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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
成靓丽底色

2020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60.82%，较 2015 年提升 5.35%、新增森林
面积100万亩。

乐山中心城区 PM2.5 年均浓度较
2015年下降30.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
加45天，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

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
盖，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整治，劣V类断面
全部消除，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全市生态环境状况为“优”，指数连
续6年位列全省第二……

“十三五”以来，全市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这几年，是我市迄今为止治污成效
最大、保护力度最大、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提升最大的几年，注重“减污、降碳、增
绿”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

“生态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记者 张清

聚焦减污降碳
推动绿色发展

“减污、降碳、增绿”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精细治理，打好蓝天保卫战。实施“减排、
压煤、抑尘、治车、拉秸”五大工程，全市大中型
燃煤锅炉全部完成清洁能源或超低排放改造，
水泥行业生产线全面完成低氮燃烧改造，削减
二氧化硫排放12194.18吨、氮氧化物9706.17
吨，削减比例分别达到29.68%、20.05%。

水岸同治，打好碧水保卫战。坚持“治污
水、消黑水、保饮水”，投入10亿元深度治理含
磷工业废水、28亿元整治市县两级饮用水水源
地，有效整治小流域入河排污口近500个，建
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00座，整治“散乱
污”企业3473户，茫溪河、泥溪河、磨池河等小
流域污染治理成效明显。

源头防控，打好净土保卫战。建成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中心、医疗废物处置二期、危险废
物处置中心，全市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危险废
物集中处理能力分别提升至2597吨/日、15
吨/日、4万吨/年。完成3506个农用地点位和
231个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详查，全市受污染耕
地、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100%。

培育引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序
开发利用清洁能源，严控化石能源消费，新增
水电装机85万千瓦，煤品燃料消费比重下降
13%，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重上升
13.8%。

复绿增绿，认真实施高质量国土绿化。深
化“绿秀嘉州”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
施“三线一单”分区管控，大力推进小水电清理
整治、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修复治理
矿山61.28公顷。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
森林公园3个、湿地公园3个、风景名胜区1个，
3个县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峨眉山市、金
口河区成功创建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久久为功，驰而不息，让乐山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土更净。面向未来，乐山正以锲而
不舍的精神，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
四川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作出乐山贡
献。

立足新阶段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近年来，我市创新出台《乐山市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二条措施》，高位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狠抓问题整改，实施市领导挂牌督办，推
行“四色四书”问题整改机制，制度化推动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交办问题、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
改落地见效。

强化科技支撑，全市污染源信息实现“一
张图”“一套数”管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驻点研究完成3个批次35项成果产出应用，乐
山市（五通桥）盐磷循环产业园区挥发性有机
物“一厂一策”治理试点工作通过生态环境部
验收。

夯实法治保障，先后出台《乐山市中心城
区绿心保护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完成绿心
生态搬迁1487户3153人，峨眉山景区违建整
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深化舆论监督，2017年，在全国率先开设
“环保曝光台”，形成生态环境问题搜集、曝光、
办理、反馈、评估、销号的全链条机制。生态环
境舆论监督的“乐山方案”被生态环境部在全
国推广。

乐山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趋势图 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乐山市森林覆盖率变化图 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十三五”末，乐山固废处理能力大力提升 市
生态环境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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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布鞋，是慈祥母爱的记忆，一
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念想。在那时的农
村，生产队是靠挣工分吃饭，母亲为了
给自己的儿女们做过年穿的新鞋，无
论春夏秋冬，一有空闲都得赶工，在夜
里那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为儿女们
操持的身影，纳鞋底的那种专注神情，
依然清晰地在我记忆深处闪现。

布鞋的制作工序较为复杂，记得
小时候看见母亲，用麦面在锅里搅浆
糊，就知道要开始打革被。首先是要
准备很多的旧布块，然后在簸盖里面
或木板上，用浆糊贴上旧报纸，在旧报
纸上刷上浆糊。然后，看见母亲细心
地将旧布块，一块一块地拼贴，有时还
要将不规则的布块进行修整，经过几
层粘贴后，一张革被就这样做好了，过
段时间晾干后取下备用。

看见母亲在竹林里捡笋壳叶，儿
时不懂母亲捡笋壳叶为什么还要精挑
细选，看着那漂亮的笋壳捡回家，母亲
就用稻草把笋壳背面的毛刺擦干净。
然后，看着母亲又按照一家大小穿鞋
尺码剪出鞋底样，鞋样剪好后再放到
革被上剪下，笋壳夹在革被中间，然后
用线固定，又开始用浆糊把旧布块一
块一块粘贴成厚厚的鞋底。鞋底粘贴
完后就会看见母亲，把早已打好干透
的黄麻皮慢慢缠绕在拔吊上纺麻线，
那是打鞋底用的。在打鞋底的时侯总
能看见母亲身边放一只竹编鞋兜儿，
鞋兜儿里面装的就是做鞋的工具。母
亲在飞针走线的时候指头上要戴顶
针，把针顶出后还要用针夹子把针拔
出，就这样一排排漂亮的针脚，把旧布
块做成扎实的鞋底。

