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是一個城
市的底色，綠色
低碳也是未來城
市的發展方向。
當前，中國已全
面確立了 2030
年 前 「 碳 達
峰 」 、 2060 年
前 「碳中和」 的
目標。作為國家
批准的低碳試點
城市、公園城市
首提地、踐行新
發展理念的公園
城市示範區，成
都早已開始着手
布局。
近年來，四川

成都以建設踐行
新發展理念的公
園城市示範區為
統領，以碳達峰
碳中和目標為牽
引，在布局低碳
產業、開展降碳
行動等方面先行
先試，創新探
索，取得突出成
效：榮獲首批
「全球綠色低碳
領域先鋒城市藍
天獎」 ，城市增
綠入選世界大都
市協會綠色基礎
設施 「最佳解決
方案」 ，公園城
市建設入選全球
28 個應對氣候
變化基於自然解
決方案案例，
「十三五」 控制

溫室氣體排放目
標責任考評居全
省首位，人均碳
排放位列北上廣
深全國十大城市
最低……
公 園 城 市 和

「雙碳」 目標相
互助力，相互賦
能，未來，成都
將以美好、精
緻、時尚的公園
城市形態，展現
給世界一張中國
「綠色低碳名
片」 。

成
都

虎年春節剛過，成都公園城市建設便收到了大禮
包。國務院正式批覆同意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
公園城市示範區。

回首四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天府新區考察時，首
次提出了建設公園城市的理念，特別指出 「要突出公
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

經過四年的發展，如今， 「雪山下的公園城市」已
成為成都燙金的名片， 「像成都人一樣生活」已逐漸
成為一種潮流的選擇，在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公園城
市示範區的進程中，成都把綠色生態 「打包」成一個

個生態產品，送到每個成都人的身邊。
「雪山下的公園城市」名片背後，是生態
環境的持續改善。數據顯示，2021年全

年錦江流域水質為優，48個監測斷
面中Ⅰ-Ⅲ類（優良）水質斷面

48 個，佔比 100%。取得 299
個空氣質量優良天，為近

10 年來最好水平，遙望
雪山的天數也達到70天
左右。

對於成都而言，公
園不僅是生態環境
的顏值擔當，更是
市民生活的厚實基
座。休閒運動、
文化娛樂、生態
科普、生活美學
……公園的複合
功能塑造着市民
的生活方式。

今年元旦，隨着
環城生態公園裏的

100公里一級綠道的全線貫通，標誌着成都公園城市
建設成型成勢，亦是成都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
城市示範區的階段性成果。目前，成都累計建成天府
綠道近5000公里，一級綠道實現全面貫通，像一條
綠色發展的軸線，貫穿城市肌理。

如今，或漫步或騎行，選擇距離最近的天府綠道，
就能穿梭於各個公園景區，成都人 「神仙日子」因此
多了一道時尚註解。

生態價值轉化是公園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在推進
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換上，成都不斷創新——國內首
創提出 「雙路徑」 「碳惠天府」機制，通過搭建公
眾、小微企業踐行綠色低碳行為的參與平台，調動全
社會踐行綠色低碳發展理念的積極性。

在成都，市民一次綠色出行、一場低碳活動，都變
為可計量的積分，可在 「碳惠天府」線上平台兌換相
應的獎勵。 「綠道+」 「公園+」 「林盤+」策略，也
塑造了成都市民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實現生態價值
向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美學價值疊加延展。

當前，成都正在建設零碳公園體系，以此助推成都
建立全域碳匯生態體系，提升綠色低碳城市文明，塑
造公園城市示範區品牌性，走出一條綠色低碳高質量
發展新路徑。

「成都正着力建設公園城市，這為實現 『雙碳』，
佔得了先機。」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
教授賀克斌認為，成都作為公園城市首提地，其優勢
不僅僅是生態環境的改變，在建綠道、修復濕地的過
程中，更能通過綠色植被吸收二氧化碳，為城市加強
降碳功能。

駐足於公園之中，眼前景象蔚為壯觀。綠，從城市
一路蔓延；城，向幸福奔騰而去。從公園城市建設
「首提地」到 「示範區」，或許這就是成都應有的城

市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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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向高端升級 打造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四大結構優化調整四大結構優化調整 全面推動綠色低碳升級全面推動綠色低碳升級
在城市發展的評價體系中，綠色低碳，正在成為

越來越重要的評價指標。在常住人口逾兩千萬、建
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的背景下，成
都如何全面提升城市能級和綜合競爭力，是關乎未
來發展的 「成都之問」。

在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屆十次全會上，這一問題獲
得解答——成都出台《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

