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园+”的绿色效益
带来更多生态惠民新场景

责任编辑：方芳 编辑：樊铱明 江满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 美术编辑：沈其兵 零售每份2元社址成都红星路二段159号 邮编610017 党报热线962211 广告热线86623932 广告许可证5101034000086 订报热线86511231 邮发代号61-39 监督电话86751128 印刷成都日报锦观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锦江区桦彩路9号

2025年3月17日 星期一 专刊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04

预警中心值班室里的警
报声响起，值守人员通过城
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
台精确定位事故地点，借助
智慧蓉城的交互枢纽，迅速
将信息传达到相关职能部
门，第一时间处置紧急状况。

目前，成都已攻坚建成城
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
台，搭建织密“1”张感知网，绘
制“1”张全景图，完善功能数
据标准“3”大体系，建成地下
管网、桥梁、隧道、危化全链
条、人员密集场所、自然灾害
等8个综合智慧应用场景。

该平台汇聚接入了 102
万余台（套）感知设备。其中，
共享接入公安、交通、水务等

领域的99万余台（套）已建感
知设备；通过购买数据服务方
式新建部署2.7万余台（套）感
知设备。同时，平台还汇聚治
理了 12345、119、120、网络舆
情等公众感知数据，共享行业
部门（单位）30余类33亿余条
数据，积极构建“技防与人防
互补、线上与线下融合”的城
市安全感知网。

数字智慧化的应用让城市
建设者能够以更加全面的视角
和更加准确的精度实时捕捉并
响应城市安全的每一个细微变
化，确保安全发展的底线。

今年，借力国家城市生命
线安全工程试点建设，成都将
协同推动市级部门、区（市）

县、权属单位，加快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感知网建设。同时，
在23个区（市）县和市级部门
全面开展城市安全风险综合
监测预警平台实战应用，探索
运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等
前沿技术，持续迭代平台监
测、研判、预警、处置等功能，
强化风险线上线下联防联控，
推动治理方式转型和流程重
塑，构建风险精准监测、预警
智能发布、事件高效处置的

“智慧应急”体系。
以“点、线、面”相结合的

方式实现数字信息化与安全
建设深度融合，为城市构筑
起全方位、多层次、智能化的
安全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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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智能化的安全防护网

“安全生产”四字虽短，却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的关键
所在。

2024年3月，成都市安全
生产委员会印发《成都市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2024—2026 年）》，通过
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
合治理，深入开展“十大行
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同年10月，市安委会印发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问题隐患
“大排查、大曝光、大整治”行
动的通知》，23个区（市）县、28
个市级重点行业部门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推动形成“1+
23+28”“三大行动”体系。

成都，以“长期主义”的视
野，把目光放在未来，从根本上
强化安全生产的基础防范措
施，不断完善安全生产体系，确
保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健发展。

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成都又将如何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如何把“安全”的锚点
一插到底？

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为主线，成都将继续
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和重大隐患治理，紧盯城
镇燃气、交通运输、建筑施工
等重点行业领域，动态建立
隐患问题台账，精细化落实
管控措施，全力整改和消除
问题隐患。

把“面”扩大，把“效”提起
来，把“大排查、大曝光、大整
治”做到全面深入、高效有
力。通过全面起底排查，辅以
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机制，成都
将推动从查一般性问题向查
重大事故隐患突破，并进行全
域覆盖曝光，加强行政处罚、
责任追责等典型案例的曝光、
整改回访，健全直达末梢的机
制，实现闭环整治。

针对风险防控能力提升，
成都将建设完成城市安全风险
信息管理系统，在10个重点行
业领域和4条城市生命线风险
评估的基础上，拓展实施25个
行业57个细分领域安全风险
辨识分级管控，及时精准发布
安全风险预警提示信息，提升
风险防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举措良多，重在“掷地有
声”。只有将安全生产落实到
每一个“最小单元”，奋进中的
创新之城才更有动力与底气
逐浪向新。

发展更放心 生活更安心

提升安全隐患治理效能 打造强大城市生命线
春潮涌动，万象更新。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

之年，也是“十五五”蓄势之年，城市处处彰显着新

活力，发展脉动愈发强劲。

在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建设蓝图中，安全始

终是不可或缺的基石。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在发展中逐步化

解风险，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

互动。

同时，今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安全工

作作出了明确安排部署。成都将聚焦构建城市智

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加力提升智治善治众治效能、

守牢发展底线红线，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建成8

个综合智慧应用场景、配强23个区（市）县282支队

伍1.4万余台（套）救援装备……提升安全隐患治

理效能，打造强大的城市生命线，成都正秉持安全

发展的理念，稳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成都的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关于防灾减灾救
灾的安全知识普及；校
园、企业、社区定期举行
消防安全、防汛抢险、地
震避险等应急演练；每月
初，市应急局会发布当月
风险提示，提醒市民群众
做好预防。

