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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上岸。同时，建立起流域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实现了21个市（州）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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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大力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在全国的生态安全地位突出。四川省积极

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大规模进行绿化全川行动，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40%，省碳市场CCER

交易量增近5倍，累计成交量按可比口径居西部第一、全国前列。四川省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

动真格，1万多名渔民全部退捕上岸。同时，建立起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了21个市（州）

全覆盖，水环境质量创“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一、补齐短板实现绿色普惠 大规模推进绿化全川行动 

四川尝过生态恶化的苦，也享受过绿色生态的福。据2015年数据显示，全省有908.6万亩宜林

地需要造林绿化，1290万亩沙化土地需要治理，2805.4万亩水土流失严重的15－25度坡耕地需要退

耕还林。此外，全省城乡绿化水平差异仍然较大，造林绿化亟待在空间和质量上进行深入拓展和提

升。为补齐短板，让绿色福祉厚植在巴山蜀水，四川省实施了大规模绿化全川行动。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重点实施工程造林、森林质量提升、长江廊道造林、草原生态修复、

荒漠生态治理、森林城市建设、绿色家园建设、多彩通道建设、生态成果保护等九大行动。全省治

理退化草原7684万亩（次）、荒漠化土地460万亩、湿地22万亩。创建国家森林城市5个、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1个、全国绿化模范县8个、国家森林乡村445个；创建省级森林城市5个、省级绿化模范县

6个、省级森林小镇150个、竹林小镇10个。 

据四川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四川省累计完成营造林5593万亩，为

绿化全川5年目标的111.86%。截至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40.03%，森林蓄积量达19.16亿立

方米。 

二、四川碳市场 CCER 交易量增近 5 倍 

为让西岭雪山上的雪不消融，四川省聚焦节能环保，推动购买碳信用。早在2016年，四川联合

环境交易所就成为全国第8家碳交易机构，标志着清洁能源大省四川正式跨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行

列。截至目前，四川碳市场CCER累计成交量按可比口径居西部第一、全国前列。特别是今年以来，

四川碳市场CCER交易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83%，核证减排量交易市场的活力正不断释放增强。 

今年4月，四川省出台了《积极有序推广和规范碳中和方案》，明确分阶段、有步骤推动各类

社会活动实施碳中和。根据方案，2022年四川将建成碳中和创新服务平台，实施一批国际性、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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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型活动碳中和示范项目。到2025年，四川将初步构建起对接国际标准、符合国家要求、具有四

川特色的碳中和政策标准体系和支撑服务体系，大型活动碳中和有序推行，低碳为荣的社会新风尚

广泛弘扬。 

截至7月31日，四川省累计实施社会活动碳中和98场（次），参与人数8621人次，抵消温室气

体排放4828.91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100万人乘地铁出行90.1公里或100万人乘出租车出行76.4

公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此外，四川还鼓励各类实施主体在赛事、会议、论坛、展览、旅游、生

产、运营等各类活动中，实施活动碳中和或部分抵消温室气体排放；利用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

空间碳汇优势，探索依托大型活动在岷山—邛崃山自然保护轴和黄河源、川西、大巴山、乌蒙山、

龙泉山五大自然保护屏障建设碳中和（竹）林、草原、湿地示范项目，并在国际、国家和区域碳信

用体系下开发碳减排量用于大型活动碳中和。探索建立碳中和“绿名单”和违规“黑名单”激励约

束机制，推动服务平台与“天府信用通”平台互联互通，让碳中和更好落地落实。 

三、以补偿资金作“筹码” 跨省联合治水 

四川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生态安全地位突出。早在2011年，四川省

在岷江、沱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涉及的8个市（州）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这是四川

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探索迈出的第一步。从2018年起，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探索力度加大，与贵州省、云南省签订《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建立起首个长江流

域多省份间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机制。组织沱江全流域10市签订《沱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协议》，建立起资金筹集、分配、清算的新模式。2019年，《四川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奖励政

策实施方案》出台，统筹中央、省级资金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予以奖励；2020年，与重庆市签

订长江干流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实现长江流域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新突破；

2021年，与甘肃省签订黄河流域（四川—甘肃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成为黄河流域首批建立

的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目前，四川以补偿资金作“筹码”，以水质达标和改善为考核标准，让保护者得偿、受益者补

偿、损害者赔偿，力度大、覆盖面广、综合性强、激励性足的具有明显四川特色的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模式正在不断完善健全。四川省目前已在赤水河、长江、黄河、沱江、岷江、嘉陵江、安宁

河等流域建立起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了21个市（州）全覆盖。 

四川省还压实了各级地方政府流域水环境保护责任，避免了单打独斗，实现了共同发力治水。

在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整体框架下，各地相继出台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具体办法和细则。成都

市、广元市、巴中市先后制定出台流域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将水环境保护压力向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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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传导。值得关注的是，眉山市各区（县）均出台了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将水环境保护

压力进一步传递到乡镇。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四川省级财政共安排中央、省级奖励资金31.63亿元，各市（州）

共筹集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30.8亿元，大大增加了流域水环境保护资金规模。全省“优Ⅲ好

水”比例由“十三五”初全国第16位提升到全国第7位，岷江流域水质首次实现全域达标，87个国

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98.9%，较2016年上升26.4个百分点，国考断面Ⅴ类、劣Ⅴ类全面清零，水

环境质量创“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四、“长江十年禁渔”动真格 16480 名渔民退捕上岸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四川省96.6%的水系属于长江水系，地表水资源

占长江水系径流的1/3，流域面积接近长江经济带总面积的1/4，战略地位重要。为保护长江流域鱼

类资源，四川省严格落实国家“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从去年9

月至今，长江流域退捕涉及的10257艘渔船、16480名渔民就已全部实现退捕上岸。 

四川省出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通告》规定，禁捕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四川境内

45个水生生物保护区所在河流及其一级支流，以及四川境内长江干流及其一级支流和岷江、沱江、

赤水河、嘉陵江、大渡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为确保政策落地落实，四川省正努力探索适应长年禁

渔的新机制。全省21个市（州）、应建的173个县（市、区）按时建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共

配备渔政执法人员1200余名、“护渔员”2300余名，切实巩固禁捕成果。此外，今年以来，全省共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3557次，查办各类涉渔案件3151件，公安机关打掉团伙46个，市场监管部门检查

经营主体超36万个（次），“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氛围正加快形成。 

对违反长江禁渔动真格，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组织约谈工作，约谈对象为市(州)人民政府有关负

责同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约谈：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督办事项落实不力的，

对相关问题整改不到位的；落实长江“十年禁渔”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引发到省政府有关部门以上

层级信访或群体性事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发生规模性非法捕捞、重大案件(事件)引发负面舆情，

或对非法捕捞执法监管不力经农业农村厅督促仍整改不到位的；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其他需要约

谈的情形。 

据悉，四川省“十年禁渔”可以为多数鱼类争取2至3个世代繁衍，对长江生态系统保护具有历

史意义。四川省启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省内“一江五河”水生生物多样性和种

群数量恢复较好，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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