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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铺好绿色发展的底色，才有高质量
发展的成色。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
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

“步入‘无忧谷’，踏入樱花丛，入住‘樱花
里’，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让人感
到惬意和舒适。”慕名而来的游客对赵公山之
旅赞不绝口。

曾经赵公村拼“资源”，遍地开花的污染企业
虽然带动了村里经济的发展，但赵公村人却陷入
了沉思：生态环境破坏了，子孙后代怎么生存？

痛定思痛。赵公村深入践行“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
体账、算综合账，下定“大手笔”投入和“壮士断
腕”的决心，依法关闭拆除5家砖厂、2家地条钢
厂及1家炼胶厂。

一系列关停举措，让村子面貌一新。经过
多年的努力，如今的赵公村已满眼翠绿。随着
生态发展，绿色机遇如约而至，赵公村生态旅
游挑起了大梁。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目前，赵公村建
成规模性民宿农家乐2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近
百个，每年夏天多达1.5万人慕名来避暑休闲，
赵公村村民是最大受益者。

赵公村的发展是阿坝州旅游发展的一个
生动实践。近年来，依托“九大文旅品牌”，阿

坝州精心打造“全域九寨休闲之旅、黄河文化
体验之旅、熊猫家园亲近之旅、藏羌走廊探寻
之旅、雪山草地红色之旅”五条线路，“四季音
乐节”风生水起，乡村旅游、冬季旅游蓬勃发
展，让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绿起来、美起来，更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阿坝州就此积极探索实践路
径，推进生态产业建设，让绿色经济成为新引
擎，走出一条绿色的康庄大道 。

2022年，阿坝州累计发展优质水果31.07万
亩、错季蔬菜29.46万亩、高原花卉1.5万亩，建
成畜禽标准化规模场142个，创建州级以上现代
农业园区15个，“净土阿坝”品牌成功进驻成都
大运会；全州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60家、高新技
术企业7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36%，
金川电站、双江口电站等重大清洁能源项目正
在加快推进，阿坝查理等光伏项目举办集中开
工，今年一季度全州工业增加值增长23.7%，增
速居全省第一。如今，阿坝大地兴起一个个绿
色产业，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肩扛责
任，追青逐绿，向美而行。在阿坝这方神奇的
土地上，全州统筹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故事，苍翠的青山见证着，清澈的河流见证
着，洁净的蓝天见证着。

而这一美丽的故事，正还在涪江之源的阿
坝州持续而又精彩地抒就与上演！

视 点 之 三

逐绿而行，赋能长江黄河上游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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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世界地图，大约在北纬

30度线的中间位置，恰好是地处

中国腹地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族羌族自治州。。

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这是一方神奇的土地：：88..44 万万

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由不同板块由不同板块

拼接拼接。。高山峻岭高山峻岭，，钟灵毓秀钟灵毓秀；；草原草原

湿地湿地，，沃野千里沃野千里；；河流湖泊河流湖泊，，水波粼水波粼

粼粼；；生物多样生物多样，，自然家园自然家园。。

这里是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

自治州，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和水源涵养地，也是涪江的发

源地、主干流区。多年来，阿坝州

持之以恒坚持“生态立州”，不断巩

固和厚植绿色生态优势，矢志不渝

推动绿色发展，切实强化上游意

识、担当上游责任，坚决筑牢长江

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推动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环境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稳步提高，强力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

初夏时节，行进阿坝，天蓝如

洗，绿意盎然。在“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最根本的遵循与最深刻

的共识中，作为涪江发源地的阿坝

州已然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之路。

视 点 之 一

肩扛责任，牢树长江
黄河上游责任意识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
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阿坝是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
滇生态屏障，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和重要水源涵养地、
全国重要的天然林保护区，也是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主要组
成部分。

阿坝地处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之一，有大熊猫、雪豹、黑颈鹤等380多种珍稀
动物，有珙桐、岷江百合等 1500 多种珍稀植
物，被誉为“珍贵的生物基因宝库”。

全州林草综合覆盖度达85.6%，环境空气
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水环境质量进入全国“第
一方阵”。

