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乐山国际旅游大城市
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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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重庆市正式成为中央直辖市后 , 新四川面临着

历史的转变和挑战。在新形势下 , 重新调整全省经

济和城市格局势在必然。当前 , 省政府拟把乐山建

成拥有 50～80 万人口的大城市 , 远期建成拥有上

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对乐山市的振兴和腾飞将

是一次宝贵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要发展 , 必须优先发展城市 , 只有充分利

用城市这个经济发展的载体 , 才能最大限度地引进

外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 , 才能充分发挥出城

市经济的吸纳和辐射作用 , 带动区域经济的的发

展。乐山市发展成为特大城市 , 形成实力强大、环

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和旅游中心 , 对振兴乐山地区 , 改变川西南面貌将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乐山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 历史悠久的

文化遗产和源远流长的佛都文化 , 已经先后荣获

“全国著名风景旅游城市”,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三重桂冠 , 这是乐山人

民的娇傲 , 也是乐山进一步改革开放 , 实现现代化

和走向世界的巨大资源优势 , 更是把乐山建设成特

大城市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 , 建设以旅游为龙头

产业的乐山特大城市是历史的选择 , 时代的必然。

建设现代化特大旅游城市 , 实现多种产业的全

面发展 , 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 , 而搞好环境保

护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乐山市的环境保护

事业 , 经多年的努力 ,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但环境

污染总趋势还在加剧 , 有些地方甚至恶化 , 面临着

特大城市的建设、人口增多、面积扩大 , 经济发

展 , 而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将更多更复杂更严重 ,

如果不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科学的环境规划 , 我们

不仅达不到创建现代化旅游特大城市的目的 , 甚至

连已经取得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称号也有丧失

和取消的危险 , 所以 , 搞好环境保护 , 实现可持续

发展 , 不仅关系到乐山市的前途和命远 , 还关系到

国际国内的政治影响 , 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乐山市环境质量状况及分析

乐山市环境质量可概括为 : 大气二氧化硫、烟

尘污染严重、酸雨普遍 : 水体环境质量虽基本符合

国家二级标准 , 但各条河流差别较大 , 一般大江大

河水质尚好 , 而小河流污染状况令人担忧 , 岷江河

段污染日趋严重。城市噪声污染较重 , 一般高于省

内其它中等城市 , 其中又以交通噪声污染为主。

(一) 大气环境质量的状况及分析

乐山市中心城区大气污染以煤烟型为主要特

征。大气环境中大小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含量较高。

这种煤烟型污染表现 , 具有三个特点 : (1) SO2 污

染重于 NO2 污染 : (2) SO2 污染主要是局部污染源

排放造成的 ; (3) 大气中 TSP 和降尘量污染程度普

遍很高。乐山市大气污染物的时空变化规律 , 气态

污染物 : 一季度 > 二季度 > 四季度 > 三季度 ; 颗粒

状污染物 : 二季度 > 一季度 > 四季度 > 三季度。空

间污染程度分布为 : 交通稠密区 > 居住区 > 文化区

> 风景名胜区。

乐山市大气污染是人为因素和客观自然因素交

互作用所致。人为因素 : (1) 城区内建有一定数量

的传统老工业企业 , 如制药厂、造纸厂、丝绸厂、

水泥厂、化工厂等 , 这些老企业一般能源利用率

低 , 大部分属低空排放烟尘 , 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

要原因 ; (2) 城区内仍有部分居民及食堂、餐厅使

用煤炭及落后的燃烧方式 ; (3) 局部地区人口密度

过大 ; (4) 建筑施工量大 , 面宽 , 周期长 , 每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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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处建筑施工造成的临时污染源是导致大气污染的

