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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幅员
1896平方公里，辖 11镇 4乡，总人口 35
万。青衣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年均降
雨量 1465毫米，年均气温 16.9摄氏度，
森林覆盖率达 75%，被誉为“绿海明珠”

“天然氧吧”。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有“亚
洲最大桌山”瓦屋山、全国首个“抗衰老
健康产业试验区”峨眉半山七里坪、“全
国特色旅游名镇”柳江古镇、省级风景名
胜区槽渔滩等景区景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洪雅县全面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五位一体”战略部署，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坚持生态立县、绿
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深入人心，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洪雅特
色的绿色发展之路。2015年，成功创建
国家生态县，成为西部山区国家生态县
典范；今年6月，被环境保护部等12个部
委联合授予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
集体，全国仅19个、四川唯一。

□坚持顶层设计，创新
绿色领导机制

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绿色发展科
学民主决策机制，坚持绿色标准、把好绿
色关口，依法严格遵守决策程序，从产业
发展、结构调整、项目投资等源头控制资
源环境问题。成立洪雅县生态文明建设
委员会，在全省率先单独设立县政府直
属事业单位“洪雅县生态文明建设促进
办公室”“洪雅县健康产业办公室”，建立
生态文明创建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
解决生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各乡
镇、县级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成立生态文
明建设领导机构，“一把手”对生态文明
建设负总责。

强化规划引领。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科
学制定“十三五”规划，统筹规划、合理
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管制界限，
着力构建“宜居县城—绿色集镇—美
丽乡村”生态布局体系。制定《洪雅县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推
动经济社会、城乡建设等规划“多规合
一”。洪雅县城总规被列为中央新型
城镇化工作典范；柳江镇规划被住建
部评为全国优秀乡镇规划示范，编制

经验全国推广。

□坚持铁腕执法，创新绿
色治理机制

坚持“环境就是民生”，始终将保护
放在第一位，严格执行新《环境保护法》

《水十条》《大气十条》，铁腕治理污染。
严格准入。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

水青山，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
开发。制定招商引资负面清单，严格落
实规划环评制度，认真甄别、仔细筛选招
商引资项目，坚决杜绝高耗能和污染项
目，拒绝不符合生态建设规划项目 50 余
个、涉及投资超过 100亿元。

强力治理。严格控制高耗能企业，淘
汰落后产能 17.5 万吨。关闭污染企业 49
家，煤炭产业全面退出。制定《洪雅县旅游
景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暂行）》，搬迁
或转产景区内工业企业7家。全县重点污
染源企业全部安装在线监控系统，重点污
染源稳定达标率100%。建成日处理规模1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乡镇污水处理厂（站）
24个，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85.2%。推
行“户集、村收、乡（镇）运输、县处理”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建成日处理120

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推进规模化再
生资源分拣集散中心和再生资源开发设施
建 设 ，城 镇 生 活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98.2%。

实时监控。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建成
空气自动监测站3个，安装省控重点污染源
自动监控系统洪雅县级平台，实现重点污
染源视频在线监控，即时发布环境质量信
息，对环境污染事件进行挂牌督办。近五
年来，累计投入环保项目建设资金 10.8亿
元。全县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国家Ⅱ类水域
标准；空气环境质量常年优于国家二级标
准，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 93.1，属“优”级，
排名四川省前三位。

□坚持夯基固本，创新绿
色保护机制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实行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等制度，营造一流生态环境。

以修复促保护。实施“蓝天、碧水、青
山、净土”工程，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实施
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扩充水域面积，新
增、恢复水域面积 16 平方公里，切实改
善全县水生态环境。实施病险水库和山

坪塘整治工程，完成病险水库整治 5座、
山坪塘整治200座、渠道500余公里。实施
城市“绿肺工程”、集镇“拥翠工程”、百村

“绿色家园”工程，县城绿地面积达68万平
方米，绿化率 42.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2.8平方米。城乡绿化率达到75%。整体
谋划国土空间开发，制定生态红线管理办
法，出台征占用生态用地禁限目录，划定
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耕地红线。

