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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一个县级市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之路

西昌走过的黄金 10 年

西昌市召
开创建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
市动员大会现
场。

◆王青山

2007 年到 2016 年这 10 年，是四川
省西昌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 10
年”。 10年间，中国西部这个普通的县
级市，一跃而跻身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第 92 位（2016 年提升至 85 位）；最具
投资潜力百强县第96位；位列全省少数
民族地区先进县第1位、全国州盟首府
城市第2位。

2016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57亿元，是2011年的1.55倍；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3万元，是2011
年的1.5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1.49万元，是2011年的1.94倍。

这10年，也是西昌市环保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黄金 10 年”。 10 年间，西昌
市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生态效应不断
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民群众
对区域生态环境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不断
增强。

2012年以来，西昌市环境空气质量
保持良好，空气中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
值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颗粒物年均浓
度值明显下降，空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
连续 5 年保持在 98%以上；安宁河出水
断面均达到或优于规定的Ⅲ类水质要
求，邛海水质基本达到Ⅱ类水质要求，城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标；区
域环境噪声总体达到二级水平，交通噪
声总体达到一级水平。2015年以来，连
续两年获得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空
气质量激励资金。

这10年，西昌市先后荣获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国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环保科普基地、
四川省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四川省生态
市等50余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被
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县域经济示范县
市”，是全省唯一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的城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
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已
成为大势所趋。西昌市“黄金10年”的
生动实践，很好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西昌市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是彝、汉等

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极不均
衡，全市37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地
处高山和二半山区，截至 2011 年，全
市尚有47个贫困村、1.99万农村贫困
人口。

面对现实，西昌市委、市政府清醒
地认识到：生态资源是西昌市最重要
的战略资源，生态优势是西昌市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调整发展理念，转变
发展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解
当下所需、实现地区借力借势发展，也
是谋未来之路、前瞻性把握发展大势、
实现永续发展的科学考量。为此，西
昌市在发展过程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
理念，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
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打造
现代化生态田园城市。

十年如一日，西昌市委牢固树立
起抓环保和生态建设就是抓执政能力
建设这一理念，真正树立“成功不必在
我”的胸襟，为子孙后代谋、为千秋万
代计，让生态建设成为一种工作接力、
事业延续。西昌市委、市政府带领全
市上下紧紧盯住生态家园建设这篇大
文章，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合力
攻坚。

首先，结合实际，创新思路，构建
起“大环保”的工作机制。

围绕加快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
境热点、难点问题，建立起党委总揽、
政府统筹、部门联动、社会监督的环保
工作新机制。市委、市政府以及各级
各部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一把
手”就是环保和生态建设的第一责任
人。2013 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共召
开26次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专
题研究生态环保重大工作。

其次，西昌市花大力气常抓不懈，
将绿色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转化成全
市各族群众的共识。

一是整合资源，大力加强环保宣
传。各部门、各单位以及社会力量齐
动员，采取多种形式进企业、进社区、
进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对新《环保法》

《环评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贯彻，做到家喻
户晓。

二是把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
治等重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全市
目标综合考核，层层签订责任书，加强
督查督办，严格奖惩，确保工作落实到
位。特别是连续 3 年实施了蓝天工
程、碧水工程、宁静工程、增绿工程等

“十大环保行动”，打好“环保组合拳”，
整体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三是建立健全环保工作协调机
制。建立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定期
巡查制度、环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环
境执法协调制度，构建环保社会监督
机制。组建由西昌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专家学者、群众组成的环境保护
社会监督员队伍，参与环境保护监督
活动，倒逼解决环境问题，形成全社会
关心、支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
氛围。

四是依托全国首批社会治安综合

西昌市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
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摒弃
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并
汇聚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增长点。明
确提出“三个凡是”：凡是已经影响生态
环境的企业或生产工艺落后的产能一律
实行关停并转；凡是有可能影响和破坏
生态环境的项目一律不引进；凡是直接
或间接带动生态环境改善提升的项目优
先选择，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环保组
合拳、重拳连续出击，实施关停一批、整
治一批、规范一批的举措，大大提升了西
昌市环境治理水平。

10年来，西昌市先后关停取缔了一
批水污染企业和非法洗选企业，关停了
20余户落后产能和高污染企业（其中有
5家涉重落后产能），先后淘汰4家企业
落后产能设备36台（套）；强制开展涉重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完成1个省级规划
技改项目，启动两家涉重企业环保搬迁
工作。

攀钢集团西昌新钢业有限责任公司
是全国工业企业 1000 强（981 位），四川
省企业100强（38位），凉山州工业重点

企业，纳税大户，国内三大钒制品厂之
一。每年实现销售收入30亿、税收两亿
元。但同时，这个企业生产设备落后、环
保设施不能满足要求。在经济利益和环
境利益之间，西昌市党委、政府毅然决然
选择了保护环境，2015年正式关停了这
家企业。