又一重要因素 ; (5) 城区内绿化覆盖率较低 , 裸露

地面相对较多 , 易造成地面扬尘等二次污染。客观

因素 : 乐山市位于西藏高原东侧的“死水区”, 高

空气流滞缓 , 地面风速小 , 静风率高 , 不利于大气

污染物的水平输送 , 而易回旋聚集 , 滞留于城市上

空大气中 , 是造成乐山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客观因

素。

由于大气污染 , 造成了乐山市中心城区降水污

染也较为严重 , 不仅表现在降水 PH 值低 , 酸雨率

高 , 而且化学成分含量也高。比如 1995 年共采取

雨水样品 107 个 , 其中属于酸雨的 94 个 , 酸雨频

率达 88 %。酸雨频率 , 1995 年 1～2 月和 9～12 月

分别为 100 % , 8 月为 95 % , 属历年之首 , 说明酸

沉降污染成上升趋势。酸雨危害人类健康 , 破坏生

态系统 , 损害建筑及各种金属材料物 , 特别是对

“乐山大佛”的浸蚀逐渐增加等 , 都是非常严重的

问题。从降水离子分析 , 属硫酸型酸雨类型 , 说明

燃料 (煤) 燃烧产生 SO2 污染是酸雨严重的主要原

因。

(二) 水体环境质量状况及分析

乐山中心城区位于岷江 , 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

交汇之处 , 由于水系发达 , 水域面积宽阔 , 水流量

大 , 水质良好 , 据多年监测 , 大渡河、青衣江水质

一般都在国家 Ⅱ类水域标准以内 , 大多数环境指标

达到 Ⅰ类水域标准。岷江水质差些 , 但都在 Ⅲ类标

准以内。各条河流的污染物以有机物为主 , 无机物

和重金属污染较轻。三江比较 : 大渡河水质较清

洁 , 青衣江受轻度污染 , 岷江污染较重。水污染时

间分布 : 枯水期 > 丰水期 > 平水期。岷江干流水质

污染断面排序为 : 彭山大桥 > 眉山大桥 > 岷江大桥

> 乐山大桥 > 马鞍山 > 犍为河口。从国家规定常规

监测 25 个项目分折 , 岷江干流乐山段的氨氮污染

最重 , 其它依次为 : 溶解氧 , 石油类 , 高锰酸盐指

数和生化需氧量。在 22 项 1995 年统计指标中 , 岷

江乐山段有 8 项污染指数出现超标。最大超标率达

9313 %。其中 NH3 —N , 超标范围 2313～9313 % ;

石油类 30～50 % ; DO213～6819 % ; CODmmn313～

4617 % ; BOD5313～3617 % ; NO2～N313～4010 % ;

挥发性酚 313～617 % ; 大肠菌群 6211～8810 %。

乐山城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 : (1) 上游成都

市内水质污染影响下游。 (2) 近年来水源越来越

少。岷江枯水期流速小 , 流量小 , 河水的自净能力

越来越差。(3) 乐山市区没有工业废水处理厂和生

活污染水处理场 , 大量未达标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直接排入江河 , 造成水质污染。(4) 由于城区及

周边绿化覆盖率低 , 卫生设施差 , 遇大雨即造成径

流污染 , 汇聚江河等。

(三) 声学环境状况及分析

据监测统计 , 乐山中心城区近五年噪声平均水

平为 6412 分贝 , 超过全国 46 个城市 1995 年噪声

的平均水平 (5711 分贝) , 在不同功能区中 , 昼间

以一类混合区超标最大、夜间的工业集中区超标较

重。交通道路噪声 1995 年平均等效声级为 7118 分

贝。略超过全国 46 个城市道路噪声平均水平

(7115 分贝) 。均超过了国家标准。

产生噪声超标的原因 : (1) 路窄车多 , 车流量

大。特别是老城区 , 各种类型的机动车混杂行驰乱

停乱放 , 交通阻塞 , 城区内禁鸣喇叭规定无法执

行 , 致使交通噪声污染严重。 (2) 城区人口密度

大 ,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各种商业和娱乐活动

的开展 , 导致社会生活噪声污染严重 , 夜间超标较

多。(3) 城区内工厂设备阵旧 , 工艺落后 , 环境条

件差 , 又分布于居民、住宅、机关甚至文教区域

中 , 其噪声污染严重而且影响很大。

三、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一)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 ,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第四次环保会议上指出 :

“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 ,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要认真领会

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 树立环境保护国策意识。全面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 把保护环境作为社会公德来

抓。把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作为公民的道德规

范之一。在创建文明城市 , 文明乡村、文明单位活

动中 , 把防治污染 , 建设优美环境作为一项重要指

标 , 在全社会树立起“保护环境光荣 , 污染环境可

耻”的良好道德风尚。

保护环境 , 人人有责。群众是环境污染的受害

者 , 也是环境保护的最广泛的监督者 , 广大群众环

保意识提高了 , 环境保护的基础就扎实了。

大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 , 第一要面向决策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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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行为领导意识至关重要。要批判经济发展

