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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公报

（2022年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于 2022年 11月 28日至 29日在成都举
行。

出席全会的有，省委委员 79人，候补省委委
员 15人。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
基层同志、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代表也列席会
议。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晓晖作
了讲话。

全会主要任务是，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现代化建
设，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以“四
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坚持“讲
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推动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
川发展新篇章。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晓晖代表省
委常委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引领四川现代化建设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

川发展新篇章》的主题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四
川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
四川发展新篇章的决定》。

全会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二十届一
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
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提
出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新
要求，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党的使命任务，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政治成果、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全省
上下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折不扣推动党的
二十大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
为，省委十二届一次全会以来，四川走过了一段
极为不易、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多重困难叠加、

多种风险交织、多条战线作战。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把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工作主题主线，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扎实
抓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各方面工作，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
进展。

全会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
新征程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标志着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启动，向全党
发出了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冲锋号，
必将载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光辉史册，必将开
创人类历史和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奇迹。党的二十
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
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这是我们党
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经验，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
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
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这些重大
部署和重要要求，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谋划推
动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

全会指出，四川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的生动缩影，经历了与全国一样的长期奋斗
过程。当前阶段，四川现代化建设主要呈现以下
特征：一是工业化处于由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推进
期，二是城镇化处于加快推进期，三是农业现代
化处于提质增效期，四是信息化处于动能释放
期，五是城乡发展处于深度融合期，六是区域发
展处于协同优化期。这些特征决定了四川现代化
建设之路是一个多重任务叠加、多重目标协同、
多重路径并行的共进过程，必须从战略上进行系
统谋划推动，更好适应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未
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
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积极主动在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明确方位、找准定位，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体现
到四川各项工作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治蜀兴川
总体工作布局，努力走出一条把握时代大势、符
合发展规律、体现四川特色、服务国家全局的现
代化之路，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

全会指出，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
紧扣四川省情实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要以“四
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推动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时间
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一体布局、功能上耦合叠加，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省内先发地区同欠

发达地区协同共兴，以此统揽四川现代化建设全
局。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必须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工业兴
省，大力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在优势产业高端化
上做文章，在传统产业新型化上下苦功，在新兴
产业规模化上求突破，以工业为主擎建设具有四
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步实施服务业赋能
融合计划、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信息
化是当今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和标志，必须更好发
挥信息化牵引带动作用，加快建设数字四川，推
动基础设施信息化升级，推动企业行业信息化改
造，推动经济社会信息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城市
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形成
分工合理、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城镇化整体布
局。农业现代化对四川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必须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的“天府粮仓”，着力构建粮经统筹、农牧并重、
种养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把农业大省金字招牌
擦得更亮。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
须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
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现代文明向乡村
传播，加快形成城乡共同繁荣新局面。（紧转2版）

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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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黄河源
——若尔盖草原湿地见闻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杜静

编者按：

11月5日至13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
约方大会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同步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致辞中说，中国将陆续
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0%，
把约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重点
建设三江源、青海湖、若尔盖、黄河口、辽河口、
松嫩鹤乡等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实施全国湿地
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

其中的若尔盖，不仅是川西北最美的一方
所在，还是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也是
“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黄河上游
蓄水池”，更是承载了中国革命最辉煌历史的
“红色草原”。80多年前，红军万里长征途中，曾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穿越这片遍布沼泽泥潭
的草地，书写了“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
营盘”的人类壮举。近日，四川经济日报记者走
进川西高原，聆听到许多人与草原治理相关的
故事，目睹了这里正在发生的又一场历史性变
革的画面。

修复大草原，保护若尔盖，让绿水源远流
长，让青山永葆生机……正在发生的变化令人
欣喜，也令人感慨。今日，本报在头版刊发记者
从黄河上游发回的这篇通讯，以飨读者。

一场功在当代的“战役”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给大地‘疗伤修痕’，或
者说我们就是大地的修补工。”说这话的是四川
省四零五地质勘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秦。

行走间，正值季节变换，寒流已越过遥远的乌
拉尔山来到高原。夏秦的车在前带路，我们自东南
向西北，再从东北往西南，横穿若尔盖大草原。

夏秦所说的项目，就是正在实施的“四川黄
河上游若尔盖草原湿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途中，连绵起伏的草地
山坡间，偶尔会露出一些斑斑驳驳的地方，那是
大自然或人类留在草地上的“伤疤”，也就是正在
或即将被人工修复和治理的地方。

走走停停，我们来到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辖
曼镇的一处治理现场，看到“伤疤”正在被修复，
工人们把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将方格
连在一起，方格中的草已长势茂密，沙土被遮盖
并稳固在方格中。随夏秦手指的方向望去，整个
坡面像穿上了咖色的格子大衣。他说：“我们称这
个为‘高山柳沙障’。”

“高山柳沙障”治理沙化，对若尔盖这样的高
寒湿地，效果甚佳，能起到植被恢复，防风固沙的
作用。

“我从事防沙治沙工作十年，若尔盖也从最

初的起风就刮沙尘暴，到如今草木葱绿。”若尔盖
县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股股长阿西说，以前沙
丘上的沙被吹起来，能把公路淹没了。

