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四川环保世纪行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入选第七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阿坝为何能捧回这个“国字号”招牌
10月27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七

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在四川，
成都市青羊区、成都市成华区、攀枝花
市米易县、绵阳市梓潼县、广元市苍溪
县、宜宾市南溪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七地入选。

值得注意的是，阿坝州成为今年全
省唯一成功创建的省辖市州。

而在一个多月前，9月1日，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从国家
层面立法规范的特殊地域生态环境保
护的专门法律，让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治化从设想走向现实，其中，四川甘孜、
阿坝、凉山也包含其中。

阿坝州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
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10
月24日，记者跟随2023年四川环保世纪
行采访团，走进阿坝州松潘县岷江源国
家湿地公园、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毫无疑问，对于这片自然资源禀赋
深厚的区域而言，入选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不仅是对过去绿色发展转型
的肯定，更是在保护青藏高原，筑牢长
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使命中，握住未
来发展新机遇的钥匙。

“苛刻”的指标体系
入选区域主要领域指标
均要位居全国前列

“对于入选区域，我们都应该表示
敬意。”此前，在谈及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基地的指标体系
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
主任张惠远曾用到“苛刻”一词，“以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例，至少5大类近
40项指标，每项指标都是从全国层面
上，相对比较高的要求去设定。”

翻阅此次四川入选的七地资料，优
秀的生态环境质量是最显著的共性。

以阿坝州为例，不但全州环境空气
质量位列全国339个城市第六、全省21市
（州）第一，17个国控、11个省控断面水质
均达到Ⅱ类以上标准，达标率100%，位
列全省前列，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另一方面，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禀赋，也让阿坝有了新的使命，即要总
结提炼出不同实践模式，丰富生态文明
理念实践经验。

以湿地保护为例，过去几年，阿坝
州岷江源等一批湿地通过实施生态护
堤、人工种草种树等系列保护措施，成
功升级为“国家级”湿地。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恢复湿地面
积17.35亩、植被恢复18.27亩、边坡生态
修复3.12亩、沙化治理2332.2亩。”10月
24日，松潘县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内，
阳光明媚，据松潘县林草局岷江源国家
湿地公园事务中心主任李娴介绍，岷江
源国家湿地公园已累计投入资金1300
余万元，先后开展填沟还湿、植被恢复、
边坡治理、沙化治理、环境卫生、科研监
测体系建设等项目。

整体上看，阿坝州通过开展若尔盖
湿地、漫泽塘、嘎曲、日干乔等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重点工程建设，有效管护湿地
881万亩，完成湿地恢复2.3万亩。

而在九寨沟，眼下正是旺季，每天
的入园人数平均在两万人左右。今年6
月9日，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
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发布了
九寨沟世界遗产地震后动态变化遥感
监测成果。成果分析显示，九寨沟区域

内全域植被已逐渐修复，整体呈上升趋
势，且植被覆盖度接近震前水平。备受
关注的火花海溃决区钙华坝已完成修
复，恢复昔日美丽。

更早之前，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九寨沟火花海作为世界遗产自然生
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成功案例，得到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与支持，并荣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意味着，在修复与保护之间，九
寨沟正拿出一份针对世界遗产抢救修
复、保护恢复的新模式。

湿地知识进课堂
松潘县发展160名管护员

守护湿地保护家园

“这些年，更重要的是，大家思想观
念转变也很明显。”指着不远处的巡护
员，李娴感触很深。

岷江是长江上的一级支流。位于
岷江源头的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在
2014年12月获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2019年被正式批准，它不仅是动植
物的天堂，也维护着长江上游生态安全
的屏障。

2018年，当地共有160名村民成为
湿地管护员。

“他们都是湿地分布主要区域与川
主寺镇、毛尔盖镇和下八寨乡的村民。”
据李娴介绍，为共同开展湿地公园保护
建设，当地签订了共建共管协议和使用
集体用地生态补偿协议，优先考虑聘用
辖区农牧群众当管护员。

