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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天府第二粮仓”
打造攀西版“富春山居图”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解读安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
为推进安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

加快“天府第二粮仓”建设，《四川省安宁
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2022-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已于近日公布。

作为四川首个跨市（州）的流域型土
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规划》将在哪些
领域重点发力？6月3日，省政府新闻办
在成都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邓斌，攀枝花市副市长许
军峰，凉山州副州长彭涛，省自然资源投
资集团副总经理何思彬介绍《规划》有关
情况，并答记者问。

打造典型示范区
预计完成土地整治7000余亩

《规划》共8章30节。“在《规划》编制
过程中，我们多次赴安宁河流域开展实
地调研和摸底排查。”邓斌介绍，通过系
统调查和评价，全面厘清安宁河流域两
个市（州）11个县（市、区）地形地貌、资源
现状、生态本底，科学研判整治潜力和重
点区域，突出解决耕地质量不高、用地布
局散乱无序、水资源分布不均、生态系统
脆弱等问题。

邓斌表示，《规划》从底线控制、整治
修复两个维度，设定了耕地保有量等9个
一级指标，细化了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等8个二级指标，并
将各项指标分解到对应的11个区县，最终
构建以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生态
保护修复为主体的“3+X”整治任务体系。

《规划》将安宁河流域划分为4大整
治分区，并在每个分区选取两个重点片
区，规划布局高标准农田建设、闲置低效
用地整治、水土流失治理等重点项目，探
索“土地整治+”实施模式，打造示范工程
和特色整治样板，辐射带动全流域治理。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规划》目
标任务，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推动
安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优化国
土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
用地，改善生态环境。”邓斌表示，今年，
四川计划在冕宁、米易、盐边、仁和4个县
（区）打造典型示范区，预计完成土地整
治7000余亩，打造农田集中连片、村庄集
聚美丽、流域风景秀丽、环境宜居宜业的
攀西版“富春山居图”。

四大整治分区
安宁河流域将进行系统治理

作为四川首个跨市（州）的流域型土
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与其他规划相比，
《规划》有哪些不同？

安宁河一脉清水，联动了攀西，全长
320余公里，流经凉山州的冕宁县、攀枝
花市的米易县等11个县（市、区），素有“川
西南粮仓”之称，极具发展潜力和后劲。

“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还有
很多硬骨头要啃。”邓斌说，目前，安宁河
流域存在耕地破碎化明显，节约集约利
用程度低，生态系统局部脆弱等问题。

“结合我们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4年以来的实践经验，我们发现在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中，规划是不可或缺的，

是‘指南针’更是‘路线图’。”邓斌说，在
推进安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时，四川
特别注重规划先行，将规划作为重要实
施依据。

在分区上，《规划》注重科学分区，创
新“行政区划+自然要素”的规划分区思
路。鉴于《规划》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整体
规划且跨两个市（州），按照“地形-流
域-片区”分区思路，《规划》打破传统分
区形式，充分考虑自然地理单元、流域单
元和行政区之间的关联性、协同性，将安
宁河流域划分为4大土地整治分区，更好
推动“单项整治”向“系统治理”转变。

在布局上，创新“分区引导+模式主
导”的工程布局模式。以各分区为指引，
依据分区特点和主攻方向安排，差异化
集成立体农业、矿山修复、绿色减灾、风
貌提升等特色板块，引导地方因地制宜

探索“美丽田园”“魅力山川”“阳光谷地”
“绿色家园”以及“田园绿廊”5类“土地整
治+”实施模式，既全流域布局谋划，又兼
顾突出特色重点，“一体化”推进实施。

村民腰包鼓起来
让土地综合整治更加“惠农”

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安宁河流域土地
综合整治？

对此，何思彬表示，省属国有平台将
打造示范项目，形成带动效应，并从粮食
产能、租金收益、劳动就业三方面参与安
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

当前，省自然投资集团正携手凉山、
攀枝花等市（州）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示范，先行在安宁河流域的
冕宁、米易、盐边、仁和等区县谋划打造
土地综合整治示范项目，规模已达1.5万
余亩。“这为我们继续参与安宁河流域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何思
彬说。