以创建促保护。积极构建“生态县
——生态乡镇——生态村——生态家园”
生态创建体系。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12
个、市级以上生态村118个，省市级绿色社
区14个，省级生态小区4个，市级绿色学校
26个，县级以上生态家园 6万余户。累计
投入资金 13.5亿元，建成生态示范工程 33
个。加快推进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
县、国家珍贵树种培育示范县建设。

□坚持转型升级，创新绿
色发展机制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理念，推进三产融合、转型升级，建设天
府花园、国际休闲度假体验旅游目的地、

健康养生产业示范区、绿色有机农产品
示范区、生态工业示范区“一地三区”。

康养旅游加速崛起。以“健康养生”
为核心，积极发展康养旅游。以洪雅为
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峨眉”旅游经济区上
升为四川省发展战略。柳江古镇成功创
建国家 AAAA 级景区。玉屏山被授予

“四川森林康养试点示范基地”，进入全国
首批仅 9 个的森林康养体验基地建设名
单。2015年，旅游社会总收入 52亿元，被
评为四川省首个生态旅游创建示范县、
中国最佳投资旅游典范县。

生态工业日益壮大。坚持“集中集约、
新型低碳、清洁循环”，围绕旅游调优工业、
借势旅游做强工业。以生态养生食品加工
为重点，推进园区变景区、企业变景点。培
育亿元企业18家，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14%。形成以生态养生食品加工为
重点，机械电子、精细化工、新型建材、战略新
兴产业竞相发展的生态工业体系。

有机农业亮点纷呈。依托奶、茶、林
竹、藤椒等优势资源，加快推进农业有机
化、特色化。建成农业循环经济园区 3万
亩，自主研发牛粪干湿分离等技术10余项，
年利用沼液20万吨以上，经验全国推广，成
为国家级循环经济农业产业示范区。无公
害、绿色、有机产品达50余个，有机、绿色及
无公害产品认证种植面积占比达62.8%。

美丽城乡加快建设。坚持全域生态
化、特色化、人文化，全力建设“四川省宜
居县城”。启动江南湿地公园、隐蒙山森
林公园等市政景观项目，让城建项目变
成城市景观。竣工引青入城项目，形成
10 公里城市活水景观带，成为四川省世
界银行贷款样板项目，获得财政部、住建
部以及世界银行高度肯定，越南政府代
表团前来考察学习。坚持“尊重自然美、

注重个性美、构建整体美”，推进乡村
原生态、特色化发展，复兴村被评为首
批“全国生态文化村”。坚持以生态文
化为核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开
展生态文化节、保护母亲河、环保法律

“五进”等活动，推动全民生活方式向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转变。成功创建
省级环境优美示范县城、省级园林县
城和省级文明城市。

□坚持党政同责，创新
绿色考核机制

用制度红线守住绿色底线、保障绿
色发展。探索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
四川省眉山市在区县中首先对洪雅实施
差别评估考核，降低了工业GDP考核分
值，提高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业
的考核比重。建立党政领导班子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办法、激励机制，实行重大生
态责任事故一票否决制。建立领导干部
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将资源消耗、
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生态文明建设指
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党
政实绩考核内容，从2016年起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核的比例大于
20%。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
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
终身追责。

“十三五”期间，洪雅县将牢固树立
并认真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理念，像呵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厚置生态优势，
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为建设“美丽洪雅”“美丽中
国”而不懈努力。

洪雅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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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复兴村

本报讯“老师，海绵城市的路
面为什么不像海绵一样软软的？”

“老师，雨水下在这个砖上为什么
这么快就渗没了，它去哪儿了？”

“老师，这个绿化带为什么是凹下
去的，还种了这么多种植物？”

“沣西新城杯”陕西省首届环
保小记者小主持人大赛海绵城市
采访团活动，近日在陕西西咸新
区沣西新城举行。来自西安博爱
国际学校和沣西新城第一学校的
60 名小学生组成采访团，参观了
解沣西新城海绵城市建设情况，
交流关于实现低碳环保的感受。