鞋底做好后，母亲又开始用革被
剪出鞋帮，鞋帮样品剪好后里层用白
布，面子用青布或者毛蓝布，双面粘贴
好后开始锁鞋口白线滚边，在连接鞋
底的部分要进行白线锁边。滚边完成
后，母亲开始上鞋帮了，上鞋帮也要戴
顶针，还要用锥针将鞋底锥穿，只有这
样大头针才能穿过鞋底，有时还要用
针夹把针拔出，就这样一双漂亮精美
的布鞋，在慈母的巧手中飞出，农历大
年三十的时候穿出去和小伙伴玩耍，
少不了还要比一比谁的母亲做的鞋最
好看。

冬腊月的时候，就是母亲忙碌着
做布鞋的时候，在寒冷的冬夜里，母亲
总会将平时烧火做饭时，木材烧尽闭
熄后的木炭积累起来，留在冬腊月作
为夜间取暖用。在我童年时期的母亲
非常操劳，家里哥哥姐姐妹妹六个，家
境贫困是自然的事情。每当我看见坐
在红红的炭火旁边做针线活的母亲，
那抽针引线的动作，就像翻飞的春燕，
她日日辛劳，总是给自己的儿女带来
最为温馨的希望，那红扑扑的脸上总
是浮动着慈祥。

布鞋虽然远离了我的生活，母亲
的音容笑貌依然在记忆深处，像一颗
温暖的星星在那里亮着，一段永远难
忘的岁月。如今，无论我脚上穿的是
什么品牌，无论是哪种款式的鞋子，都
比不上那一双双布鞋的柔软，更有我
对母亲永远的怀念。

布鞋心结
刘大国

如果没有雨，黄昏时，我常会去家附
近的广场，逛一圈。事实上，即使是有雨
的傍晚，我也会撑着伞，出门走走，无论
雨大雨小。

算起来，这样的习惯，已保持了有些
年头。中学时，枯燥的住校生活，沉重的
升学压力，曾让我苦不堪言。直到有一
天，偶然发现学校背后有一片郁郁高大
的小树林，我便养成了晚饭后，独自去那
里散步几分钟的习惯。

不要小看这从书海里挤出来的短短
几分钟，它不仅让我看到草木的四季，还
让我暂时挣脱出学习的重负，得以有喘
息的时间，等再坐进教室学习时，往往神
气清朗，效率倍增。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我便懂得，对付焦头烂额的忙碌生活，最
好的方式就是忙里偷闲。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
人！”很多年后，当我偶然读到苏轼这句
话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当年漫步的那
片小树林，眼前一片绿意氤氲，一种偶遇
知音的戚戚之感，瞬间涌上心头。

诚然，世事喧嚣，步履匆忙。很多时
候，人们要获得生活的自主权，就要学会
悠闲地对待生活。以一颗闲心，换一份
闲情，去领略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用以腾
出地方盛放对生活的向往。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说，闲暇不仅是一种生活的姿
态，更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

由此，回想起这些年来，一个人雷打
不动的散步旅程。那些虽然看上去又寂
寞又孤独的暮色时光，却让我拥有了一
份云淡风轻的好心情。于四季风光里，
一路走来。听雨打芭蕉的声音，听花开
花落的声音，甚至拿出手机，拍下身边经
过的小美好、小确幸。正是因为这份闲
心与闲情，才让我发现了很多生活中容
易忽略的美，让烦躁的心情得以平静，让
寻常的日子闪烁出生命光芒。

特别是人到中年以后，许多事情都
逐渐看淡，慢慢恢复了一颗平常心，更懂
得了闲情的重要性，发现“闲到心闲始是
闲”才是生活的真谛。所以哪怕再忙，也
会抽时间，从忙碌、烦闷中解脱出来，保
留一份闲情与雅致，闲世人之所忙，忙世
人之所闲，做自己的主人。

在闲暇里，享受些无所事事的时
光。养一缸鱼，种一盆花，看一片云，听
一窗雨声。或者，如作家徐志摩一般，

“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个清静的地
方，看天，听鸟，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
寻梦去。”一旦乐在其中，放开身心，就会
发现，所有的焦虑、急躁、郁闷都会散去，
生活脱胎换骨，清风徐徐入怀。

