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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凌晨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

而又熟悉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

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就

是这样一个让人感动并想置身其中的

地方。

这里环境优美、鸟语花香，村庄如

花园；绿道宛如茶山竹海中的五彩丝

带，连接着青山的妩媚与植物的芬芳；

茶田内、荷塘边、曲径通幽处，各种特

色民宿掩隐其间。每天清晨，村民们

都会自发组织参与晨跑捡垃圾活动；

闲暇时分，村民会和游客一道学习科

技文化、时尚创意，感受美酒香茗、诗

歌音乐、手工劳作等乐趣。民族舞蹈、

WIFI游戏、扫二维码参加环保活动换

积分，这透露出的是明月村浓浓的现

代文明气息……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

人”。明月村的美是对新时代城乡幸福

美好生活的最好诠释，这样的生态村在

蒲江县还有很多。2017年，蒲江县成为

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而明月村的例子就是蒲江

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创新的一个缩影。

突出顶层设计

筑牢永续根基

一个县，或许有很多的“领导小

组”，但你听说过“垃圾分类领导小组”

吗？蒲江县不但有，而且级别很高，蒲

江县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组长是县长担

任，其成员则由包括县委、县政府的组成

部门和乡镇、村社在内的30个单位组

成，这可能是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蒲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说，蒲

江县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突出顶层

设计，在全县牢固树立起“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决把中

央和省、市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

在的生态红利。

据悉，自2013年1月原环保部下

发《关于开展第五批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蒲江县在全

省率先主动作为，在建成国家生态县

基础上，启动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创建工作，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

国四川篇章和成都实践，坚持“生态立

县、产业兴县、城建靓县”，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着力建设最美现代田园

生活新城，取得显著成效。

据介绍，该县成立了以县委、县政

府主要领导任指挥长的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指挥部，编制全市首个地方性生

态文明知识培训教材，将生态文明教

育纳入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内容和中小

学教学计划，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年

度目标考核，乡镇（街道）环保机构实

现了全覆盖。

率先在全省编制完成首个丘陵地

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提出“绿色

化+”实施路径，构建“四湖两河两丘

一屏障”生态空间格局。规划实施以

来，全县累计投入资金104.5亿元，先

后实施十大类45个重点工程项目，夯

实生态环境基础。

在全省率先编制启动了首个地方

性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工作，探索实施

环境分级分区精准化管理，首次创新

性地将“三线一单”刚性约束条件引入

环境功能区划中，为全省环境功能区

划工作做出示范。

与此同时，该县在全省还率先完

成了首个丘陵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在成都率先建立首个“多规合一”

信息化平台，同步编制蒲江县空间开

发评价报告，科学划定了县域城镇、农

业、生态三类空间。

“对于蒲江县来说，生态文明建设

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蒲江

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在顶层设

计上着重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

图干到底，聚力守住绿水青山，蒲江生

态文明建设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截至今年3月，全县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指数连续5年排名成都市22个

区（市）县前列。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66.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5个百

分点。

强化生态保护
全民共创共享

12月虽已进入冬季，但位于蒲江

县的朝阳湖，却依然是青山翠绿、碧水

蓝天。唐晓静像往常一样，径直来到

河边“巡查”，用随身携带的竹夹子，把

漂浮在河里的枯枝败叶等垃圾清捡干

净后，开始点开手机微信里的巡河小

程序“打卡”，上传河道的实时照片，写

下当天的“巡河日志”。

唐晓静是蒲江河朝阳湖段的村级

河长。她说，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

的职责所在，蒲江县每个所涉及乡镇

和村社都已经有了“护水公约”，随着

时间的推移，人们把清捡垃圾变成了

一种自觉行动，每个村民对自家房前

屋后的环境卫生都做到“门前三包”、

清扫干净，并相互监督。

休闲公园、林荫小道、青松绿植……

在蒲江县大塘镇，蓝天映衬下的双石

新村宛如世外桃源般安逸恬静。村主

任唐克军说；“我们村330多户家庭、

1280余人都是不同地方集中过来居

住的村民，思想观念差异很大，能有今

天这样优美干净有序的环境，全靠县

政府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垃圾不出村’

活动”。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这里太多

了！”蒲江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蒲江县突出生态优先，践行“两山”