……
“阿坝州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价值

在生态、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生态。”这是全州
上下的共识。

如何最大限度保护好大自然的馈赠，树牢
长江黄河上游责任意识？

带着这一探索的意念，记者了解到，这些
年以来阿坝州始终将推动长江黄河上游生态
保护治理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局性、关键性、
紧迫性的重大问题，深入实施“七大保护”行
动、“七大治理”工程，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阿坝奠定生态环境基础。

同时，立足州情实际，科学制定生态建设
规划，不断健全法治保障体系，坚持“保护优
先、生态优先”，先后制定并经省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湿地保护条例》等地
方性法规，出台了《阿坝州资源管理办法》等一
系列配套规范性文件……工作力度前所未有，
合力绘就绿水青山新图景。

面对生态保护的历史责任，阿坝儿女义无
反顾、主动出击、迅速行动，树牢“上游意识”，
担起“上游责任”，作出“上游贡献”。

“2018年3月14日的凌晨，若尔盖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如科在巡护屋内被黑
颈鹤的鸣叫声惊醒，从那一刻，便是如科和黑
颈鹤双向守护的开始。”采访中，阿坝州的相关
人员十分动情地向记者讲起了黑颈鹤夫妇与
如科夫妇昼夜不舍双向守护的故事。多年来，
如科夫妇用实际行动守护着黑颈鹤的栖居环
境，守护着自然生灵的美好家园。

时序更迭，同如科夫妇一样，在逐绿而行，
和谐共生的路上，阿坝儿女阔步向前。

□行进涪江联合采访报道组成员
阿坝州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姜国春 赵明月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钰铃
阿坝州新闻传媒中心供图

微风拂过，草木馥郁、花香扑鼻。在阿坝
县多美林卡国家湿地公园，群鸟啁啾、绿草轻
摇，景色美不胜收。

公园属大渡河水系，紧邻阿坝县城，被誉为
阿坝县城的“城市之肾”。守护好这份生态财
富，阿坝县不断加大投入，自2014年以来，累计
投资23284万元用于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完
成植被恢复5370亩、恢复湿地面积2417.88亩，
建成生境岛4座、生态护岸17396米等。

“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很多野生
动物也选择在这里安家。”阿坝县漫泽塘湿地
管理处处长陈俊华介绍，通过多年的保护治
理，湿地公园内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生物多样
性不断提升，湿地水源涵养能力不断增强。

多美林卡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治理是阿
坝州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在过去一年里，阿坝州完成营造林41.5万
亩、禁牧 2000 万亩、草畜平衡 3765 万亩，全州
林草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85.6%，湿地面积达
到881万亩，占全省的47.7%；同时，治理水土流
失60平方公里、地灾治理107处、草原“两化三
害”治理313.5万亩，牧区五县平均超载率下降
到5%。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成绩进入到全省

“第一梯队”，环境空气质量稳居全省第一名。

生态保护是一场关乎民生的硬仗，对于一
方山水，阿坝州始终珍之重之，筑牢长江黄河
上游生态屏障，不断擦亮生态底色，确保永不
褪色，让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甜、环境更美。

——始终把生态保护和治理放在压倒性
位置，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认真
落实河（湖）长制、林（草）长制，推进草原、森
林、湿地、雪山冰川、野生动物、植物、蓝天净土
绿水青山“七大保护”行动，稳步提升生态环境
状况指数，坚决确保出州清水向东流。

——深入实施草原“两化三害”治理、长江
黄河上游干支流流域治理、地灾治理、污染治
理、增草增林增绿治理、森林草原防灭火治理、
全域环境综合治理“七大治理”工作，不断增加
林草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水源涵养量，减少水
土流失面、草场超载率、水体含沙量。

——深入开展全域环境综合治理，扎实推
进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坚决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固废“歼灭战”，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需要。

……
绘生态阿坝底色，展美丽阿坝新姿。记者

在采访中十分欣喜地了解到，如今，阿坝大地，
绿色一年比一年多，绿意一年比一年浓。

阿坝松潘：靠什么冲刺
世界旅游重要目的地？

松潘之美，美在景色，亦美在文化——
黄龙、川主寺、松州古城等10余处特色景区景点星罗棋布；江源文化、

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和茶马文化源远流长……
展开松潘旅游版图，“绿色”“红色”“古色”多色齐放，生态与文化和谐

