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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市区一路向东，跨过“城市
绿肺”龙泉山，就来到东部新区。在龙
马湖公园东岸，一个面积 1 . 7 平方公
里的“无车岛”正在紧张建设，在这
里，汽车交通全部纳入地下，地面只保
留步行、自行车等慢行系统。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公园城市、未
来之城。”项目建设方、中交（成都）
城市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刚说，
龙马湖公园东岸正在构建无边界公园城
市，城在园中，园城融合，而“无车岛”的
设计，正是瞄准了未来。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吴善荀说，成都东部新区的定位就是“未
来之城”。

今年 5 月，成都东部新区正式挂牌。
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96 名院士和国际
国内专家团队领衔，3500 多名国际国内
设计人员参与，历时 3年经过 5轮规划，
才完成了新区的整体规划。这是成都“跳
出”盆地发展的百年大计，在新发展理念指
引下，将成为一座宜居宜业的“未来之城”。

一个瞄准未来的百年大计

成都为何要“东进”？记者了解
到，目前，在成都生活的人口已达到
2128 万人。按现在的发展速度，未来
二三十年内，预计还要新增 1000 万人
口。宜居，是成都的名片。但如果
3000 多万人扎堆在现有空间，就很难
“宜居”了。

几千年来，成都始终在龙泉山脉与
龙门山脉之间、在岷江与沱江交汇的冲
积平原上延续拓展。“两山环抱”的地
理格局是护城的摇篮，却也让工业化时
代的资源约束、环保问题更加凸显，让
成都城市发展的天花板更快到来。

成都跨过龙泉山建设东部新区，就
是希望破除“点状扩散、圈层发展”的
“摊大饼”模式，形成“多中心、网络
化”空间格局。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成都东

部新区党工委书记张瑛表示，紧邻沱江、
生态良好的东部新区，自然禀赋突出，开
发强度低，白纸作画有利于建设面向未
来的城市示范区。

东部新区之“新”，宜居是要义。新区
谋篇布局有多长远呢？吴善荀说，东部新
区充分考虑未来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需
求，把 39 . 7 平方公里的土地“锁定”为重
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未来 50 年的公
共服务需求都预留了土地。

一套城市发展的创新理念

成都东部新区规划面积 729 平方公
里，在城市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可圈
可点：

公园营城新模式。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新区不是“造城”，而是“营
城”。这意味着发展模式从“产、城、
人”变为“人、城、产”，顺序之变的

背后，是成都希望打造一个能够“留得
住人”的产业新城。

张瑛表示，东部新区秉持“精筑
城、广聚人、强功能、兴产业”的营城
理念，目前已全面进入建设阶段，下一
步如何做好“广聚人”，特别是吸引年
轻、高素质的人群进入东部新区成为一
项重要工作。

空港新城企业总部位于成都东部新
区，目前包括“企业服务中心”在内的
第一批次项目刚刚建成。“项目在丘陵
地貌上依山就势而建，整个项目就在绛
溪河公园里面，完全开放，不设任何围
墙。”项目建设方、成都高投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地产一部副经理丁笛说，新理
念带来的是更宜居的生态环境、更完善
的公共配套服务，必将吸引更多的企业
和人聚集于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

晓江指出，成都东部新区从过去“城市
中建公园”转变为“公园中建城市”，
实现城市空间与生态空间无边界融合。

城市治理新体系。吴善荀透露，成
都东部新区规划了“城市-片区-新镇-
小区-组团”五级城市单元，不同的单
元覆盖不同的人口规模，也承担不同能
级的城市功能，其间通过三级绿道串联
形成公园体系。其中，“新镇”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新概念，它将成为产城融合
的基本单元，产业、居住、产业配套和
居住配套都在这个单元中科学配置，以
此减少跨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