在粮食产能方面，通过耕地恢复补
充、旱改水提升耕地质量，新增粮食产能
12万公斤；在租金收益方面，通过为期4
年的土地流转能给当地老百姓带来较为
稳定的收入，流转土地的农户能获得
3600元/亩的固定租金，平均每户租金收
益约9000元；在劳动就业方面，通过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可带动当地700户
村民就近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约
100万元增收。

何思彬说，今年2月在冕宁县调研
时，当地一村民说，通过这个项目实施，
道路畅通了，田块平整了，还修建了沟
渠，安装了太阳能杀虫灯，关键是大家的
腰包还鼓起来了。

何思彬表示，下一步将聚焦耕地酸
化、污染化治理等问题，积极引进国内外
一流研发机构，打造集科研、技术、工程、
市场为一体的国家级创新平台，推动技
术成果高效转化和精准应用。不断加大
对土壤改良、面源污染治理等耕地保护
创新技术的研发力度，推动农田智慧监
测、生态修复等技术研发利用，实现耕地
酸化、污染化等问题的长效、有效治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摄影报道

目前四川各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推进情况如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还
有哪些亟待整改之处？

为全面了解、重点检查以上内容，根
据2024年度监督工作计划，省人大常委
会即将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执法检查。

6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从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执法检查动员会
上获悉，本次执法检查将于6月至7月，采
取实地与委托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将实地检查4市
委托10市人大常委会同步检查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

城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杨晓明通报了大
气污染防治“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
工作安排。

据介绍，本次执法检查时间为6月
至7月，将采取实地检查与委托检查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重点内容主
要围绕法律法规宣传和配套政策制定
情况、具体条款落实情况、责任制评价
制度落实情况以及修法意见建议等四
个方面。

检查组将分别前往成都、南充、自
贡、宜宾，同时将委托泸州、德阳等10
个市人大常委会同步对本行政区域内

“一法一办法”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
查。

根据工作安排，受委托的地方人大
常委会应于8月30日前向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报送执法检查报告，并抄送省人

大城环资委。9月上旬，省人大城环资委
汇总形成起草执法检查报告（草案）。9
月下旬，执法检查报告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

聚焦三大区域
推进实施1557个减排项目

会上，生态环境厅厅长钟承林指出，
纵观全省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责任落实、
监督管理不到位、科技支撑不足的问题
目前依旧存在。

下一步，四川将聚焦成都平原、川
南和川东北三大区域，加快推进工程减
排，对标环保绩效A、B级企业，推进实
施14个重点行业、1557个减排项目，其
中省级统筹调度800个，出台砖瓦、工业
窑炉、锅炉等行业大气排放标准，同时
还要每月梳理大气重点突出问题，实施

省级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典型案例
加大曝光力度。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
家德表示，去年全省空气质量综合排名
虽由16位晋升到13位，但3项主要指标较
2022 年 有 所 反 弹 ，全 省 细 颗 粒 物
（PM2.5）平均浓度和重污染天数率增
加，优良天数率降低。

“这说明大气污染治理既是攻坚战
更是持久战，必须久久为功。”朱家德说，
大气质量关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执法
检查组要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和相关要
求，围绕检查重点，把握工作节奏，抓好
任务落实。各地各部门要以此为契机，
加大工作力度，强化责任落实，持续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全面加强美丽
四川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四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如何？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将于六七月开展检查

6月3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四川省安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2022-2035
年）》新闻发布会。

《四川省安宁河流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2022-2035年）》提出——

♦到2025年，区域特色示范工程有序推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国土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有效改善，
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底座更加牢固。

♦到2030年，区域特色示范工程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有效显现，农田防护与
绿色减灾体系基本建立，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第二粮仓”建设成效呈显，城乡人
居环境品质持续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布局形态充分彰显。

♦到2035年，自然生态系统状况实现根本好转，优质农产品供给能力显著提
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新格局基本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