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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启动勘察设计

宝成铁路运营66年后迎来扩能改造

如果说，发现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
是精准解决的第一步，那么，做好整改

“后半篇文章”，则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逻辑。

7月31日，聚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情况，生态环境厅举行例行新闻发布
会。生态环境厅环保总监刘华太拿出了
一组数据。截至目前，前两轮中央环保
督察中发现的224项整改任务，四川已完
成216项，完成率96.4%；省级环保督察
共9982项整改任务，已完成9789项，完
成率98.1%。同时，国家移交长江黄河问
题共96个，已完成整改74个。

与之相对应的，是环境质量的提
升。例如，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排名达到“十四五”以来最优；203
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8%，同比上
升1个百分点。

“督察整改是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重要环节，是检验督察工作成效的重要
标志。”发布会上，刘华太透露，将再集中
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省范围内拉网式
开展突出问题集中排查整治，“再发现再
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从“大”到“小”破题
“硬骨头”整改成效明显

从在央督中被通报砂石码头侵占岸
线，到嘉陵江南充段获评省级美丽河湖，
南充市花了近3年时间。

“目前，通报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发布会上，南充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袁
兴果介绍，南充市嘉陵江流域砂石问题
整改成效已入选2023年长江经济带警示
片正面典型案例。

2022年国家移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问题中，甘孜州虚拟货币“挖矿”在
列。甘孜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谢红霞在
发布会上回应，已关停取缔24个国家移

交的虚拟货币违规挖矿项目，拆除挖矿
厂房24个、没收设备11057台。

啃下这两块“硬骨头”，统筹思路是
关键。

以南充为例。当地梳理细化出19条
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制+责任
制+销号制、领导分工+行业分线+属地分
块、黄牌警示+红牌督办+移送问责”机制，
形成问题整改责任、标准、程序闭环。甘孜
州成立问题整改专项小组，制定出台清理
整改“5条”硬措施，切实压实属地县（市）监
管责任和发改、经信部门督导责任。

事实上，从南充砂石码头侵占岸线、
到甘孜比特币挖矿，从宜宾餐饮趸船整
治，到攀枝花矿山生态破坏修复……一
系列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中，从“大”
到“小”破题，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的
统筹思路也在探索中明晰。

据刘华太介绍，全省对中央督察、国
家每年移交的长江黄河警示片等问题，
分类建立台账，按照“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部门管行业”的原则，健全完善工
作机制，推动问题整改。

其中，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督察整
改销号办法。

“我们逐项明确整改标准和程序要
求。”刘华太补充道，所有整改任务实行
省级督导验收，所有工程类措施开展现
场核查，所有销号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对
不符合验收销号条件的，责成重新整改，
确保整改质量。

据悉，去年以来，全省共印发通报17
期，提示函、预警函、督办函60份，约谈有
关地方20个，移送省纪委监委追责问责
线索24个。

从“近”向“远”护航
探索省级督察的特色经验做法

在解决问题中，更多精准的特色举

措、长效常态机制也从当下向未来，持续
护航推动“后半篇文章”。

例如，目前四川已经高质量开展到
第三轮省级环保督察。“按照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规定，省级督察的定
位是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延伸
和补充。”刘华太介绍。这些年，生态环
境厅聚焦和落实好这两个定位，形成了
系列特色亮点和经验。

例如，坚持由在职省级领导担任督
察组组长，这在全国是唯一一个；坚持督
察对象的县（市、区）和园区全覆盖；坚持
督察报告和专题片的双反馈；坚持所有
的追责问责线索，由省纪委监委统一统
筹督导。

此外，还有更多常态长效机制得到
健全。

其中，四川出台的推动职能部门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被生
态环境部转发各地学习推广；出台环境
质量改善不力约谈办法和区域限批管理
办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

“还有逗硬开展党政同责工作考
评。”刘华太补充表示，省政府分管领导
每年约谈考核排名靠后的市（州）政府负
责同志，考评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类似的，水利厅在全国首创建立省级
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机制，近两年完成了
9个县（市、区）的进驻式督查工作，推动一
大批河湖管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水利厅二级巡视员刘锐在发布
会上表示，省级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坚持
三级联动。目前，向被督查地方移交问题
321个，督查发现问题同步移交省级行业
主管部门和省级河长联络员单位，制作专
题警示片下发各市（州）对照整改，进一步
促进全省河湖管护整体水平提升。

据悉，省级河湖长制进驻式督查将
在“十四五”期间实现21个市（州）全覆
盖，今年将进驻6个县（市、区），目前各项
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从“全”至“深”聚焦
启动突出问题整改专项督察

在持续整改中，更多的举措正在推
进。

刘华太坦言，当下，尽管全省各类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但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个别地方、个
别问题整改进度滞后，一些问题整改质
量不高、个别问题整改后出现反弹等短
板和不足。