创新引领新发展。成都东部新区高
起点建设未来科学城，打造智能制造全
国领先、创新转化国际一流的科技引领
发展新高地。同时，锚定产业生态圈创
新策源地和新经济主导产业方向，打造
集研发设计、创新转化、场景营造、社
区服务等为一体的生产生活服务高品质
科创空间。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汪小琦
说，东部新区划定了未来科学城载体，

这也是未来创新策源地，产业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空间，体现创新驱动特色。

人本交通新方式。成都东部新区全
面践行以人为本理念打造绿色高效交通
系统。在道路交通方面，构建以“ 4×4 公
里”快速路网盒子为基本单元的道路交
通组织模式，实现单元内外交通分离。在
轨道交通方面，打破既有沿快速路设置
的方式，伸入“新镇”内部，串联各级城市
中心以及交通枢纽布局。在慢行交通方
面，打破传统慢行道沿街布置的方式，构
建独立于城市道路，适应于丘区地形，包
括中心慢行片区、独立慢行专用路网和
生态路网的完善慢行系统。

成都东部新区党工委委员、总经济
师王正丹说，东部新区通达性强，区域
内已有多条高快速路建成运营，轨道交
通 18 号线即将投运，具备连接成都中
心城区以及德阳、资阳、眉山最便捷的
交通条件。

“成都跨过龙泉山向东发展，不仅
是为了扩张，也是为了西部的保护、中
部的优化。”李晓江认为，成都摆脱
“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发展空间跨到
龙泉山以东，有利于保护好都江堰灌区
的良田沃土，塑造大美公园城市形态。

一个承载国家战略的高能级区域

当前，国家正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成都向东、重庆向西的相
向发展已然成势。

成都加快“东进”步伐，将以点连
轴推动成渝相向发展，支撑国家战略意
图实现。“成都东进需要一个国家级新
区的载体架构，通过设立省级东部新
区，为将来争创国家级新区做好准
备。”王正丹说。

四川省政府在设立成都东部新区的
批复中，提出了五个“新”的定位。其
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平
台”和“成德眉资同城化新支撑”，预
示成都东部新区在区域发展中承担的重
要作用。

一方面，成都东部新区是推进成渝

相向发展的重要载体。“成都东部新
区位于成渝发展主轴上，将东部新区
打造成为成渝相向发展的新兴极核，
能够带动成渝中部区域城市快速崛
起。”李晓江说。

另一方面，成都东部新区是推
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先行示
范，共同打造龙泉山东侧先进制造
业产业带，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

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奥地利三康
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开发、
生产针对汽车内饰覆膜加工的设备和
模具。“基于对亚洲及中国市场的战
略性考虑，我们在成都建立三康中国
总部及中国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
庄果说，东部新区拥有良好的区位优
势，集聚辐射效应明显。“在这里可
以实现全球采购，我们生产的机加工
设备，每月都有 1 到 2 个集装箱，通
过中欧班列发回欧洲总部。”

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
究院教授杨继瑞认为，成都东部新区
将加快成都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重心东移，加强成德眉资优势领域
产业链合作。

“设立成都东部新区，是四川和
成都做强做优‘经济圈’的先行示范
和先手实践。”在杨继瑞看来，成都
东部新区是成都东部的城市新中心，
是成都极核的“战略芯片”，对于优
化“经济圈”的国土空间结构，提升
成都极核能级，做强做优“经济圈”
意义重大。“跨越龙泉山向东发展，
获得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广袤空间，
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将得到极大增
强。”

张瑛表示，成都东部新区将加强
与重庆在现代产业、科技创新、对外
开放等方面的衔接互动，打造成渝相
向发展的重要平台，建设成渝地区改
革开放先行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形
成带动西部开发开放的增长极和动
力源。

新华社重庆 7 月 14 日电（记者陈
国洲）记者 14 日从重庆市公安局了解
到，针对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现象，从即日
起重庆警方将开展为期三年的打击非法
捕捞专项行动，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
态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犯罪，坚决
斩断非法捕捞、运输、经营的地下产业
链，侦破一批非法捕捞犯罪案件、打掉一
批职业化团伙化犯罪网络、整治一批非

