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过去的成都大运会上，被誉为“鸽
子花树”的珙桐出现在各国指引牌上，如白鸽
展翅，承载着青春梦想而翱翔，寄托着和平、友
谊与团结。生长于四川地区的珍稀树种珙桐
距今已有 6000 万年历史，其饱含的强劲生命
力，是对运动精神和青春力量的极佳诠释。

聚焦成都，珙桐生长何处？大熊猫国家公
园成都片区 1500 米至 2000 米的密林之中，就
有它的身影。

山林之间，还生活着诸多野生动植物，其
中高等植物 2000 多种，包括珙桐、独叶草、红
豆杉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脊椎动物
300 多种，包括大熊猫、川金丝猴、雪豹、羚牛、
绿尾虹雉等国家 I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有
小熊猫、红腹锦鸡、猕猴、大鲵等国家Ⅱ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为更好实施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
区已建成都江堰龙池、彭州回龙沟、崇州鞍子
河、大邑大蒜坪4个标准化管护站，成都片区还
持续推动建成都江堰、彭州、崇州和大邑管护总
站和 28 个管护站组建工作，构建和完善“管理
分局一管护总站一管护站”三级管理体系。

除为珍稀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外，大熊
猫国家公园也通过宣传原生态产品、开展研学
活动、设置慢直播等方式，让超 2100 万的成都
市民共享自然之趣味。

山脉之外，城市之中，顶流“女明星”花花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行至成都，一睹其容；
白鹭翻飞在锦江之上，在奔涌的水花间捕捉游
鱼；成都鸟类名录 2023 版正式发布，其中新增
鸟类记录51种。

近年来，成都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工程，市
域范围内广泛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就是其中
注脚。成都作为全国海拔高差最大的城市，拥
有丰富的古树名木资源，全市古树名木数量达
9440 余株，其中千年古树达 70 余株。近年来，
成都通过“一树一档”认定挂牌、“一树一人”管
护巡护、“一树一策”救护复壮、“一树一品”转化
价值，实现全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规范化、
常态化。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古树公园
12个，为市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绿色福利。

□本报评论员
8月15日，中国的首个全国生态日。
18 年前这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余村考

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
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
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
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
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秦岭深处，习近平总书记察看自然生态，叮嘱当地当好秦
岭生态卫士；祁连山下，总书记要求让祁连山绿水青山常在；长
江岸边，总书记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四川翠云廊，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天越来越蓝，山越来越绿，水越来
越清。

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万里长江奔流不息，生机盎然；
从北上广深到城镇村寨，蓝天、碧水、绿地刷屏“朋友圈”，一幅
幅青山绿水、江山如画的生态文明建设画卷，成为神州大地不
断铺展开来的新风景。

成都，这座超两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在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之路上，也正写下“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
都”的绿色印记。

从“首提地”到“示范区”，目前，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累计实
施增绿项目 1.1 万个，新增绿地面积 11500 余公顷，森林覆盖
率提升至40.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4.5%。

园中建城、城中有园、城园相融、人城相谐的公园城市形
态逐步呈现，也浸润成都人的日常生活。

霞光与雪山同框，被镜头捕捉定格于方寸间，水色倒映天
色，阳台上看雪山、朋友圈晒蓝天是成都人的心头好。

风景如画的兴隆湖畔，一批涵盖电子信息、大数据、旅游
文创、新材料、现代农业等企业的产业集群坐落其中。

每个月的 5 日，是成都市民熟悉的绿色低碳出行日。这
一天，成都市区公交免费，乘坐地铁可享票价 8 折优惠。共享
单车日均骑行约220万人次，绿色出行成为市民通勤新风尚。

立足“双碳”产业新赛道，成都市出台支持绿色低碳重
点产业若干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低碳服务，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突破
2500 亿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感知公园城市。推动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不仅是城市

发展的营城逻辑，也是市民生活幸福感提升的重要途径。
共建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坚定不移走绿色

发展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成为新时代中
国刻在中华大地上的鲜明印记。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大力度，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中国在行进，
我们在践行。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延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都画卷

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首创性、标志性的
纪念日，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

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神奇动物”、草长莺飞的兴隆湖畔，到“推窗又见雪山”的小确幸、
蓬勃发展的绿色低碳产业⋯⋯如今的成都，正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在城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城市人民宜居宜业、城市治理现代化上率先突破。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成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进一步延展开来。

“‘成都蓝’真的巴适，甚至能从市区看见雪
山！我感到既幸福又自豪。”家住东门的“体育
迷”小吴仍记忆犹新，蓝天、雪山和主体育场共
同倒映在东安湖的景象，让她觉得美如画卷。

如诗如画的成都不断“出圈”“吸睛”，这背
后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截
至 8 月 13 日，成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已达 168
天，同比去年增加了6天；全市114个地表水断
面优良水体比例提升至 100%；土壤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稳定⋯⋯人民群众良好生态环境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除了治污，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深植入了
整座蓉城。“我习惯在午饭后来到湖畔散步、放
空，这样一天的工作效率会比较高。”小韩是兴
隆湖边一家环保领域科技企业的员工，兴隆湖
成了他工作日的“好伙伴”，他也决心要为更好
的生态献出一分力量。