10年来，全面完成不达标企业的治
理和“小散污”企业的整治。

完成11家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烟粉
尘达标治理项目；淘汰24家企业24台1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两台热电炉；完成8
家工业废气治理设施改造，确保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针对遍地开花“小洗
涤”、“小塑料”、“小锅炉”实施清理整治。

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是我国
钒钛产业的重要企业，也是环保监察的
重要对象。一段时间，市民对其烧结脱
硫产生的“烟羽”问题反映较大。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渠道，督促企
业投入2.3亿元，完成密相半干法脱硫设
施改造，实现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工
艺，彻底解决市民关注的“烟羽”问题。

截至目前，这个企业已在环境治理
投入 39.75 亿元，占整个项目总投资的
13%，实现了生产、生活废水全部循环利
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超过
99%。

10 年来，西昌市实施工业进园区，
规范产业布局，合理规划业态。建成经
久、成凉、太和三大工业园区，形成“一体
三翼”产业发展布局。根据园区产业定
位，经久钒钛产业园区初步形成了以钒
钛板材深加工项目、钒氮合金项目、钛硅
合金项目等为依托的钒钛产业集群；太
和工业园区初步形成了以重钢西昌矿业
500万吨废品抛尾为依托的建筑建材产
业集群和以三峰垃圾发电二期、污泥餐
厨处理处置等项目为依托的环保产业集
群；成凉工业园区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十
九冶装备制造项目为依托的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和以好医生攀西药业美洲大蠊养
殖技术推广等项目为依托的食品医药产
业集群。

不破不立，在破中立。西昌市明确
提出不再引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加快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优美的环境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
志，也是人民群众的新诉求、新期待。
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
气，吃上放心的食品，不仅是全面小康
社会的目标，更是党和政府对全市各
族群众的承诺。

10年来，西昌市始终把解决当前
群众最关心的环保和生态建设问题放
在 首 位 ，强 调“ 预 防 在 先 ，主 动 作
为”。 在自然条件差、资金短缺的情
况下，西昌市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坚
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为经济社
会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一是实施蓝天工程。 集中力量
解决突出的工业废气、燃煤锅炉、餐饮
油烟、扬尘及秸秆焚烧等污染问题，改
善辖区空气质量。

先后开展餐饮油烟治理，完成了
14家餐饮企业油烟治理，油烟净化设
施有效运行率达到 90%以上。划定

“黄标车”禁行区域，加快“黄标车”淘
汰工作。完成 14 座加油站油气回收
治理，全市加油站全面供应第四阶段
标准汽油、柴油。实施主城区全面禁
煤，关停 7 家城郊煤球生产企业。
2016 年投入 300 余万元，鼓励秸秆还
田和综合利用，落实乡镇属地管理责
任，有效杜绝秸秆焚烧行为。

二是实施绿水工程。一方面加强

抓环保和生态建设就是
抓执政能力建设

治理网格化建设试点市，在全国较早建
立起网格化环境监管机制。

3年多来，全市3大工业园区、6个街
道办事处、37 个乡镇已完成辖区内二、
三级环境监管网格的划分工作，共建立
二级网格46个，三级网格267个。将全
市48个党委、政府职能部门纳入指挥调
处平台，形成网格化服务管理一套闭环
流程，实现一站式、一条龙、一体化的网
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依托网格化，完成了社会层面环保
防控网，构建起“无缝衔接、覆盖城乡”的
立体化防控网络。在实现有效管控基础
上，西昌市的网格化建设进一步拓宽服
务功能，解决了党委政府解决群众诉求

“最后一公里”问题，力求将网格化功能
发挥到极致。

机制创新，全盘皆活。
从 2010 年西昌市主城区“九纵九

横”禁止摩托车、未注册登记的超标电动
自行车、人力板车、人力货运三轮车等行
驶的“禁摩令”；2014 年主城区内单位、
商业服务业、居民全面禁止使用包括蜂
窝煤在内的燃煤的“禁煤令”，到今年主
城区全面禁止摆摊烧烤的“禁烧烤令”，
全部得到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
护。

抓环保和生态建设就是
抓发展

一大批清洁能源企业应运而生。
中电建西昌30万千瓦风电项目、重庆
三峰1.2万千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
网发电，斯特林光热发电电机总装、锂
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等一批节能环保项
目稳步推进，蓝鼎环保综合利用西昌
钢钒脱硫渣项目已建成投产。

实施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大力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成
功创建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基
地37个、产地规模达到82.7万亩。拥
有省级挂牌生产基地4 个、省级农技
示范基地10个、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
6 个，国家级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13
个。西昌洋葱、小香葱获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建昌鸭、钢鹅、高山黑猪
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旅游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在原有
的传统节日——彝族火把节、彝族年
等基础上，成功打造荷色生香、茅坡樱
桃等“乡村十八景”，先后举办桃花节、
樱桃节、油桃节、蜜桃节、葡萄节、荷花
节、石榴节、民俗文化节等近 30 个节
庆活动。2016年，全市接待游客2100
万人（次），同比增长4.18%；实现旅游
收入168亿元，同比增长11.15%。