法运销捕捞器具和渔获物窝点。
警方提醒，截至今年 7月 8日，重庆市

各水生生物保护区、重庆主城区两江四岸
及相关水域已实行常年禁捕，涉及重庆江
津区、永川区、巴南区等共 20个区县。随着
退捕工作的加速推进，保护区外的长江干
流和重要支流也逐步实行暂定十年禁捕。

据此，在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
中，重庆警方将重点打击违反保护水产

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捕捞水产
品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使用爆炸、投毒、
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实施非法捕捞或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对收购
或代为销售非法捕捞渔获物的行为加
大打击力度，重点查处以野生鱼为经营
对象的餐饮场所，特别是打击明知是非
法捕捞的渔获物而作为食材私自收购
的行为。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维
护渔业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普
通群众应当自觉抵制食用长江野生鱼，切
莫贪图一时口腹之欲让非法捕捞、运输、
经营长江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不法
分子有利可图。若市民发现可能涉嫌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行为的线索，可拨打农业公
益服务咨询举报热线“12316”，或直接向
公安机关举报。

重庆警方专项行动打击长江非法捕捞

据新华社太原 7 月 8 日电（记者王
劲玉）近日，位于太行山中段的山西省昔
阳县发现了一只豹子。据长期进行华北
豹研究的动物保护者介绍，这只豹子是
太行山的“明星豹”F8。让人欣喜的是，
这是华北豹 F8首次出现在它出生地以
外的县域。

F8 被野生动物保护者们称为“太
行山的小公主”。它出生在昔阳邻县和
顺，今年 4-5 岁。在近三年的观察中，
F8 持续给人惊喜。

2018 年，独立后的 F8 从母亲的核
心领地，来到十几公里外的山地定居下
来。这个地方 2018 年完成了整村搬迁。
2018 年 11 月，F8 第一次带小豹子出
现，它的第一胎就生了两只小豹子。随
后，它的孩子渐渐长大；2019 年 10 月，
F8 的两个孩子也独立生活，F8 恢复了

“单身”。
2020 年 6 月，昔阳县的村民在路

边发现了 F8。它的领地比想象的更
广，成长扩散之路也走得更远。“这次
发现它的地方，已经距离它的出生地
几十公里，还跨了县。这说明母豹在
扩散，豹在适应新环境，多年生态保护
效果显著。”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执
行主任黄巧雯说。

作为太行山华北豹种群的关键栖
息地，山西省和顺县 2018 年完成了
41 个村的整村搬迁，给了野生动物更
大的生存空间。

“搬迁后的农村都进行了复垦复
绿，野猪、狍子等动物开始在搬迁后的
土地上活跃，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华北
豹也在扩展它们的领地。”黄巧雯说。
这次 F8 现身昔阳县，说明当地通过

持续生态修复以及植树造林，为物种多
样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年造林 10 万亩，针叶林、阔叶
林混种，为野生动物生存提供了有利条
件，可监测到的物种多样性显著提高。”
昔阳县林业局局长侯庆荣说。

华北豹是中国独有的豹亚种，也叫
中国豹。文献记载，华北豹的模式标本
取自北京西部山区，但北京周边已经十
余年没有华北豹的野外记录，华北豹的
历史栖息地和种群在过去数十年里急
剧萎缩。

“F8 出现在昔阳县，证明了华北豹
种群扩散的能力。只要生态廊道连通
有所保障，太行山北段乃至北京的燕山
山脉都能迎来华北豹的回归。这将是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大进步。”黄巧
雯说。

追踪华北豹 F8 扩散之路
在天津市蓟州区大兴峪北

矿区，50 岁的耿瑞军与好友身
着统一的红衣黑裙，面朝手机
摄像头，在青山碧草间，踏歌
载舞。

耿瑞军是当地渔阳镇大兴
峪村的村民，她说：“我平时喜
欢录一些唱唱跳跳的短视频发
到网上，让大家看看蓟州的好
山好水，也展示我们农村人的
精神面貌。”