理论，深入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

面清单“三线一单”环境管控。以生态

环境治理为抓手，构建“群众动员、投

入保障、长效治理”三大机制，统筹推

进垃圾、污水和厕所“三大革命”，创新

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

处理”新模式、实施“七改七化”（改水、

改厨、改厕、改圈、改院、改线、改习惯；

硬化、绿化、美化、亮化、净化、文化、保

洁员专职化）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目前，蒲江县整合农业公共服务

和农业企业资源，创新建立蒲江县耕

地质量提升“5+1”综合服务模式，实

施养土肥田、绿色防控、农业机械

化、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土壤环境

大数据平台五大工程，建设一个集

金融保险、品牌营销等为一体的农

业全产业链服务平台，利用财政资金

6000万元，带动社会资本投入3.4亿

元，对25万亩耕地实施了土壤改良，

建成土壤环境监测基站10个，土壤有

机质含量平均提高0.15个百分点以

上。全县所有行政村和农村15所中

小学校均已开展“二次四类”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5.3万户居民参与，今年

1 月~9 月，全县生活垃圾减量达

35%，获评全国农村有机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试点县。全县森林面积3.87

万公顷，天然林面积2628公顷，城区绿

化覆盖率达41.9%。高标准建成“小组

微生”新农村综合体130个。在创建的

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和跨区域环境应

急管理合作机制下，蒲江县已全方位

筑牢成都西南这块最重要的生态屏

障。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山水田林

湖”更加美丽动人。

聚焦产业融合
推动跨越发展

8 月 28 日，“成都造·中国行”

2018蒲江猕猴桃专场推介会在京举

行。活动不仅让首都人民及全国消

费者体验到了蒲江县猕猴桃的美味，

还通过与京东的线上合作，搭建起了

更加高效便捷的营销平台，将蒲江县

特色农产品销售拓展辐射至全国乃

至全世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

理念在蒲江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据

蒲江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县在做优绿色产业上大胆创新

实践，走出了一条以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据了解，该县科学编制了全域推

进有机产业发展十年规划，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发展茶叶、柑

橘、猕猴桃三大主导产业。目前，全

县已形成“三业两园”现代农业发展

格局，已集中连片发展优质猕猴桃、

茶叶、柑橘等10万亩、10万亩、25

万亩；绿色、GAP和有机认证面积

达6.55万亩，认证有机产品80个，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实现主导

产业全覆盖。总规划面积为316.28

平方公里的“蒲江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已形成“一园一环两基地”

产业布局。“蒲江雀舌”“蒲江猕猴

桃”“蒲江丑柑”等获批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三大区域公共品牌

价值达 287 亿元，产品远销欧洲、

北美、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年出口

达数亿元。

同时，蒲江坚持“生态立县、产业

兴县”的发展理念，依托西部首个中

德中小企业合作区园区，规划打造

“国际生态精工新城”，引入以德国企

业、德国机构为带动的162家企业，

加快构建以装备制造和健康食品为

主的产业生态圈，与华夏幸福股份基

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合作，加快建

设具有“德风、德味、德韵”的花园式

生态园区。还建成了剑桥小镇、樱花

岛公园、滨河商业街、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全民健身活动场所以及综合便

民服务中心、交通客运站、标准化卫

生院等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有效形成

了“产城一体”的新格局。

此外，该县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抓手，以生态新村建设为着

力点，创新“旅游+”模式，推进全域景

观化建设，持续举办各种生态旅游节

会，促进农商文旅等深度融合发展，

全面提升绿色发展能级。目前，全

县已打造出明月国际陶艺村等一批

产业互动融合示范项目，创建4A级

旅游景区2个、3A级景区1个、四川

省生态旅游示范区 1 个。2017年，

全县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30,902元、19,768元。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时代、

新气象、新征程。如今的蒲江县，正

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为新起

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加快绿色、创

新、融合发展，着力打造“美丽蒲江

绿色典范”，为全省乃至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探索“蒲江模式”、贡献“蒲江

智慧”。

（本文配图由蒲江县委宣传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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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河环绕的蒲江县城

四川蒲江县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四川篇章和成都实践，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城建靓县”，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建设最美现代田园生活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