在湿地公园建设前，核心区有当地
25户牧民长期在此放牧，并修建棚圈
3000余平方米，存在过度放牧现象。

为了让村民们拆除牛圈，当地做了
很多工作。例如，发动村寨力量，将牧

民的牦牛分散到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
外的其他草场上养殖，修建暖棚25个，
实现在公园内放牧群众全部自发拆除
棚圈，“终于在2019年完成，实现了退牧
还湿。”

“小手拉大手”也是改变村民们思
想观念的重要举措。茸措纳么是本地
人，自2018年7月开始在岷江源国家湿
地公园工作，她经常到公园旁的湿地自
然小学开展科普讲课，告诉孩子们湿地
保护的重要性，“然后孩子们再回家告
诉父母，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共同保
护家园的意识。”

此外，依托丰厚的资源禀赋，当地
还将湿地作为发展自然教育的重要依
托，广泛开展科普、研学、教育等活动，
推动广大青少年走进湿地、亲近自然。
每年深入学校开展“湿地知识进课堂”
活动。

整体上看，近年来，松潘县通过采
取科学限牧、种草等措施，开展填沟还
湿、植被恢复、边坡治理、沙化治理、科
研监测体系建设等项目，大力推进湿地
生态效益补偿工作，进一步提高水源涵
养能力、促进生态环境改善。

而在整个阿坝州，已投入衔接资金
19.3亿元，创新推出生态美丽、和谐幸
福、富裕小康的“三家园”示范工程建
设。其中，以“生态富民”为目标，建成
高标准农田14.58万亩。以“生态利民”
为目标，产业富民、稳岗就业、消费帮扶

“三大行动”发力见效。

厚植“绿色理念”
在绿色发展中实现金山银山
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先天拥有深厚的绿色生态本底，如
何蹚出一条绿色转型之路？

10月23日，在阿坝州茂县坪头村游
客中心，坪头村第一书记黄伟充满自
豪，在他身后，满满一面墙上挂满了这
个羌寨曾获得的荣誉，“全国文明村镇”

“全国生态文化村”“AAAA国家级旅游
景区”等牌匾引人注目。

地处交通要冲，坪头村守望着青藏
高原和川西北自然生态保护区。这些
年来，当地以坪头羌寨AAAA景区为载
体，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生态旅游产
业，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怎么发
展乡村旅游，这门课，还要继续学下
去。”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村民杨伟觉得
自己是被时代推着在往前走。

2008年之前，村民们大多外出务工
或是靠种植果蔬为生。“5·12”汶川特大
地震灾后重建后，村里充分利用城乡接
合部优势，依托羌族文化传承，提出“村
两委＋公司＋农户”发展模式，由村委
会牵头，农户以土地和住房自愿入股，
对乡村环境、客栈品质进行改造提档升
级，开启一三产业交汇发展的复合型产
业发展之路。作为最早一批经营客栈
的村民之一，杨伟这些年不断地学习、
升级服务，如今他的客栈已拥有25个房
间，在旅游旺季，客栈一房难求，常有人
一住就是整个夏季，甚至在离开时提前
预订来年的房间。

“以生态振兴为抓手，提升人居环
境质量”是坪头村创建工作的基础。据
黄伟介绍，全村在完成“四改两建”的基
础上，实现了排污系统与城市污水处理
系统并网，生活生产污水零排放。

眼下，坪头村的环境还在持续优化
中。每年村委会都组织村民植树种花，
大家的环保意识持续提高。2022年，全
村旅游收入近3000万元。

对于整个阿坝州而言，在实现“美丽
阿坝”过程中，正大力推进红原县、金川
县、小金县创省级生态县工作，已创成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个、“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实践基地2个、省级
生态县5个。在打造“全域景区”创品牌
的过程中，正强力推进四姑娘山景区创
5Ａ工作，成功创建4Ａ级景区2个、省级
生态旅游示范区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1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5个、天
府旅游名村2个、3Ａ级旅游景区26个。

毫无疑问，这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正为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生态环
境贡献力量，也让山区县城在绿色发展
转型中获得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阿坝州松潘县
岷江源国家湿地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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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茂县
坪头村，游客参
与篝火晚会。
坪头村村委会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