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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发展
研究》课题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市要建
成中国绿色发展典范城市，要构建几个重
要体系。

1、要健全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度
体系

包括构建严格的规划管控制度、建立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严格的生态环
境管理制度、健全科学的环境标准体系等，
通过从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
态生活、生态制定、生态文化等方面设置建
设指标，同时在能耗、水耗、地耗、污染物排
放、环境质量等方面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更
加严格的地方标准，使绿色发展有章可循，
工作可评估，过程可监督，成效可检验。

2、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绿色城镇体系
对于成都来说，要优化城镇空间开发

格局，按照“独立成市”理念推进卫星城建
设，加快推进小城市、特色镇建设，推动城
市空间形态从单中心向双中心、从圈层状
向网格化的战略转型，缓解特大城市中心
城区城市发展压力，拉开城市发展架构，推
动城镇化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
转变，有效避免交通拥堵、雾霾、内涝等大
城市病症结。

全面推行“小街区规制”，根据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在各级城镇规划中划定城镇
开发边界，确定城市和产业支撑，提升微循
环，增强通透性，构建资源节约、产业和人
口同步聚集的新型城镇。按照“优先保障
生态空间，合理安排生活空间，集约利用生
产空间”的原则，根据水污染物、大气污染
物空间扩散特征，建设城镇间的生态缓冲
带，留足绿色空间。

加快绿色交通建设。成都市将坚持以
轨道主导绿色交通发展方向，强力推进轨
道交通加速成网计划，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保证出行畅通、便捷安全。同时深化公交
都市建设，构建便捷高效、通达有序，地上
地下无缝衔接、立体换乘的公共交通运输
服务体系，发展大容量公交和微循环公交，
深化“人+绿道+自行车”慢行交通系统建
设，实施“互联网+公共交通”，加快构建智
能交通体系，合理进行城镇规划，居民区与
商业区合理分布，减少居民日常工作生活
出行距离，为自行车、行人提供良好的交通
环境，适度控制小汽车增长速度，鼓励低耗
交通工具的使用。以此来强化慢行系统互
联互通，为绿色生活提供空间。

3、要构建系统完善的绿色生态体系
成都将利用适宜的自然禀赋，实施环

城绿色珠链建设。以“六库八区”生态修
复、水环境综合治理、构建环城海绵体为重
点，强化乡土树种和彩叶开花乔木运用，建

设 6 片城市森林、景观农田、节点空间
和环城绿道，形成连片成网、开敞开放
的“山、水、田、林、园”一体化的大都市
生态湖泊绿地系统。

提升城市绿化品质。按照中心城
区“ 一 区 两 环 、十 五 廊 七 河 、多 园 棋
布”，天府新区“一带两楔、九廊四核、
点网密布”的总体绿化格局，加快改
造、完善、提升中心城区骨干通道、滨
水绿道、广场等重点城市园林绿化景
观。推进集中建绿、身边增绿，加快建
设公园绿地系统，注重打造绿量丰富、
绿态鲜明的城市中心公园、区域公园、
街头绿地，基本达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大力发展立体绿化，推行屋
顶绿化、棚架绿化、破墙透绿、立交桥
绿 化 ，丰 富 城 市 空 间 绿 色 层 次 。 到
2020 年，建城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分 别 达 到 40% 、
45%、15平方米以上。

4、要构建充满活力的绿色产业
体系

成都将坚持以绿色、循环、低碳为
基本途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品质生态农业、先导型服务业，提升
工业、农业、服务业绿色化水平，增强
发展质量和效益。到 2020 年，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初步建立，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成长型产业和新兴
先导型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重点行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
放水平持续下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翻一番，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
造业中心，全国服务业核心城市，实现
三次产业比重 3.2∶43.5∶53.3。到 2030
年，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资源综合利
用、回收利用、循环利用水平提升，资
源产出效率明显提高，资源利用方式
明显转变，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下降，绿色产业
比重国内领先。

5、要构建广泛参与的绿色生活
体系

成都将围绕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绿
色生活理念、绿色交通方式、绿色建筑
等内容，构建气息浓厚的绿色生活体
系。到 2020 年，全民绿色生活理念明
显加强，公众践行绿色生活的内在动
力不断增强，社会绿色产品服务快捷
便利，公众绿色生活方式的习惯基本
养成；到 2025 年，全社会实现生活方式
和消费方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
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形成人人、事事、
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绿染天府地 生态锦官城
——成都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纪实

深秋的成都，阳光虽不强烈，但对于居住在这座城
市的市民来说，有阳光的天气便是出游的好天气。偕
老带幼，三三两两，或骑车、或驾车，来到城市周边的公
园中，享受这难得的好天气。穿过东南三环，一路之
隔，便进入了白鹭湾生态湿地公园，满眼绿色，让城市
的喧嚣退到了身后。

成都人喜欢的绿色，也是这座城市的底色。位于
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市，河流纵横，沟渠交错，良好的水
利和气候条件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天府之
国”。绿色，不仅以生态景观、山水绿色外现，更内化于
成都未来的发展中。绿色发展，成为这座有着 3000 年
发展历史的城市奔向确定的未来目标。

题

记

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一直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位置，统筹加强环城生态区、

“两山”屏障、河湖水系、城市绿地保护
建设，让成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优美
宜人。9 月 11 日，中共成都市委十二
届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成

都市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
国典范城市的实施意见》，成都市推进
绿色发展有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可
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成都良好的生
态环境，在给市民带来更多绿色福利
和生态福祉的同时，也将让成都真正
成为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近年来，成都市以生态城市建设
为载体，牢固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
然、顺应自然的理念，认真践行绿色发
展要求，加大生态本底建设与修复，强
化生态要素水、气、土壤环境污染综合
治理，积极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就。