以空间、产业、交通、能源“四大结构”优化

调整，引领城市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成都近年
来大力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建圈强链，全面促进
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成都绿色低碳
产业规模突破 2600 亿元、总量跻身全国第 4，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 49 万辆，电网安全承
载能力提升至 1820 万千瓦，“碳惠天府”平台
用户超200万。

据悉，今年以来，成都以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为核心，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
方阵，以推动全市“四大结构”优化调整为切入
点和突破口，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都强基
础、补短板、增后劲，坚决不负为全市人民创造
幸福美好生活的时代使命。

天蓝水清，绿色发展。在成都，“山水林田
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生机勃发，绿色低碳产业注
入源源动力，城市正在自然山水中有机生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依林 李菲菲

建设美丽中国
在共识更在践行生态优先 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魅力

天蓝水清 点亮城市发展的绿色之光

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珙桐 本报资料图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本报资料图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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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李霞 受访单位供图） 记者从成都
建工集团获悉，近日，该集团承建的四
川省已竣工的规模最大的地埋式净水
厂——四川天府新区毛家湾净水厂项
目完成绿化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步入园区便可看见，地面交通通
道、消防通道、通风口等造型在设计上
与周边环境融合，地面上绿油油的草
坪和错落有致的植被，搭配溪流蜿蜒
向前，林木幽静，视野开阔，并配有不
同的功能区域供居民休闲娱乐。

据介绍，该项目坐落于四川天府
新区正兴街道回龙村回龙路与锦江之
间，占地面积为53755.74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为 45970.41 平方米，正式投
运后，污水处理规模将达到日处理 14
万吨，有效缓解天府新区生活污水处
置压力，充分收治天府五街以南、剑南
大道以东、沈阳路以南、货运外绕线以

北区域日常生活污水，远期服务人口
54 万，是目前省内已竣工的规模最大
的地埋式净水厂。

“我们根据实际地理创新设计，地
上建园地下建厂，大大提升了土地空
间利用率。污水处理设施深埋于地
下，全封闭式运行，可以将空气、噪音
等污染降至最低。地面以‘一滴水的
生命’为主题，打造可亲近、可融入、有
幸福感的水文化公园。”项目相关负责
人介绍，现阶段项目的绿化工程已全
部完成。公园建成以后，地面园区的
绿化率将达到 70.5%，水景 1230 平方
米，花木1056棵。

据了解，地埋式净水厂不同于传
统净水厂，通过建设地面公园景观，把
地面开阔空间留给城市和居民，有效
提升了周边生态环境及土地价值，以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升涛） 近日，“2023 年成都百万
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青白江区第四届
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竞赛”在区残疾
人服务中心举办。来自全区 7 个镇

（街道）红十字会和区教育局组织的 2
支队伍共计 9 支队伍 45 名队员参赛，
100余名市民群众参与观摩。

竞赛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实操两
部分，每个代表队5名参赛队员共同完
成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每个代表队比
赛成绩满分100分，其中：心肺复苏和创
伤包扎各占40%，理论考核占20%。每
队参赛队员得分总和为团体分，以团体
分确定名次。比赛充分展示了队员们
精湛的应急救护技能和水平。

在实操环节，参赛选手根据台上
播放的情景视频，在模特身上做出相

应的急救措施，考验选手临场应变能
力的同时，重点考查选手对心肺复苏、
止血包扎技能的掌握。“这次竞赛是一
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紧张的比赛
环境下展现自己的实力，并发现自身
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通过与其他队
伍的交流和竞争，我们学到了很多新
的救援技巧和策略，这对我们今后的
工作带来许多帮助。”参赛者说道。

最终，城厢镇代表队、教育系统中
学组代表队和弥牟镇代表队分别获得
团体第一二三名，其余队伍均获得优
秀组织奖。

青白江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举办应急救护大赛，引导
公众掌握急救基本知识，在紧急状态
下学会自救和互救。今后还将持续推
进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向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人群覆盖，不断提升应急救
护培训标准化和专业化水平。

青白江区：

第四届红十字应急救护技能竞赛举行
今年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
成都，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如何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从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的一系列做
法，解读“城市绿心”发展逻辑，这里是成都生态文明
建设缩影之一——

近期，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普查展
开，截至目前，已完成龙泉山南段（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东部新区、龙泉驿区）的普查，实地记录植物
851 种、动物 405 种。结合城市森林公园前期记录，
剔除重复物种，龙泉山南段共有植物 1169 种、动物
555 种。

此次普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
分类学专家高信芬研究员和动物学专家李家堂研
究员领衔。高信芬介绍，在此次普查基础上，专家
团队建议龙泉山加强外来入侵生物防控，持续开
展动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与研究，“我们建议龙泉
山未来设立重点关注物种名录并建设遗传资源数
据库。”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