地处国家级名胜风景区——螺髻
山脚下的安哈镇，是西昌市的一个彝
族聚居镇，由于基础条件差、交通不便
等，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7 年
人均年毛收入不到1000元。如今，得
益于环保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安哈镇
旅游业迅速发展，2016 年春节短短 7
天，全镇旅游收入就超过百万元。镇
上名叫“曲比彝庄”的一家普通农家
乐，每天接待游客超过200多人（次），
日进账1万元以上。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使西昌
市这个中国西部普通县级市，迅速成
为投资的热土，世界500强企业10家、
中国500强企业11家落户西昌市；全
国换季总部基地、全国康养基地、四川
省医养中心等选中西昌市。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另一方面加强流域
综合治理。自2013年以来，全市废水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中，生活源强排放比例
逐年降低，污水处理已取得成效，水环境
质量进一步提升。

位于城南的邛海湖被誉为西昌市的
母亲湖。西昌市坚持把邛海湖作为全市
的核心生态资源，在四川省、凉山州关心
支持下，先后投入资金60亿元，实施邛
海生态恢复整治行动，走出一条高原湖
泊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的科学发展之
路。

在中央、省、州的大力支持下，举全
市之力，长期开展邛海保护和湿地公园
建设。恢复周边可视范围植被 13.6 万
亩，使邛海湖流域林地面积达 38 万余
亩。搬迁周边五乡一镇村民9000余户，
3.8万余人；分六期恢复邛海湿地两万余
亩，建成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拆除沿
岸一大批违法违规建筑，新增邛海水生
植被约 8000 余亩。邛海水域面积从不
足27平方公里恢复到34平方公里，湖水
水质从Ⅲ类全面恢复并趋于Ⅱ类，生物
多样性得以恢复。实现了以高原淡水湖
泊自然湿地修复为立足点，我国南方鸟
类栖息地重建为特色，突出生态教育、生
态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保护等
多种功能。被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林业局
立为良好型湖泊保护和实施抢救性保护
湿地资源的典型和样板；被《中国经济周
刊》誉为国内的“四颗湿地明珠”。先后
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国家
湿地公园”、“国家环保科普基地”、“国家
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度假区”
等荣誉。

三是开展国家级生态乡镇建设。建
立“三拖一”工作体系（由一名市级领导、
一个包乡部门、一个支持部门组成攻坚
团队，负责一个乡镇的创建），实施“7+
1”项目工程，“7”是每个乡镇建设一个生
态休闲广场、一条示范街、一个农贸市
场、一批生态村、一批垃圾中转站、一批
公共厕所，建立一套长效管理机制；“1”
是每个创建乡镇必须建设一批配套的污
水处理设施。通过开展创建工作，进一
步完善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整治
了农村面源污染，实现了农村生态环境
的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10
年来，全市30个乡镇通过了环境保护部
国家级生态乡镇的审核，占全市乡镇的
81%。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使西昌市
迅速成为“点击率”极高的热点城市，诸
如全国篮球青年锦标赛、中国·西昌邛海
湿地国际马拉松赛、中国邛海国际帆船
赛等高规格体育赛事都落户西昌市，
2016 年央视春晚还选中西昌市，作为 4
个分会场中的一个。特别是“中国·西昌
凉山彝族火把节”更是成为凉山州、西昌
市对外展示的窗口。

过去10年，是西昌市生态建设和经
济发展双赢的“黄金十年”。今后10年，
是西昌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铂金十年”，
更是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铂金十
年”。 今年，西昌市提出七彩西昌、阳光
水城这一新的城市定位。七彩西昌、阳
光水城就是通过拥水战略，把一湖四河
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轴，加快建设川滇结
合部区域性中心城市。

所谓阳光水城，就是整个城市的建
设、布局，全部按照一湖四河的水线进行
规划建设，最终成为可以坐船就能游全
城的阳光水城。未来的西昌市，城市将
通过水网连通，一半山水一半城，邛海
湖、泸山景区也将成为城市的“中央公
园”。这座现代化的生态田园城市，将成
为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

而“七彩西昌”则是让这座城市绚丽
多彩。它包括这座城市的所有元素，从
布局到景观、从自然到人文、从外延到内
涵，毫无疑问，这也是西昌市“铂金十年”
环保和生态建设的新目标。

为子孙后代谋、为千秋万代计，不贪
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
底，让生态建设成为一种工作接力、事业
延续。有“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我们
相信，西昌市的绿色发展之路会越走越
宽广，也一定能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抓环保和生态建设就是
抓民生

摄影：邹森 刘玉梅 王哲 胡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