目前，成都市已先后成功创建了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并
通过国家生态市技术评估。全市共有
14 个区（市）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区

（市、县），实现 80％以上的县达到国
家生态县建设指标，共有 194 个乡镇

（街道）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乡镇（含
简阳市武庙乡），5 个村被命名为国家
级生态村，创建了 51 所“环境友好型
学校”、61 个“绿色社区”，建成 16 个生
态环保教育基地。成都市已经成功进
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行
列，为 2020 年完成示范区建设奠定了
基础。

城市要实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
以规划法规作为保障。近年来，成都
市坚持以环境、国土、农业、建设、水务

“红线”为底线，积极探索“多规合一”
的综合规划路径，编制出台了《成都市
生态文明建设 2025 规划》、《成都市生
态市建设规划》、《成都市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成都市生态
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环
境总体规划（2015～2030 年）》、《成都
市环城生态区总体规划》、《成都市生
态环境总体规划》等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专项规划，为整
合、节约、统筹、管控有限的生态资源，
实现经济社会高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随着综合规划、严格立法、系统管
理，以资源、生态、环境为三大支柱的
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在成都日益坚实。

在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过程中，成
都市强化了生态修复和建设力度，有
效地维护了城市生态服务功能。在加
大人工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全市累计
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 33.2 万亩，实
施森林经营 44.4 万亩，森林面积增加

30 余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2010 年 的
36.8％增加到 2015 年的 38.3％。

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成
都启动了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试点城
市建设，充分利用现有水系，通过环城
生态区、“十湖八湿地”、浣花溪公园、
东湖市政公园、南湖公园，双流区白河
湿地群、青白江区凤凰湖湿地（二期）、
新津县白鹤滩湿地、崇州市羊马河湿
地和桤木河湿地等项目建设，打造出
一批富有人文气息的亲水景观和滨水
空间，进一步提高全市水系连通程度，
形成了富有特点的水文化体系。

在建设绿色城市过程中，打造环
城生态区是成都最大的亮点。按照规
划，环城生态区是成都中心城区绕城
高速公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及周边七
大楔形地块内的生态用地和建设用
地，规划总规模 187.15 平方公里，其中
生态用地 133.11 平方公里。其中，“六
库八区”湖泊水系规划为环城生态区
的核心内容。截至目前，环城生态区
累计实施各类生态项目 65 个，基本形
成 85 公里长的绕城高速两侧 200 米生
态景观带。

位于成都市东南部的白鹭湾湿地
是成都重点建设的环城生态带的“六
库八区”之一，总规划面积 13.3 平方公
里 ，拥 有 乔 木 10 万 余 株 ，绿 化 面 积
95%以上。走进白鹭湾湿地，但见溪
流湖泊相连，绿波荡漾；水生植物茂
盛，花草铺地，绿树成荫，时有白鹭翔
集其间。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每
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到白鹭湾湿地玩，

“没事和家人来白鹭湾逛逛，呼吸新鲜
空气，感受鸟鸣鱼游，十分惬意，这已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习惯。”

据了解，环城生态区湖泊水系规
划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其余项
目将于 2020 年全面竣工。届时，将建
成绿道 240 公里，基本形成环城 85 公
里长、400 米宽的绿色生态景观空间，
成为成都市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为
中心城区装上“天然绿肺”，戴上“翡翠
项链”，“八十五公里环城绿廊”也将给
子孙后代留下受用无穷的福祉。

成都市在推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已
经有了一定基础，但要真正建成中国绿
色城市发展典范，就需要坚实的理论支
撑，并确定明确的目标和路径规划。而
适时出台的《中共成都市委关于推进绿
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实施意
见》，就 为 成 都 建 设 绿 色 城 市 指 明 了
方向。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成都生态
环境质量将明显改善，城市生态承载力
不断增强，群众绿色发展获得感持续提
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努力打造碧水蓝天、森林环
绕、绿草成茵、绿色出行、宜业宜居的美
丽中国典范城市。

——空气质量明显提升。二氧化
硫、抗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稳中有升，占比力争达 70%，冬季
重污染天数大幅减少。到 2020 年，全市
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小于 50 微克/
立方米。

——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污染严
重水体大幅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持续提升。到 2020 年，主城区水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环城生态区湖泊水系全面
建成，岷江、沱江等成都流域水质优良比
例达 70%以上。

——生态安全格局加快完善。区域
大绿隔体系初步形成，龙泉山森林公园
基本建成，“两山两环、两网六片”生态屏
障基本形成。到 2020 年，全市土壤环境
质量得到改善，森林覆盖率、中心城区绿
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40%、45%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到 15平方米以上。

——绿色出行更加便捷。初步形成

地上地下多网融合的公共交通体
系，以地铁为主的轨道交通成为主
要出行方式，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明
显改善。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公共
交 通 机 动 化 出 行 分 担 率 达 65%以
上，其中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出行
的 50%以上。

——城市功能品质明显提升。
城镇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双核共
兴、一城多市”网络城市群大都市区
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功能不断完善，
城市人文魅力更加彰显，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升。

——绿色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
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初
步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成长
型产业和新兴先导型服务业比重明
显提高，重点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水平持续下降。
到 2020 年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产 值 翻
一番。

——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基本完
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
进展，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标准和
技术规范体系基本形成。绿色价值
取向在全社会普遍形成，绿色生活
方式和消费模式成为社会风尚。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
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
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
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其典范就
是要成为中国绿色发展典范。”成都
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这样表示。

建设绿色发展典范城市

确定城市发展目标

成都新南门锦江秀色成都新南门锦江秀色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软件园全景

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一隅位于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