记得梁实秋先生曾经说过：“人在有
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深以为
然。唯利而活，为物所役，终究会迷失自
己。有闲心，有闲情，才是真正的生活。
只有当你闲下来，静下来，走出嘈杂，走
出万籁，才可聆听肺腑，感知本心。而那
些忙碌生活的苍白底色，也才会有了明
媚的线条，泛出活色生香的旖旎，美妙而
安详。

闲者便是主人
和智楣

雅安，是一座历史名城；素有川西咽喉、
西藏门户、民族走廊美誉。

国际上称雅安为中国的布达佩斯；雅
雨、雅鱼、雅女是其三绝。

我第一次去雅安，还是一个少年。不到
100公里，坐公共汽车居然走了将近一天。

过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浪漫私奔
而天下闻名的川西重镇临卭（现卭崃），富饶
的川西平原就走到头了；眼前地势渐渐抬
高，台地上，茶树和松树交相辉映，有一种别
样的苍劲。停车休息，好奇的我进到其中，
居然发现有隐藏的碉堡、残缺的战壕，还捡
到了泥渍斑驳的子弹壳，让我好生骇异。以
后我才知道，1935年这里发生过一场红军长
征中，仅次于湘江之战损失惨重而又可歌可
泣的激战、血战。

当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沿着飘带似不
断抬高的川藏公路，过了“扬子江中水，名山
顶上茶”的名山；过川藏线上“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的金鸡关时，从山上望下去，坐落在
雅安河谷有古城墙环绕的雅安城万瓦鳞鳞，
非常幽静。特别是，在雨后斜阳中亮出的三
道彩虹，将处子般的雅安整个揽在怀中，异
常美丽、异常宁静、异常神奇的雨城雅安，让
我一下记住了

雅安有三绝。雅雨。每天，黎明时分，
雅安城背后的张家山就弥漫起一股阴云，随
即化成似雨似雾、若有若无、适可而止，不撑
伞也不会湿衣的细雨；扩散开来，将整个雅
安置于烟雨朦胧中；让雅安成了一首婉约的
抒情诗，成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笔下一幅绝妙
的水墨画。

雅鱼。羌江的水是由高山上的皑皑白
雪融化、汇聚而来。江面宽阔、江水澄澈，水
很冷，纵然是在炎夏也溅起深深的寒意，当
地人也不敢下江游泳。由此可以想见江中
的雅鱼，量多么少而质有多高、味有多美。
当地人吃雅鱼讲炖。将雅鱼置于砂锅中，只
配置雅安产的豆腐，还有玉兰片（当地特有
的笋片）。如此简单的搭配，炖出来的雅鱼，
那叫一个绝；特别是汤，浓稠雪白。有句话
叫：“川戏的锣鼓、川菜的汤。”可见，川菜是
很讲究汤的，而雅鱼的汤是最好的汤。雅
鱼，又叫丙穴鱼，它的头盖骨上嵌有一柄宝
剑似的很完整的鱼刺；只有这种鱼才是真正
的雅鱼。

雅女是不用过多解释的。受雅安日月
精华的陶怡，雅女漂亮、多情、肤色好。除了
这些，处于川藏线上要冲的雅女，身上自有
一种飒爽和侠义。

我曾多次去过雅安或经过雅安去康
定。让我深为叹息的是，这条路不好走，制
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比如，成都距康定，
满打满算也不到300公里，而那年我们从成
都去康定，竟走了两天。现在路都成了柏油
公路，特别是川藏线第一险隘：二朗山隧道
通了，成都去康定可以朝发午至。

这些年我很少外出。最近听说，从成都
到雅安，可以坐和谐号动车，一个小时到；又
得知，在建中的川藏铁路，雅安是起点。出
于好奇，在中秋节前夕，我坐和谐号动车去
了雅安。果然快捷、舒适。

我去雅安，是要去寻找中国的布达佩
斯；寻找清新宁静、随时烟雨迷蒙、如诗如画
的雅安。

可是，雅安变了，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
了；变成了一个体量空前膨胀庞大、不无繁
华的大城市了。

好在青衣江没有变。我希望就像我旅
游时，走进繁华欧洲，还能看到至今不变的
具有历史沧桑的古街古巷；希望寻找过去清
新宁静的雅安，可是看不到了。我在雅安三
天，原来天天都有的雅雨，也悄无踪迹。原
先的雨城雅安，只有去梦中相会了。

雨城雅安去来
田闻一

人在人在
旅途旅途

岁月岁月
如歌如歌

人生人生
感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