不可避免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代价论 ; 批判环境

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的“自然论”; 批

判在经济发展阶段 , 必然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先后

论”; 批判要发展工业 , 就要产生污染 , 不必大惊

小怪的“勿惊论”等等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第二

要面向企业界 , 特别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 把环境保

护作为对其评价、考核的重要指标。第三要面向青

少年 , 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 21 世纪的希望 , 可塑

性强。第四要面向全社会 , 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和法制观念。这是建设乐山特大旅游城市 , 加强环

境保护的群众基础。

(二) 强化环境执法 , 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 必须依法治国 , 依

法治市。建设乐山特大旅游城市 , 加强环境保护法

制非常重要。以前的环境管理多侧重说服教育 , 劝

导人们“应该怎样做”, 今后的环境管理工作要逐

步转到“必须怎样做”的问题 , 破坏了环境 , 就触

犯了法律 , 就要吃官司受惩处。不仅要大张旗鼓地

宣传环保法制 , 做到家喻户晓 ; 更要敢于执法 , 善

于执法 , 对严重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 , 依法严肃查

处 , 只有通过强硬的手段 , 严格的纪律 , 才能树立

权威 , 确保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三) 认真搞好城建规划 , 创建生态型特大城

市

生态城市可以说是没有污染物排出的城市 , 是

文明生产文明生活具有优美环境的园林式城市 , 是

实现了良性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 这就要高起

点高标准地认真搞好城建规划 , 使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步规划 , 同步实施。城市是人聚

居形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 是一个复杂的地城综

合体。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规模庞大 , 结构复杂 ,

功能综合 , 因素众多 , 具有高度自适性和强大组织

能力的主动大系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相

结合的人工生态系统。这就要求我们按系统工程原

理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 , 使城市的生产、生活、

代谢、物流和能流实现最佳的组合。实行城市功能

分区 ; 构建立体生态结构 ; 对污染严重企业逐步实

行改造、转产和搬迁 ; 实施绿化工程 ; 创建长春、

南京式的森林绿色城市 , 应该是未来乐山特大旅游

城市的最佳选择。

(四) 集中人力物力 , 加速解决环境具体问题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 , 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

有 : (1) 实行环境分级保护。把以乐山大佛为核心

的大佛、乌尤景区划为一级保护区 , 把其周边区域

划为二级保护区 , 把其外围的乐山中心城区作为三

级保护区 , 按照国家一、二、三级环境质量标准分

级要求 , 限期达标。进行分级保护。(2) 修路。按

新规划的乐山 ———自贡公路 , 尽快修建由乐山岷江

大桥绕开龟城山通大石桥、九峰乡的路段 , 将现在

的城南干道和篦子街变成通往景区的旅游交通专

线 , 限制重车通过。以降低一类保护区的交通噪声

大气污染。尽快打通滨河路经李码头接大件码头

段 , 实现新旧市区的环行路交通并网结构。(3) 治

厂。对处于市区内的污染工厂尽快进行搬迁撤消或

转产。李码头的精华瓷厂搬迁已经完成为其它工厂

起到了示范作用 , 坚决执行国务院关于对 5000 吨

以下化学制浆造纸 , 落后方式生产的 15 种企业的

取缔、关闭和停产指示。对新建企业一定要经过环

境主管部门的审批 , 要求其经济、社会、环境三效

益同步规划 , 同时实施。(4) 改善能源结构 , 在城

区推广使用无污染能源 (电 , 天然气) , 或低硫煤

和焦炭等 , 以减少 SO2 的排放量。减轻局部酸雨的

危害。(5) 实施跨世纪绿化工程。确保大佛风景名

胜一类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始终保持在 85 %以上 ,

其周边二类三类保护区的绿化率分别达到国家规定

的标准。(6) 修建污水处理厂。逐步解决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的自然排放 , 彻底解决水污染问题。

建设乐山旅游特大城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

历史史命 , 环境保护是利在当代 , 功在千秋的崇高

事业。我们相信 , 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 , 在不久的

将来 , 一个环境优美 , 旅游功能齐全 , 经济发达的

现代化大城市 ———新乐山一定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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