采 访 团 依 次 来 到 大 数 据 展
厅、秦皇大道、同德双创公寓、西
部云谷园区和中心绿廊等沣西新
城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点。工作人
员介绍了沣西新城区位概况、海
绵城市建设情况和环保大数据知
识等。

工作人员向孩子们介绍了由
废旧陶瓷做成的环保透水砖。学
生们不仅亲自触摸感受透水砖，
还参与完成透水实验，直观地了
解海绵城市是如何自如地呼吸吐
纳的，见证其收集、存储和利用雨
水的全过程。

参观结束后，采访团成员相
互交流感想，描绘他们眼中的海
绵城市，也道出了各自的环保小
愿望和小理想。沣西一校四年级
学生朱允谦说：“海绵城市很美，
我会从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这样
的小事做起，保护环境，也告诉我
的 爸 爸 妈 妈 保 护 环 境 ，人 人 有
责。”

王青

陕西环保小记者探秘

海绵城市

如何自由呼吸？◆本报记者王小玲

以地为座，以天为灯。湖水清唱是下课铃
声，纷繁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三年级某班的同学
日前在成都郊外的麓客岛度过了充实的 3 天。
51 名孩子跟随老师，在小岛上写生、读诗、开故
事会、给小鸟搭窝，学习如何真正地了解周围生
活的环境，从而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给小鸟搭个家

从成都市天府广场一路南下 23 公里，便是
郊外的麓湖。这里有一座生态环境优美的人工
岛——麓客岛。

在这里，记者遇到了一群来自成都市实验
小学的同学。男孩小董正坐在树下给石头画
画，蓝色的石头上开了朵黄色的小花。

男孩喜欢分享，经过简单的交流，就把记者
当成了朋友：“阿姨，我想在这里多待几天。这
里没有作业，还可以从那边的山坡上滚下来，好
好玩。”男孩说着便牵起记者的手，带领参观孩
子们给鸟儿搭建的小窝。

几座由木头、芦苇、石头、野花等搭建的大
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帐篷、蒙古包和小房子坐落
在草坪上。其中一座 1 米多高的木制小房子叫

“蜗牛与飞翔之家”，是班里蜗牛小组和飞翔小
组学生一起完成的。房门口悬挂着孩子们精心
设计的门帘——芦苇。帘外是天地宽广任翱
翔，帘内是室内花园畅休憩。参与搭建的男孩
说：“我希望每天都可以被小鸟的叫声叫醒，和
它们做朋友。”

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围了过来，迫不及待地
分享自己的杰作：“这些木头和树枝是我们自己
搬过来的。”“从上午一直搭到下午。”“我们组失
败了两次，都灰心了。不过最后还是搭成了，虽
然和其他组比，是最小的。”

成都市实验小学的副校长刘晓虹告诉记
者，开展“小岛学校”课程项目，是为了让孩子将
所学还原到真实的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去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在小岛上，我们感觉
舒服吗？岛上还有其他“居民”吗？我们的到来

会给它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刘晓虹希望，通
过这种形式，让同学们真正地与周围生活的环
境相连接，从而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为岛上的动物代言

麓客岛属于人工岛，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随着上岛的人越来越多，人和环境、人和动物怎
么和谐共生？

弄清这些问题，不靠简单的说教。实验小
学的老师们从不同学科入手，为孩子们呈现自
然大课堂。

音乐老师郑琳子和雷萌为孩子们带来了
《森林狂想曲》。老师带着学生把自己想象成一
只小鸟，飞过森林、河流、田野，细细辨别大自然
里的独特声音。有的孩子模仿动物的叫声，有的
则用碗、水、玻璃杯、报纸等物品模拟大自然的风
声、雨声和雷声，奏出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

