川省川剧院用川腔蜀韵演
绎历史故事，古今对话、沉浸感悟，推出
了新闻情景短剧《蜀道翠云 两千年见树
如面》这一特别策划。

古蜀道植树，始于两千多年前的秦
汉时期，绵延至今。

古蜀道翠云廊现存古树超过两万
株，其中剑阁境内有古树7803株，其中
古柏7778株。古柏平均树龄1050年，最

“年长”的树龄约2300年。
这是全世界存世时间最长、面积最

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
7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翠云廊古蜀道，他听取古蜀道发展历
程、翠云廊整体情况介绍，沿古道步行
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
柏护柏情况。

千年蜀道满眼绿，一枝一叶总关
情。蜀道翠云廊的形成，得益于历朝历
代的制度和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

千百年来，翠云廊沿线百姓和官
员，都将植树护路当作使命。其中，官

员“交树交印”更形成了制度。
史载，从明代开始，剑州州官在交

接任时，就要相互清点古柏数量，把古
柏的保护情况作为一项政绩来考核。
此后，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任，都要核
查清点当地古柏存活、生长等状况。

这一特殊的“离任审计”做法，传承
至今。如今，剑阁县的每任县长离任
时，也要对古柏进行清点、移交。党的
十八大以来，当地已完成两任县长的古
树离任交接，并把交接责任人的范围，
扩大到乡镇长和林业保护站站长。

悠悠古柏，见树如面。
行走在青苍林间，我们仿佛能听到

千百年来人们挥锹植树的声响，见到人
们待树如待亲朋的画面。这不正是中

华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
写照吗？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建
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突出位置，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

2022年，剑阁县全年优良空气天数
358天，森林覆盖率超过52%。出类拔
萃的生态本底，不仅带来了宜人的环
境，更打开了“两山”转化通道，各种生
态物质产品、生态服务产品以及生态文
化产品融合发展。

三百里程十万树，翠云廊记录历史的
古柏年轮，正镌刻下美丽中国的新画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幕后故事

短剧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还
原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兴元府
（汉中）褒城知县窦充上书请求的场景。

其中，视频中的“自凤州至利州，剑
门关直入益州道路，沿官道两旁，每年
栽种地土所宜林木”文字，由书法家何
开鑫亲笔书写。他表示，在完成这部分
时，主要以唐代书法家李邕李北海的行

书风格为底，并融入宋代书法家米芾的
行书风格，以及苏东坡书法尚意的特
点。

采访中，何开鑫从书法角度畅谈自
己对蜀道的理解。“如果说巴蜀文化源
远流长，那么蜀道文化就是巴蜀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何开鑫看来，蜀道

“难”，难在人的一种感受和想象。“如果

你不想去，什么东西都会难倒你；你如
果想去，那什么也难不倒你，即使是蜀
道，也不为‘难’了。”时光流转，现在的
蜀道早已不是从前“不与秦塞通人烟”
的模样，“两千多年前栽种的古树古柏，
已形成了我们心里美丽的古蜀道风
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书法家何开鑫：
古柏已成为美丽的古蜀道风景

四川省文联主席陈智林：
用更多途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各地加快推动
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更生态环保：
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顶着高温，记者近日走进成都
大运会运动员村生活服务中心，这
里与户外连通，并无空调，却感到阵
阵清凉。原来，建筑采用了中国传
统技艺“冷巷”——在没有空调的古
代，工匠们设计出一种独特的建筑
构造，能产生自然通风的效果，从而
为建筑降温。

“‘冷巷’的物理原理是气流在
穿过一个由宽变窄的区域时，流速
加快形成负压，从而带来更多室外
气流，带走更多室内热空气和湿
气。”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建筑设计师卢义修说，这处“冷
巷”建筑总面积1400平方米，不开空
调情况下每年节电约70000千瓦时。

此外，采用雨水回收系统、应用
发电玻璃……承担成都大运会赛事
和配套服务的场馆彰显着绿色环保
理念。

这是我国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
活方式的一个缩影。烟囱口不“冒
烟”，建筑群像花园，位于杭州市余
杭区的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山
就势，打造花园式智慧化工厂，厂区
建筑与周边山色和谐共生……

更节约低碳：
产品和服务创新助力绿色生活

在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新能
源交通工具，是人们践行“绿色出
行”的生动注脚。

成都大运会龙泉赛区配备了50
辆“龙泉造”氢燃料车。“氢燃料车零
污染、具有更快的加氢速度、能源利
用率更高，在长途运营中具有更长
的续航能力。”成都市龙泉公交有限
公司技术管理部部长张松松说，
2019年至今龙泉驿区共投放70辆氢
燃料车，均由本地整车制造企业生
产制造，“氢燃料车为市民提供更环
保的出行选择，还有助于减少空气
污染。”

在深圳，公交、巡游出租车、网
约车电动化率达到100%，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超80万辆，2022年起至今
新车电动化渗透率持续超60%；在浙
江，新能源汽车加速下乡，新能源船
舶扩大应用，2022年电能占浙江终端
能源消费比例超38%。 据新华社

五年来四川公安立案办理破坏生态资源类案件1.3万余件

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记者近日走访各地发现，城市中
的场馆建筑更加生态环保，人们
衣食住行等场景中的产品和服务
更加节约低碳，碳账户平台引导
形成全社会减排良好氛围……随
着节能降碳实践持续开展，人们
绿色生活底色更足。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