共存，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地处涪江流域上游

的松潘县立足“文旅松州·生态高原”相融共生发展理念，围绕“世界旅游重
要目的地”“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胜地”建设目标，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文化底蕴、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文旅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A.统筹规划：从“一枝秀”到“处处美”

当下，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生
力军。

全域旅游，勇当其先。松潘县立足“大产业”定位，突出“世界很大·松
潘聚美”旅游品牌，构建文旅发展新格局，紧紧围绕“旅游+”主线，精心谋篇
布局，把文旅产业作为转型升级、富民强县的战略举措和经济发展新动能
来厚植培育，吹响创建天府旅游名县的号角。

谋定而后动。松潘县深入践行“全域规划、统筹推进、融合发展、特色
示范”理念，坚持规划向文旅聚焦、政策向文旅倾斜、资金向文旅聚集，累计
安排落实文旅发展专项资金近亿元。编制并出台各项促进文旅产业发展
政策，力求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做“靓”、在提升文化品位上做“特”、在旅游项
目上做“精”。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当前，松潘县有国家5A级景区1个，国家4A级景
区1个，国家3A级景区2个，国家2A级景区2个。仅2022年全年接待旅游
游客6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7亿元。

B.产业互动：从“单业态”到“全业态”

文化是内涵、旅游是形体、项目是基础，只有融合发展，才能相得益
彰。然而，如何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松潘的回答是：讲好故事、谋好项目、做好产品，通过“+旅游”深度融
合，闯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乡民富的多赢发展之路。

——“文化+旅游”。成功组织开展各项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具有示范
作用的文旅节庆活动；打造出融合世界最前卫科技元素的大型边塞沉浸式
实景舞台剧《大唐松州·瓮城传奇》以及世界独有的和合圣地和国际知名的
星空古城。

——“生态+旅游”。全力守护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成功创建为第
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完成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功申报
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白羊自然保护区入选首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
单……

——“体育+旅游”。跨界携手推广冰雪运动，探索完成松潘重要冰雪地
标等宣传片拍摄；黄龙极限耐力赛线路连续两年获评“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
品项目”；汽摩拉力赛填补了四川西北部地区摩托车高级别赛事的空白。

——“农业+旅游”。依靠乡村旅游撬动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成功创
建省级农旅结合示范园；建成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旅游”激活新业态，增强全域旅游发展动
力，松潘文旅产业发展成势见效。

C.品牌联动：从“小众游”到“大众游”

“看了《大唐松州·瓮城传奇》，感觉非常震撼，与此同时被松潘这个地
方深深吸引了。”6月7日，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大唐松州·瓮城传奇》在松
潘古城开演，来自广东的游客杨德对松潘这个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地方
着了迷。

据悉，全国首部大唐边塞实景剧《大唐松州·瓮城传奇》利用千年松州
的古老城墙与悠久的民族文化，融合世界最先进的光影科技与舞台技术，
创作了弘扬民族和谐的视觉盛宴，吸引众多游客观看，打响了松潘的知名
度。

近年来，松潘精心打造了一批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节会文化品牌，尤
其是像“松潘古城花灯会”“黄龙高山兰花节”等文旅节庆活动；藏族花灯、
藏羌锅庄舞等民俗表演；羌族多声部、藏族唐卡绘画等传统手工艺……在
这些品牌的带动下，松潘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文旅融合结硕果，高原古城耀新辉。如今的松潘，文化更有活力、旅游
更有魅力，文旅融合正为松潘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世界很大，松潘聚美。”作为高原古城的松潘，如今文化更有张力、旅
游更有魅力、发展更有活力，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松潘高质量发展注
入不竭的动力源泉。

□行进涪江联合采访报道组成员 阿坝州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姜国春 赵明月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钰铃

百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
深情感言：“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
国西部生活，我别无所求，只愿能
够生活在松潘”——

视 点 之 二

夯基本底，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黑颈鹤羊角花盛放毕棚沟

黄河九曲第一湾黄河九曲第一湾

若尔盖花湖生态示范区江
河
之
上

江
河
之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