据全国第五次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若尔
盖县沙化土地面积达 80308.18公顷，这对川西高
原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多年来，我和无数保护草原的人一起，运用
‘高山柳沙障+种草+植灌+施肥+管护+围栏封
禁’等方法治理沙化，如今全县沙化面积和流动
沙丘面积都大幅下降。”阿西说，他的叔叔退休前
在若尔盖县畜牧局草原站从事草原保护工作，小
时候，他经常看到叔叔去保护草原，那时，他觉得
叔叔的工作很“酷”。“长大后，我也走上了防沙治
沙的‘战场’，寻着叔叔的足迹继续保护草原，保
护湿地，保护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动植物。”

作为我国三大湿地之一，若尔盖湿地位于青
藏高原东北缘黄河源头区，四川西北部，隶属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和世界高山带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栖息
着草原狼、黑颈鹤、藏鸳鸯、白鹳、小熊猫等大量
候鸟和野生动物。这里还是我国黑颈鹤繁殖地中
种群最大的地区。

不过，如此丰饶的湿地，生态却十分脆弱，随
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一系列“生
态病”威胁到若尔盖，也影响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1994年，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建立，1998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8年
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2001年，四川若尔盖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主要保护高寒
泥炭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
植物。

随着中国生态发展理念不断深化，若尔盖倍

受呵护。在全国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竞争性选拔中，“四川黄河上
游若尔盖草原湿地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入围，获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该项目统筹考虑了自然地理单元完整性、
生态系统关联性、自然生态要素综合性，将黄河
上游干流沿线及其主要支流黑河、白河和贾曲流
域，和长江流域的白龙江、岷江和大渡河上游源
区等进行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江河奔腾东去，若尔盖山清水秀，事关高原
湿地安危，事关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远流长。

以此观照，夏秦、阿西和工人们从事的工作，
绝非简单修补，而是一项功在当代的“战役”。

一次利在千秋的壮举

“自从这些人来了后，光秃秃的地方开始变绿
了，草地也一天一天地变好了。”藏族阿妈雍措说。

一条公路在雍措阿妈家的帐篷后延伸向黄
河边，这就是248国道。她说，当年修路时，就在草
地上挖土取石头，草原上留下了处处“疤痕”。她
带着我们走到一片修补好的方格子“高山柳沙
障”旁，不无感慨地说，“马鞍坏了见过人修，帐篷
破了见过人补，但从未听说过‘修补’草地的。”

修补后的草地，没了“疤痕”，长出了青草，开
出了格桑花。一位牧民回忆说，若尔盖生态受损，
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主要是大规模排出湿地蓄
水，方便放牧。

根据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若尔盖保护
区的湿地有 3种类型，分别为沼泽、湖泊和河流，
其中 100 公顷以上湖泊 3 个，分别为花湖、哈丘
湖、措拉坚，被誉为“固体高原水库”。

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泥炭资源最为
丰富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
功能和土壤碳汇功能，它连同周边区域是“中华
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安
全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这片湿地也曾面
临存亡的危机。

据四川省地质局 405 队副总工程师向国萍
介绍，除人类活动外，气候变化及鼠害等的干
扰，造成了这片湿地水源涵养不足、土地沙化、
水土流失、草原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
生态问题。

峰回路转。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坚持绿色发展、保护良好生态环境
成为时代强音，“黄河上游蓄水池”若尔盖也因此
受益。近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
行生态效益补偿。仅“若尔盖工程项目”一项，就
将惠及阿坝州4县，项目区总面积37136.1平方公
里。这也是进入“十四五”后四川获中央资金支持
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修复类项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若尔盖不仅深受当地民众
关切，也得到了国家最大力度的保护。

一项福泽人类的伟业

穿过大草地，记者抵达唐克古镇的黄河边。
站在岸上，新修的三公里堤坝出现在眼前，

像黄河戴上的一根项链，“项链”不仅美丽，更是
防止沙土流失到河里的一道屏障。被保护的若尔
盖大草地，像高原的一块海绵，雨季储存水，枯水
期时，又将水释放到空气里、流进黄河中。

据统计，黄河在四川境内流域面积只占2.4%，
但黄河干流枯水期40%的水量、丰水期26%的水量
来自四川。站在若尔盖的黄河边，记者不由得想将
李白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改为：黄河之水

四川来。
从四川流进黄河的水，大多来自这片美丽的

湿地“若尔盖”。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

态屏障，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等
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到阿坝州视察指
导。”两次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两会”上建言，
呼吁加强若尔盖湿地保护的四川省地质局党委
书记王建明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及“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调要提升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修复保护好若尔盖，就是修复保护好黄河
源，就是保护好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两岸的中华
大地。随着治理工程的实施，到2024年，若尔盖草
原综合植被覆盖将达 85.5%以上，湿地保护率达
54%，水土保持率将达81%以上，新增水源涵养量
3.33亿立方米，四川黄河上游干支流出界断面水
质达标率将达 100%，黄河、长江上游国家生态安
全战略格局将明显优化，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将进
一步筑牢。

功在当代，利在后世。
随着草原修复和保护的推进，若尔盖县的沙

化地变绿了，参与生态保护的民众变多了。阿西
说，“曾经，这片草地，红军英勇穿越，如今，我们
悉心呵护。若尔盖县的传统牧业正向现代牧业转
型，部分牧户已在按放牧、圈养、补饲‘三结合’的
方式开展生产，很多人从只管放牧，变成主动参
与治理沙化，共同保护草原，保护黄河，保护我们
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若尔盖大草原，在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进程
中，日新月异，它的“草盛水丰，天蓝土净”，值得
千秋展望，必当福泽人类。

省地质局405队的专家在黄河干流生态护岸工程现场踏勘调研 （马妮摄）

用“高山柳沙障”治理沙化的现场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乔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