“下一步，我们将扭住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不松劲，高质量高效率推动问题整
改到位。”据刘华太透露，全省将持续开
展百日攻坚行动，集中3个月左右时间，
在全省范围内拉网式排查整治，对尚在
整改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对已
完成整改的，全面开展回头看、回头查，
严防问题反弹、死灰复燃。

同时，将启动突出问题整改专项督
察。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聚焦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一步加大督察执
法力度。特别是针对环境质量改善不
力、生态破坏严重、群众身边问题久拖不
决的地方，启动专项督察，督察结果向社
会公开，失职失责人员坚决追责问责。

值得注意的是，还将严格落实问效
“七条硬措施”，即综合采取调度通报、提
醒督办、媒体曝光、约见约谈等措施，加快
推动突出问题整改。对整改滞后、质量不
高、问题反弹甚至弄虚作假的，该区域限
批的坚决限批，该考核扣分的坚决扣分，
该追责问责的坚决问责，绝不姑息，绝不
手软，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7月31
日，记者从赛迪顾问获悉，2024赛迪百强
县发布，四川共有7地上榜，分别是西昌
市、简阳市、江油市、宣汉县、射洪市、彭
州市和金堂县，分别排名79、80、85、86、
89、91和93位。“富民”与“强县”并重，百
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形成三大模式

和四大阶段。发展模式层面，一是江苏、
浙江为代表的“狼群模式”；二是福建、山
东、湖北、四川、湖南为代表的“雁行模
式”；三是贵州、山西、江西、河北、云南的

“狮王模式”。发展阶段层面，可分为爆
发期、跃升期、积累期和起步期四大阶
段。处于跃升期和积累期的这类县域已

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城乡发展相
对协调，经济增长稳步而持续；爆发期的
县域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
经济增长，而起步期县域发展相对较晚，
经济增速有待提升。

千亿县形成了六大典型发展模式。
一是以昆山市、江阴市、慈溪市、义乌市
等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
主导模式；二是以晋江市、南安市等为代

表的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
导模式；三是以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
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
导模式；四是以龙口市、胶州市为代表的
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
模式；五是以神木市、准格尔旗为代表的
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六
是以仁怀市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
模式。

发现生态突出问题后
四川如何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

1958年元旦通车，至今已运营66年，
连通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宝成铁路即将迎来提质升级。近日，《宝成
铁路扩能改造勘察设计项目中标候选人公
示》发布，意味着线路勘察设计工作将正式
启动，项目前期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改写“蜀道难”
首次穿越秦岭 连通西北西南

“宝成铁路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整个中国铁路网当中，特别是西部地
区最重要的铁路之一。”四川省委省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光说。

宝成铁路是第一条北向出川大通
道，也是国内第一条连通西北、西南的铁
路干线。669公里线路盘旋在崇山峻岭
之间，首次穿越秦岭，前后16次横跨嘉陵

江，在物资缺乏、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建
设难度可想而知。

1952年7月1日宝成铁路在成都动
工，历时5年半建设，于1958年1月1日开
通运营。陈光认为，它是改变传统意义

“蜀道难”的第一条铁路。
1975年7月1日，宝成铁路全线完成

电气化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
路，运输能力得到提升，在川陕两地互通
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运行超一甲子
客流被分流 塌方中断时有发生

然而，受到建设时技术条件的限制，
以及沿线地质、气候环境的影响，宝成铁
路开通以来几次出现桥隧塌方、线路中
断的情况，影响了线路的正常运营。

今年7月17日，宝成铁路凤州至七里

坪间一座老桥遭受洪水冲击受损，导致正在
巡查线路的机车坠桥，造成两名机车乘务员
受伤，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截至目前，途
经宝成铁路的部分列车仍处于停运状态。

2017年12月6日，时速250公里的西
成高铁正式通车，成都、西安之间的铁路
旅行时间从13个小时缩短到目前最快3小
时07分，越来越多的旅客选择高铁出行。
此后，在没有停运的情况下，宝成铁路每
日开行的旅客列车减少到20对左右。

“宝成铁路运营已经超过一个甲子，
无论是速度、线路条件还是运能，与现在
的发展都不相适应，有提质改造的必要
性和紧迫性。”陈光说。

改造进行时
线路勘察设计将正式启动

今年5月30日，国铁集团发布《宝成

铁路扩能改造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告》，
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正式启动宝成铁路
扩能改造前期工作。7月25日，《宝成铁
路扩能改造勘察设计项目中标候选人公
示》发布，待中标单位确定后，线路勘察
设计工作将正式启动。

“宝成铁路扩能改造后，从速度、质
量到交通量都会有全方位的提升，可以
预见将为四川、陕西两地发展带来利
好。”陈光说。

记者从中标候选单位了解到，目
前只有线路勘察设计的投标方案，具
体如何改造、速度提升到多少等细节
还无法透露。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将持续跟进宝成铁路扩能改造的后续
进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实习生彭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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