“这不仅是一首简单的交响曲，更是一首转
换了生命角色、跨越物种界限的自然音乐体
验。”实验小学的白老师说。

除了感知，我们还能在这个自然环境中为
鸟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家园？

针对这个问题，成都市实验小学的老师和
四川省环保宣教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做了深入的
交流，设计出最适合三年级学生的启发方案。

科学老师赵克保带领学生通过观察和自主
查阅资料，了解岛上鸟类的种类和习性，为这些
小岛“原住民”设计一个“家”。外援团 KK 老师
团队，带领 51 名孩子以大地为画布，以“家园”
为主题，为鸟儿建起梦想之家。

整整一天的体验，从头脑风暴，到设计草
图，再到实施，孩子们乐在其中。他们在大自然
中取材，扛木头、编树枝，把情感赋予手边艺术。

在搭建过程中，孩子们发现这是一个很有
难度的任务。思考、尝试、争吵、推倒、建设、寻
求帮助……他们在探索中获得试错的勇气，学
会沟通、交流、妥协、合作。

“这个鸟巢表达了孩子们对自然的热爱和
保护，也是团队精神的体现。”贺蓓老师说，这是
孩子们第一次认真思考动物、自然、人类之间的
关系，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的设想付诸行动。

阿姨，我想在这
里多待几天……我希
望每天可以被小鸟的
叫声叫醒，和它们做
朋友。

未来教育，一定
不是在教室里的不闻
窗外事，而是真实生
活的还原，是来源于
真实的问题情景，是
把学习交还到孩子自
己的手上。

我们探寻孩子喜
欢的学习方式，希望
课堂不再被教室的
门、学校的墙、教科书
的框所禁锢，让学校
成为既符合孩子期待
又能孕育出堂堂君
子、积极公民的场所。

“

“

““

51名小学生的小岛课堂
成都市实验小学打破学科界限，探索未来教育新模式

▲图为学
生 锯 木 头 ，为
小鸟搭窝。

▲图为学生为小鸟搭建的“家”。
方慧敏摄

新鲜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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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教育部发布《中国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征 求 意 见
稿）》。怎样使学生具备适应终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是学校的大课题。

今年初秋，成都市实验小学
在未来学校建设中向学生征求意
见：怎样让学校更面向未来？

孩子们提出：学习可以更有
趣些吗？课堂可以更活跃些吗？
学校可以是我们喜欢的模样吗？

“孩子的愿望直指未来学校
建设中关于‘学习方式的变革、教
育流程的再造’问题。”刘晓虹说，
未来教育，一定不是在教室里的
不闻窗外事，而是真实生活的还
原，是来源于真实的问题情景，是
把学习交还到孩子自己的手上。

课 程 是 未 来 学 校 建 设 的 核
心。成都市实验小学构建“小学
生·大课程”的课程体系，各学科、
各班级根据自身特色开发课程。
如有的班以“叶”为主题，从观察
茶叶，到制作抹茶蛋糕，实现学习
的延伸。而学校本学期每周五都
会安排两个课时这样的课程。

在此背景下，学校里爱思考、
爱创新的老师也走到一起，成立
了“雅园教师创社团”。他们探寻
孩子喜欢的学习方式，希望课堂
不再被教室的门、学校的墙、教科
书的框所禁锢，让学校成为既符
合孩子期待又能孕育出堂堂君
子、积极公民的场所。创社团开
展研究和实地考察，多方论证，力
求兼顾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专业
性、课程板块的有序性、课堂设计
的活动性与知识性。

经过一个多月的研讨，创社
团拿出了一份名为《小岛课程》的
综合实践课程，这让孩子们度过
了难忘的 3天。

刘晓虹表示，课程的成功开
展离不开四川省环保宣教中心、

“早点环保”、“PLUS+”、麓学堂
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她认为，探
索未来教育模式需要更多社会力
量的参与，才能形成合力。充分
利用彼此的优势资源，打破学科
界 限 ，能 更 好 地 服 务 孩 子 的 成
长。越过学校的围墙，是未来教
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未来学校发展向何方？

▲ 图为学
生 在 石 头 上
作画。

方慧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