看过视频的人难以想象的
是，这片景色秀美的地方也曾
“青山白头”“绿草披霜”，227
亩的山体创面和矿坑“伤疤”是
当地的“刻骨之痛”。

作为天津市唯一的半山
区，蓟州区矿产资源丰富，一度
被称为天津的“建材基地”，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当地
的采矿产业达到顶峰。

炸山采石，毁地烧砖，挖河
取沙……全区超过 400 家石
料、化工、采沙等污染企业，给
绿水青山留下“累累伤痕”，山
体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埋下了山体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

转变源自 2008 年。蓟州区坚定走
生态转型发展道路，出重拳、下猛药，全
面关停山区矿山开采和加工企业。山野
恢复平静后，蓟州区自 2014 年起开展
“矿山复绿”行动，为矿山创面“疗伤”。

以大兴峪北矿区为例，边坡危岩
体清理卸载、砌筑挡土墙、客土回填、
植树绿化、修建截排水沟，一揽子矿山
复绿工程加速推进。如今，矿山重披
“绿装”，如梯田一般，种上了椿树、油
松、柏树、山桃等植被。

截至目前，为修复 8处“疤痕累累”的
矿区，蓟州区已累计投入 12亿元，共完成
山体危岩体削坡约 212万方，矿坑回填约
352万方，绿化栽植苗木近 3万株。

生态变化，天津八仙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护林员朱金保感受尤深。“过去，
山里的村民靠山吃山，有放牧的，有凿

山挖石的。这些年政府在努力修
复矿山，粉尘少了，环境美了。”

蓟州区林业局高级农艺
师刘凤明说，特别是十八大以
来，蓟州区坚持生态优先，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新增林地 10
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6 个百
分点，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
前列。

除矿山复绿外，蓟州区通过
招商引资，发展绿色矿山经济，
积极探索将“绿水青山”打造成
“金山银山”的发展路子。蓟州伊
甸园生态教育国际示范区项目
成为其中的一项生动实践。

这一项目引入了英国矿区
修复的先进经验，以废弃矿坑
生态修复为核心，将融合旅游
业和农业等业态，打造集自然
科普教育、生态农业和商旅文
娱等为一体的生态教育国际示
范区。

蓟州伊甸园生态教育国际示
范区项目总经理崔崴说：“项目建
设之初，我们一手抓矿山修复，一

手谋创意设计，邀请国内外的知名设计
师参与其中，在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着力挖掘当地丰富的地质资
源、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其商业价值，这
与我们打造生态教育国际示范区的理
念相契合。”

“守住绿水青山，迎来金山银山。
蓟州区坚决摒弃‘靠山吃山、炸山开
山’的传统发展路径，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我们
要让蓟州区‘生态发展涵养区’的金
字招牌更加响亮，走上生态‘高颜值’
和经济高质量同步发展的新路。”天
津市蓟州区委书记王力军说。

记者即将离开矿区时，一群平均年
龄超过 70 岁的天津市区游客笑盈盈地
在复绿的矿坑上拍照。“谁能想到我们
脚下曾是炸山留下的矿坑呀，现在这绿
水青山的模样谁不爱？太美了！”

（记者宋瑞）据新华社天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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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岳文婷）一
座座矸石山，曾被视作河北省邯郸市
峰峰矿区的“黑色地标”，如今却草木
葱茏、花团锦簇。参与矸石山治理的黄
作民说：“治理过程很艰辛，但看着黑
色的矸石山逐渐变绿，心里非常自
豪。”

55 岁的黄作民，是土生土长的峰
峰矿区人。“小时候，羊东矿有一座高高
的矸石山，大伙儿问路时，都会把它当
作‘地标’。那些年，矸石山周边的住房
窗台上常常会落一层灰，居民都不敢穿
白衬衣出门。到了炎热的夏天，煤矸石
还会偶发自燃现象。”黄作民回忆说。