这次普查共有 47 位硕、博科研工作者参与，按
3km×3km 的公里网格，采用国际通用的样地法、样
线法，分别就种子、石松和蕨类、苔藓植物以及兽类、
鸟类、鱼类、爬行类等动物进行全面普查，最终明晰
目前龙泉山南段的动植物数量。从植物数据来看，
共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13 种，四川特有植物 7 种。
从动物数据来看，包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7种，
中国特有动物 10 种，四川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 种，
三有动物（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131种。

但与此同时，专家团队也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
外来入侵物种的踪迹，其中小蓬草、钻叶紫菀等植物
17种，美洲牛蛙、食蚊鱼、福寿螺、克氏原螯虾等动物
6 种，91.3%原产美洲。为保护龙泉山上的“原住民”
生存环境不受侵害，加强生态保护恢复，专家团队建
议，根据入侵生物生理特征及入侵阶段，针对性科学
治理。

今年，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举办了“天府

龙泉山第 4 届自然观察节——外来入侵生物消灭
战”，倡议市民用实际行动参与龙泉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助力消灭身边的外来入侵物种。

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

高信芬介绍说，龙泉山南段野生动植物物种较
为丰富，但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总体基础数据
积累还较为薄弱。为维持和增强有效性的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生物多样性水平，专家团队建议，需要进
行持续性的生物多样性监测。

生物多样性监测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以一朵花
的监测为例，花的外观特征、生长环境、具备的生态
服务功能等，在此基础观察之上，衍生监测至花的种
群，再到整个花木系统，宛若链条般串联起山林间各
个生态系统的联系后，再将监测结果反馈给每一单
一个体，实现“链”的闭关。“可以应用云计算、物联网
等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的存储和长期动态监控。”高
信芬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菲菲

共有植物1169种 动物555种
龙泉山南段生物多样性普查完成

四川规模最大地埋式净水厂投运

数实融合赋能百业千行
紧接01版 在国家税务总局现行税控
总体框架内，“蓉票儿”将区块链理念
和技术有效植入，从移动端发起，以微
信小程序为载体，从而提供更为开放、
便捷、安全的发票全流程管理服务。

自 2019 年 4 月 正 式 上 线 以 来 ，
“蓉票儿”已经在全成都范围内全面
推广。经过持续优化升级，目前能够
提供支付开票、扫码开票、税控盘自
开发票、票种核定、发票领用等十余
项。对消费者而言，它能够解决“索
票难”“存票难”问题；对纳税人而言，
可以降低开票成本；对税务部门而
言，它可以帮助提高监管力度和大数
据风控预警。

截至目前，使用“蓉票儿”平台的
商家已超过 42 万户，有 384 万消费者
通 过“ 蓉 票 儿 ”开 票 ，累 计 开 票 量
857.18 万张，累计开票金额达 194.68
亿元。其中重点行业，餐饮服务已开
具 517 万张、自来水 185 万张、住宿服
务30万张、客运服务费28万张。

在金融服务领域，成都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申报的“天府金融风险
监测大脑”发挥了积极作用。据悉，该
场景已覆盖成都全市 23 个区（市）县，
约 300 家地方金融组织纳入行业监
管，改变了地方金融行业的监管方式，
实现全市 200 多万家工商企业和外地
输入型风险企业风险监测预警。

大数据产业规模
力争今年突破1000亿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
字产业集群。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四川考察时强调，加快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前瞻部署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富有四
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这一数实融合的模式成为各地推动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践。

近日，24 个成都市特色工业互联
网平台培育库入库名单、首次在工业
互联网领域评选出的链主企业名单先

后公布，这缘于一个背景——工业互
联网是成都建圈强链行动中重点打造
的产业链。成都正在推进“上云用数
赋智”行动，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和能力提升，开展上云需求分析、水平
诊断、方案制定、云化改造等服务，实
施上云成效星级评定，支持企业核心
业务向云平台迁移。

数据显示，2022 年成都市上云企
业突破 8 万家。成都的目标是，2023
年新增上云企业 2 万家，力争实现企
业上云总量突破10万家。

就数字经济本身发展情况而言，
成都是四川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试验区的核心区域，成都数字经济
发展已跻身全国前列。2022 年，成都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为 2779.51
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13.4%，较去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
占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比重
达 64.3%。《2022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
究报告》指出，成都在 2022 数字经济
城市发展百强榜中位居第六。

此前印发的《2023 年成都市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含车载智能控制系统）
产业建圈强链工作要点》指出，以链主
企业为核心，以数据价值化攻坚、算力
资源化提升、产业能级提档、产业生态
成势为重点，着力育链主、强配套、补
链条、优生态，力争招引一批产业链重
大项目、集聚一批创新领军人才和团
队，打造“数据+算力+算法+场景”于
一体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全要素产业
生态体系。力争 2023 年，全市大数据
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人工智能产
业规模突破700亿元。

对 于 未 来 ，成 都 的 目 标 是 ，到
2025 年，高水平建成国家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先导区，智慧蓉城、数字经济整体发展
水平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前列。展望到
2035 年，全面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经济新高地。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为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
能、新优势。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毛家湾净水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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