配强23个区（市）县
282 支 队 伍 1.4 万 余 台
（套）救援装备、建成安全
镇（街道）6个、综合减灾
社区 23 个、Ⅰ类应急避
难场所 8 个……过去一
年，成都通过完善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机制、深化自
然灾害风险普查成果应
用、强化救灾物资保障能
力等工作，让城市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得以进一步
提升，为城市运行和发展
提供支撑。

“城市是生命体、有
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
城市，树立‘全周期管
理’意识。”立足于城市
生命体理念，成都正探
索出一条能切实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有效
路径。

今年，成都将全面启
动新一轮应急预案修订
工作，推动构建“1 个总
体+42 个专项+59 个部
门”的预案体系。同时出
台《成都市应急预案管理
办法》，强化预案数字化
管理及“一键启动”，提升

预案衔接性、可操作性。
依托国家西南区域

应急救援中心、省级航
空应急救援基地，成都
今年将构建实战救援能
力融合提升机制，打造
市级应急救援快反尖兵
队，并开展“一主两辅”
应急救援队伍强基提能
行动，实施“五联机制”
标准化建设，整体提升
灾害事故应对处置实战
救援能力。

同时还将出台《成都
市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
管理能力的实施方案》，
实施整合安全防灾应急
消防职责、建立风险隐患

“一张图”、完善“镇街吹
哨、部门报到”机制等改
革强基举措，深入推进综
合减灾社区、安全体验
馆、应急避难场所等基础
设施建设。

激发个体的能动作
用，提升公众自身的防灾
避险能力。结合实际，成
都将在今年的各节点组
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不
断扩大防灾减灾科普宣
教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
全社会参与防灾减灾的
良好氛围。

持续提升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水平，让城市更
具可靠性与强韧性，“最
具幸福感城市”才会有更
坚实的保障。 捷风/文
成都市应急管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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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底，一场以大熊猫为名的盛会
顺利举办，全球伙伴齐聚成都这座大熊猫家
园向世界发出了响亮的口号：“熊猫伙伴，在
世界；熊猫家园，在成都！”

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既有圈养大熊猫又有
野生大熊猫生活的城市，近年来，成都持续擦
亮大熊猫“金字招牌”，2024年大熊猫基地接
待游客近1200万人次，稳居全国旅游热点目
的地TOP10。

现在，大熊猫不仅是成都的“明星动物”，
更以“大熊猫+”的方式与城市相融相生——
大熊猫造型建筑、大熊猫主题文创、大熊猫舞
台剧表演等跨界联动丰富多样，促进生态价
值有效转化。

得益于大熊猫的“伞护”效应，成都还把
围绕大熊猫展开的系列科研成果运用到了华
南虎、小熊猫、丹顶鹤、绿尾虹雉、赤斑羚等其
他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上，让成都成为更
多珍稀濒危动物栖息的家园。

截至目前，成都已记录陆生野生动物达
到76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76种。以
大熊猫等珍稀旗舰物种保护为牵引，以厚植
公园城市生态本底为目标，成都不断探索，并
始终尊重、顺应“自然肌理”，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
续发展贡献了生动实践。

每年从成都上空盘旋而过的旅居者也是
成都生态保护重点关注的对象。成都作为东
亚—澳大利亚、中亚—南亚，这2个迁飞通道
的交会地带，每年有大量的候鸟路过。2024
年成都境内已累计观测记录到577种鸟类，
约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38.34% 、全 省 总 数 的
76.22%。

近年来，成都持续对鸟类迁徙通道和重
要栖息地开展巡护监测，在候鸟迁徙通道范
围内设立了候鸟保护监测站的区（市）县，压
实巡护责任，在日常监测的基础上加密巡护
频次，消除盲区，常态化开展“清网清套清
夹”，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处理违法违规
行为。

未来，随着公园城市自然生态系统更加
稳定，成都市生物多样性将更加丰富，续写更
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都新篇章。

李羌昼/文 成都市公园城市局供图

“颜值”与“价值”的双向奔赴
解锁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

春和景明，万物生长，处处生机
勃勃。正在推进的公园城市建设，
不仅让城市风景更加美丽，也将成
都的城市能级提升至更高水平。

系统布局蓝绿开放空间、推进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丰富生态价值
转换途径……在前不久召开的成都
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塑造
公园城市优美形态的内容令人振奋
不已。再看全国两会，“绿色”一词
频频被提及。

如何以绿色绘就城市发展的底
色，实现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
价值的有机统一？随着公园城市的