作为老工矿区，峰峰矿区因煤炭
开采遗留下了 16 座煤矸石山。据测
算，煤矸石堆存量高达 3660 万吨，不
仅占据了大量土地，还带来扬尘和水
体污染等问题。

为了解决矸石山这个“老大难”，
位于大峪镇的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新三
矿率先尝试对矸石山进行治理，2004
年至 2007 年先后栽种柏树、火炬树等

耐旱植物 5500 余棵，绿化面积达 1 . 1
万平方米。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矿上
的矸石山如今已绿树成荫。

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峰峰矿区分局
局长张清强说：“2017 年，峰峰矿区委
托专业机构对每座山的矸石成分进行
检测，按照‘一山一策’的原则编制了
治理方案，累计投资约 1 . 95 亿元，启
动了全面治理工作。”

2019 年，已是羊东矿节能减排办
公室副主任的黄作民，正式加入矸石
山治理队伍。黄作民说：“对羊东矿矸
石山实施了削坡覆土、喷淋降尘、砌台
围挡、喷播绿化等措施后，我们又在山
上开挖了截水沟、排水沟等，试种苹果
树、桃树、石榴树等。”

峰峰矿区区委书记陈珍礼说：“目
前，全区 16座矸石山已治理完成 11座，
其余 5座正在治理中。为了进一步降低
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果，我们不断探索
山体的综合利用途径，努力实现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逐步形
成科学、高效的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河北峰峰：

正在消失的“黑色地标”

据新华社长沙 7
月 14 日电（记者史卫
燕、明星）雨水倾盆，洪
水汹涌。近日，洞庭湖
全线超警戒水位，给湖
区的野生动物生存带来
困难。

麋鹿“果果”被发现
的时候，大约刚出生 5
天。它孤独地躺在洞庭
湖防洪大堤的草丛中，
奄奄一息。接到群众报
告后，东洞庭湖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杨
晓强马上赶过去。1 个
小时后，“果果”在东洞
庭湖麋鹿和鸟类救助避
难中心一口气喝了整整
3 瓶鲜牛奶。

“综合判断，这是一
只和母亲走失的小麋
鹿。”杨晓强说，水位上
涨后，洞庭湖的洲滩会
逐渐被淹没，麋鹿只能
不断寻找湖里的高点。
它们虽是“游泳健将”，
但如果受伤或者太小，
很可能因体力衰弱难以
支撑。

目前，洞庭湖区麋
鹿种群已繁衍至 200 余
头。东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麋鹿保护专家
宋玉成告诉记者，麋鹿
太过稀少，在洪水季节，
湖区人想办法在不影响
麋鹿自然状态的前提
下，为它们成功度过汛

期保驾护航。
汛期一来，东洞庭湖麋鹿保护协会

的志愿者丁明就会带着白菜、胡萝卜等
食物驾船到湖里寻找被洪水围困的野
生动物。

“我在湖里长大，每个小湖汊都清清
楚楚，麋鹿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丁明自信
地告诉记者，为了引导麋鹿到安全的高地
躲避洪水，他经常一个人在湖里待一周。

和麋鹿“果果”几乎同时“入住”东洞
庭湖麋鹿和鸟类救助避难中心的，还有
两只小夜鹭。吃了 4只泥鳅之后，它们也
开始在避难中心的芦苇丛中活蹦乱跳。

“‘果果’是和我们志愿者一起想出
的名字，是麋鹿保护成果的意思。”李政
说。如今在东洞庭湖麋鹿和鸟类救助
避难中心，有 14 头曾经受伤受困的麋
鹿在 358 亩的园子内自由奔跑，等它们
休整好了，将回到旷野生活。

（参与记者：蔡潇潇、张格、王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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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8 年山西省和顺县通过红外相机拍到的华北豹 F8 带领小豹外出的画面（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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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又称为“城市之眼”，成都“东进”的地
标式建筑。 （摄影吕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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