引領優化空間產業
交通能源結構

促進城市綠
色 低 碳 發
展 的 決
定 》 ，
這 份 文
件首次提
出 了 一 個

清 晰 路 徑
——以空間、

產業、交通、能
源四大結構全方位

優 化 調 整 為 重 點 突 破
口，並且寫入了今年的《政府工

作報告》，明確要出台四大結構調整行動方案及配套
政策措施，加快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塑

造城市競爭新優勢。
於成都而言，作為公園城市的首提地，率先開啟綠

色低碳的轉型進程，背後既是對城市發展規律的深刻
認知，也是基於自身的發展現狀。

成都的碳足跡，主要來源於工業、交通和建築領域
的能源消耗過程，其中工業領域的碳排放佔比大概為
35%、交通領域大概40%、建築領域大概22%。也就
是說，能源、工業、建築、交通四大領域是成都實現
「雙碳」目標的關鍵環節，只要這四個領域的節能減

排降碳工作做好了，那麼就能如期實現 「雙碳」目
標。

那麼，四大結構該如何調整？《綠色低碳發展決
定》中明確，成都將從構建和諧共生生態格局、構建
科學發展功能格局、強化產城融合建
設導向、推行綠色低碳建設模式和實
現城市精明增長戰略五大
任務着手。

這四大調整中，不僅解
決了人口聚集與城市功能
不匹配、公共服務不均衡
的問題；也圍繞市民出行
和貨物運輸兩大重點，全
力突破 「減碳」瓶頸；同
時瞄準近年大熱的綠色低

碳產業，為成都在未來世界性產業轉型中爭奪了話語
權；而且進一步強化成都的清潔能源優勢，為實現
2030碳達峰 「托底」。

公園城市建設公園城市建設 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新格局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新格局

綠色低碳的發展導向，關乎城市空間，更關乎產
業轉型。2021年12月，對於成都來說，是探路超大
城市綠色低碳轉型的一個重要時間刻度。

12月23日， 「天府永興實驗室」正式揭牌。作為
天府實驗室的有機構成，天府永興實驗室將聚焦零
碳能源、資源碳中和、地熱及碳匯三大研究方向，
布局零碳能源系統、高分子低碳循環、地熱資源開
發等8個前沿研究中心，賦能清潔能源、環保裝備、
綠色建材三大產業賽道，其主要職責是解決碳中和
領域 「卡脖子」問題。

12月27日，《綠色低碳發展決定》提出，在產業
方面，成都要建強綠色低碳優勢產業集群，增強企
業綠色競爭力，加快打造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實際上，成都打造綠色低碳的循環經濟的實踐早
就在全面推進。數據顯示， 「十三五」時期，成都
五大現代製造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9.9%，新技術產
業營業收入突破萬億元，電子信息產業成為首個萬
億級產業集群。氫能產業鏈初步形成，推進 「散亂
污」工業企業動態清零，累計淘汰落後產能超過300

戶，大力發展廢棄物低碳化處置產業，基本實現生
活垃圾零填埋，生態環境產業產值突破1000億元。

2021年9月，金堂入選國家屋頂分布式光伏開發試
點。隨着通威、通合等重大項目的相繼投產，金堂
聚力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推進建圈強鏈，在光伏新
賽道不斷取得新突破。作為成都光伏產業的主要承
載區，在這裏，以光伏為代表的千億級綠色產業集
群正在加快培育。

今年2月，成都市更是出台《關於支持淮州新城綠
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將金堂縣淮州新
城打造成為全國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示範區。

除了光伏，在動力電池、新能源汽車、氫能等新
賽道新領域，成都也作出部署：以 「龍頭企業+產業
基金+領軍人才+中介機構」模式，開展 「鏈主」精
準招引，育強綠色低碳產業鏈主，發揮鏈主作用提
升產業優勢。目前，成都已獲批工信部成德高端能
源裝備集群、國家新能源汽車示範城市，氫能產業
競爭力達到全國第四，光伏、鋰電池千億級產業集
群初具雛形。

在先進製造業引領產業升級的同時，成都的現代
服務業同樣在不斷蛻變。隨着《成渝共建西部金融
中心規劃》正式印發，現代服務業也開啟了綠色低
碳發展之路。金融業是現代產業的高級形態，金融
要素資源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以低碳的形式，為
城市發展創造高附加值。

先立後破，求之於勢。按照規劃，到2025年，成
都將力爭全市綠色低碳產業規模達到 3000 億元以
上，工業佔GDP比重保持在25%以上，規上工業單
位增加值能耗較2020年下降10%以上，萬元GDP用
水 量 降 低 至 24
立方米。

成都大運會成都大運會
東安湖主場館東安湖主場館

望江樓公園望江樓公園 興隆湖綠道興隆湖綠道

「「公園城市號公園城市號」」
主題列車主題列車

國內首個國內首個
電能零碳汽車電能零碳汽車
製造基地製造基地

交子公園交子公園

陽光下的公園城市陽光下的公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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