“跨界”联动范围愈加宽阔，方式愈
发丰富，生态价值的转化正突破传
统边界，以多元主体协同共生赋能
城市高质量发展。

“很期待家门口的公园早日投用，让我们有更
多休闲好去处。”市民李君彦所期待的这个公园，是
位于斑竹园街道兴城大道与福海路口的舒悦公园，
园区的建设已进入尾声，将于今年4月正式亮相。

舒悦公园作为全市唯一一座具备速度轮滑公
路赛场地的城市公园，不仅将为市民带来别样的
休闲体验，也将为成都世运会速度轮滑公路赛提
供场地。

随着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往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公园承担起更多复合型
功能，将传统的公园功能与现代生活需求相结合，
通过多元化的设计和应用，为市民提供丰富、便
捷、舒适的公共休闲空间，让公园成为集生态、文
化、消费、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空间。

以锦江公园为例，96 公里长的锦江绿道，自
北向南串联起 23 个节点公园，从都江堰到活水
公园、百花潭公园、东湖公园，再到江滩公园……
越来越多的公园城市美好场景在成都生长，沿途
消费的新场景星罗棋布，在展现成都历史文化底
蕴的同时撬动生态价值转化方式更丰富。

还有曾汇聚来自全球113个展园的成都世园
会主会场——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成都世博园，
在盛会闭幕后，又将如何依托现有资源上新更多
宝藏公园的新耍法？

目前，成都世博园已免费对外开放，后续还将围
绕不同季节、节日和文化主题，如春季花展、秋季园艺
文化节等，举办各类特色活动。同时，深入挖掘成都
本地文化，将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技艺引入园内，丰
富卡丁车、划船等多元业态，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依托“公园+”带来的创新活力，传承千年的
“二月花市”得以重现成都。今年的“二月花市”在
成都市文化公园主会场及六大花市分会场同步启
幕，“花漾礼遇计划”消费满赠、园艺养护知识科
普、无偿换土、花卉DIY等服务和体验。

流动的春意还在持续蔓延——随着春日的到
来，踏春、赏花、骑行等户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市民参与。“春日经济”也正随花绽放，无论是位
于成都中心区域的城市公园，还是绕城高速旁的
成都环城生态区，或是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都持续推出各类文旅项目，把“鲜花颜值”转化为

“经济价值”。
“公园+”的绿色效益不断显现，得益于全域

公园体系的提升。去年，市公园城市局强抓公园
建设和管理，强化还园于民，增进民生福祉，全年
新建和改造提升96个各类公园，已建成各级绿道
超9000公里、各类公园1500余个。

接下来，为持续丰富生态惠民新场景，成都还
将扎实推进《成都全域增绿三年行动方案》落地落
实，以中心城区、城市新区12+3区域为重点，依托
一环路、三环路、环城生态区、天府大道、成洛大
道、北星大道等重要城市道路及城市公园、口袋公
园、产业园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构建“三环、多
线、多园”的增绿布局。

“看，这些淫羊藿的长势很好。”在成都彭州
隆丰街道石化防护林区域，村民种下的中药材
淫羊藿整齐地栽种于高大的树下。

近年来，隆丰街道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充分挖掘利用石化防护林区域
资源优势，种植了黄精、白芨、石菖蒲、佩兰等10
余个品种的中药材，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助力乡
村振兴。

对于森林资源的探索，隆丰街道不是个例。
2023年6月，市公园城市局印发了《成都市

2023年推进“天府森林粮库”建设实施方案》，重
点发展木本油料、森林蔬菜和中药材等天府森

林粮库项目；2024 年 3 月，又印发《关于印发
2024年“天府森林粮库”工程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和现代林竹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清单的通
知》……这些举措直接促进了林下经济发展，先
行先试的点位在成都不断涌现。

除了“藏粮于林”外，森林还承担着水库、钱
库与碳库的功能属性。今年，成都市“森林四
库”建设全面启动，不断从广袤森林激发出无限
潜能，将绿水青山激活，将金山银山壮大。数据
显示，2024年以来，成都以木本油料、森林蔬菜、
林草中药材为主导，改培油橄榄1.5万亩，完成
林药提升14万亩，成功创建县级及以上林粮现
代产业园区3个、示范基地15个；完成竹林培育
1万亩，打造现代竹产业基地2万亩。

与此同时，市公园城市局创新构建“林地股
份合作社+林业职业经理人（多元经营主体）+
林业综合服务”的“林业共营制”2.0新模式，通
过林业改革发展为有序盘活林业生态资源注入
了强劲动能。据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成都全市
林业产值已超10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成都在龙泉驿区
举行了首批生态纪念林认养仪式，以“认养一棵
树、共享一片林”理念，致力于打造一个集记录美
好、传承文化、保护环境、缅怀故人等多重功能于
一体的纪念森林，将生态环保和人文关怀植根于
绿水青山之中，破解城市的殡葬空间矛盾。

“森林+”的跨界合作
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

“熊猫+”的火爆出圈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