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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绿水青山常在，让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实现
共赢？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去年召开的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了新征程上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其中，首要就是正确处理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如何答好这道时代考题？四川在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的
时代使命中，明确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助力实现2027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绿色低
碳优势产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双30%”的目标。

发展要有“含金量”，也要有“含绿量”，四川正持续发力。

今夏，四川在大气环境
治理领域又出台了指引性文
件。在正式印发的《四川省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中，明确全省扎实推
进产业、能源、交通绿色低碳
转型，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

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
里的29项任务中，涉及产业、
能源、交通三大结构调整的就
占了13项。对此，四川省环境
政策研究与规划院高级工程
师王聪表示，实施结构性根源
性减排才是未来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的关键所在，同时也
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

若是将视角放大，面对
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大文章的
时代之责，在以绿色为本底
的大背景下，四川正加快推
动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经济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加快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以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
级为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通过实施六大优势产业
提质倍增行动，全省大力发
展晶硅光伏、动力电池等绿
色低碳优势产业。从数据上
看，2023年，六大优势产业、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6.6%、11.9%。

全面绿色转型中的“全
面”一词，正体现在方方面面。

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
例，截至2024年6月底，全省
电力总装机1.33亿千瓦，其
中，水电装机9745万千瓦。
更为具象化的，随着在工业
生产等五大领域持续开展电
能替代，全省累计实现替代
电量1026亿千瓦时，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8950万吨。

还有更多改变，就在日
常生活中。

例如，在交通运输结构
上，全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
力度，新增或更新公交车全部
为新能源车辆。在城乡绿色
发展中，持续开展绿色社区创
建行动，累计创建3733个、占
城市社区总数的79%。同时，
全省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也更
加完善，四川碳市场已累计成
交超3800万吨，居全国第4位。

这些悄然发生的改变带
来了越来越多的绿色福利，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方式。从全国生态日、
节能宣传周、低碳日、世界环
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到绿
色生活创建行动，再到绿色
消费行动、探索建设零碳工
厂等等，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正成为每个人的日常自觉。

近日，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
召开，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
于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
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
明确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
游生态屏障。

其中，对于健全绿色低碳发
展机制，《决定》强调，要稳步实施

“碳达峰十大行动”，开展能耗双
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先行探索。统
筹推进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
调整，探索开展重点产品碳标识
认证和碳足迹管理。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四川的探
索。记者从经济和信息化厅获
悉，随着《四川省重点领域企业节
能 降 碳 工 作 方 案（2022-2025
年）》制定出台，全省加快推动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
已累计培育国家能效“领跑者”4
家、省级节能降碳标杆企业11家。

事实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
是绿色生产力。眼下，四川正以
推动制造业全生命周期、全制造
流程绿色化发展为引领，加快构
建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夯实四川

工业绿色本底。
如何理解制造业全生命周

期、全制造流程绿色化发展？
在四川探索中，这个“全”字，

涵盖了从全面推进产品设计生态
化转型，到深入推进能源动力低
碳化转型，从大力推进制造过程
清洁化转型，到持续推进资源利
用循环化转型，再到加快推动技
术装备高端化转型。

若算一笔生态账，2018年以
来，全省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累计下降22%以上；2022年全
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2.9
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一半
左右。

这是四川加快构建绿色制造
体系的极佳呈现，在发展绿色生
产力引领之下，全省已有攀枝花
市、德阳市、凉山州入选国家工业
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名单，6家产业
园区、26家企业列入省级工业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创建名单，
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
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96.4%、
89.6%、89.5%、71.8%。

还有一组数据同样令人期
待，目前，四川已累计创建国家级
和省级绿色工厂657家、绿色工业
园区89家，数量居西部第一。

绿水青山常在，高质量发展
与高水平保护的共赢同样影响着
一地之发展。

时间拨回到2021年10月14
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
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
阶段会议中，生态环境部对第五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代表进行表彰授牌。

彼时，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
的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名单，四川有8地入选，第五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中，四川也有2地入选。

3年之后，这组数据又有了新
变化。记者从生态环境厅获悉，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四分之一的
县（市、区）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命名。

这意味着，四川以生态文明
示范创建为统领，正推动全省的
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创建，各地
总结提炼出不同的实践模式，丰
富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经验。”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
首席科学家张惠远在会上的判
断，正成为现实。

以四川为例，这片幅员辽阔
的土地上，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
差异很大。因此在生态文明示范
创建中，在满足创建指标的前提
下，特别注重各美其美。

其中，针对川西北生态示范
区作为四川省长江上游重要水源
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水源补给
区，则更关注其夯实生态本底、保
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方面的成效。对成都平原、川南、
川东北、攀西等经济区，则更关注
生态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成效。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也被纳入了省委省政府对市
（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目标
考核、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
加分事项，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
的作用。同时，对获得国家或省
政府命名的地区给予3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财政资金激励，激励
地方持续巩固提升。

从千万级人口的特大都市，
到经历产业转型镇痛期后成功实
现绿色发展的山区县城，再到有
地区将本身资源禀赋和民族历史
文化开发利用……从过去延展至
未来，各地的蝶变，正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丰富的示范样板，更让
美丽四川，未来可期。

以绿色为本底
找准全面绿色转型的“加速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聚焦绿色生产力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制造体系

凸显各美其美
共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下的美美与共

阿坝州松潘县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 受访者供图

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雅砻江腊巴山风电。受访者供图

位于宜宾的全球首家电池零碳工厂四川时代。王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