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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变清泉、老工业重镇“清”装转型……

四川高质量发展“绿能”澎湃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保护绿色生态底色、加快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10月16日至21日，中宣
部组织开展了“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四
川主题采访活动，记者跟随调研团走进
成都、德阳、绵阳、自贡、内江等8座城
市，看四川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
本底。

污水变清泉、智慧水循环系统
科技赋能保护良好生态本底

走进成都桂溪生态公园，高低起伏
的浅丘、绿树碧水的风景让人神清气
爽。这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有益探
索。

不只看上去很绿，这里处处还有
“智慧”，绿道上的灯杆能通过智能物联
网接入大数据中心平台，实时监测和控
制现场环境，例如动态调整灯光亮度
等，更加节能省电、低碳环保。这里还
是一个集海绵城市、多元水景、多样景
观、市民交流活动和应急避难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绿色平台。

公园旁清澈的锦城湖，也藏着不少
“秘密”。为了保证锦城湖的水量与水
质，这里的水源主要采用雨水收集和市
政给水补充。同时，湖内大量补植水生
美人蕉、芒草等形成多样化生态，有效
强化了岸线的自净能力，从而构筑起城
市良性水循环系统，改善区域内的水环
境质量。

几百公里以外的内江，当采访团走
进深秋的谢家河湿地公园，看见这里环
境清幽，河岸旁一股“清泉”从错落有致
的假山间流淌下来，形成一个小型瀑
布，流进谢家河里。很难想象，这股“清
泉”的前身竟然是生活污水。

沿着公园步道向上行走百米左右，
这里是谢家河再生水厂，也是“活水”的
源头。该厂自2021年7月投运以来，已
累计产出再生水共计约700余万立方
米。经过处理后的再生水，一方面作为
生态补水回补到附近的谢家河，另一方
面回用于公共建筑的厕所冲洗、城市路
面冲洗、绿地浇灌等。再生水的广泛利
用，替换了大量自来水，节约了优质水
源。

这都是四川生态保护的缩影，翻看
今年成绩单可发现：目前全省森林覆盖
率达到40.26%，全省537个河湖评价健
康率达到90％以上，203个国考断面水
质优良率达99.5%。

世界动力电池之都、中国绿色氟都
老工业重镇“清”装齐上阵

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清洁能源大
省，四川明确提出到2025年，四川水

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38亿千瓦以上，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89%左右。四川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高
质量发展目标，剑指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底气何在？

在“重装之都”德阳，记者团听闻了
一组引以为傲的数据：全国60%的核电
产品、50%的大型电站铸锻件、40%的
水电机组、30%的火电机组、16%的风
电机组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年产量世
界第一。2022年，德阳市清洁能源装
备产值达650亿元，占全市装备制造业
产值的43%。

“清装”发展的耀眼成绩，离不开德
阳60多年积淀的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做

支撑。今年3月，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
轮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
G50燃气轮机在广东清远投入商用，填
补了我国在能源动力领域的空白，让

“卡脖子”难题成为过去式。
一同发力的还有宜宾，当地正在积

极布局动力电池产业，将实现从“中国
酒都”到“中国动力电池之都”的华丽
转变。

作为全球首家电池零碳工厂，位于
宜宾三江新区的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项目规
划10期，预计总投资560亿元，其项目
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级的锂电池制
造基地。目前，宜宾已引进动力电池上

下游相关项目120余个，总投资超2700
亿元，达产年产值超6000亿元，初步构
建形成集研发、生产、检测、标准、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于一体的四
川万亿级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核心区。

而作为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老工
业城市，自贡则是深入地下继续挖掘盐
卤资源，让传统工业“老树长新芽”，奋
力打造“中国绿色氟都”。

为什么会发展氟硅材料、新能源材
料与精细化工？自贡沿滩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怀和解释了其
中的“奥妙”：氟化工、新能源材料需要
用盐卤和天然气为原料，自贡目前境内
可探明盐卤资源达175亿吨。从盐卤到
氟材料再到终端产品，一条“绿色”的产
业链已在大家脑海中浮现。

产业转型“蝶变”的新动能、新活
力、新思路，让这些老工业城市正在打
开更多发展新路径。

“果+渔”产业融合发展
绿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生态优先，不能只保护不利用，而
是要创新转化机制，同时做好环境承载
的“减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加法”。

在成都市新津区的天府农业博览
园，农博魔方的LED人工光植物工厂，
让这里的奶油生菜、小白菜等品种郁郁
葱葱，长势良好。该工厂利用农业智慧
系统，对植物生长的“温、光、湿、水、气、
肥”进行选择性控制，给植物“定制阳
光”。同时通过AI智能机器人种植、管
控，实现农作物多层栽培，是传统种植
方式效率的100倍。

在内江资中县的中国橙堡鱼乡融
合发展示范园内，记者目之所及皆是一
片青翠，不少拳头大小的血橙沉甸甸地
压弯了树枝。

这个园区最大的特色便是“种养循
环”。资中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赖永辉
指着山下一口口圆形的高位养鱼池说，
园区创新“果+渔”产业绿色融合发展
模式，将血橙标准化种植与高位池养殖
深度融合，养殖产生的排泄物通过固液
分离、蛋白质分离、杀菌增氧等处理发
酵后作为有机肥供果树使用，净化后的
水再次用于渔业养殖或浇灌血橙，有效
解决了渔业提质增效与水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

目前，园区引进了农业业主14家，
解决了800余名村民的务工问题，年产
值达1亿元，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及生态效益的有效统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摄影报道

“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两镇”，国道
G246串起四川遂宁市安居区磨溪镇和
重庆潼南区花岩镇。10月21日，“高质
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走进遂潼涪江

“三创”中心，调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中的两个城市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

四川遂宁、重庆潼南两地同处成渝
发展主轴，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经济相
连、产业互补，具备坚实的合作根基。
随着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的
加速推进，全域一体、毗邻突破、平台共
建、产业协同的一体化发展新探索、新
格局正在这片土地上生动展现。

去年12月3日上午，遂潼川渝毗邻
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涪江创新产业
园临时党委、筹委会在遂宁市河东新区
揭牌成立，先行区共同构建“双中心、三
走廊、一园区”空间形态，“一园区”即共
同建设遂潼涪江创新产业园区。

遂宁高新三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部负责人邓若霞介绍，遂潼双方从

“好邻居”变成了“一家亲”。“遂潼涪江
创新产业园区”作为重点打造的核心区
域设立在遂潼交接地带，规划450平方
公里，构建起“一心两带五组团”的一体
化空间发展格局，聚焦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机制创新五
个方面“一体化”。

创新产业园区的建设将为遂宁和
潼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
力、拓展新空间，遂潼两地将强化“一盘
棋”思维，树牢“一体化”理念，齐心协力
办好合作的事情，共同整合资源、发挥
优势，全力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集群化
发展，在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中作出更大贡献。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的研
究产品SDG卫星模型悬挂在展厅上空，
邓若霞介绍，“卫星应用遂宁中心”是中

科院在西南设立的唯一一个点位，具备
年管控100颗卫星的能力，目前卫星遥
感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农业水利、城市建
设、防灾减灾等领域，已纳入全省卫星
产业发展规划。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组建高
质量、专业化的‘三创中心’运营管理队
伍，实行‘小团队、大服务’。”遂宁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遂宁全市发
展定位和优势产业，以一流运营能力打造
一流服务平台，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大型
项目和高端人才落户中心、扎根遂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

打破行政框框，遂潼一体化如何破圈？

▲
内江再生水成为城
市景观。

◀
调研采访团听取情
况介绍。

◀
自贡川南新材料化
工园区内的企业车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