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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办三创”成果的基础上，优异的自然经济环境和已具备的创建基础等条件，为西昌市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着绿地面积不足、结构不合理以及本土特色不明显等问

题。因此只有借鉴其它森林城市成功经验，注重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打造地方特色的精品工程，才能使西昌

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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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和西昌对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对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视，城市

森林的建设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凉山州委、州

政府为进一步提升西昌城市品位和档次0 创建自身

城市特色0 扩展西昌城市综合发展水平0 并在 “一办

三创” （办冬旅、创国优、创省模、创 /)）成果

的基础上提出了把西昌建设成为国家森林城市的理

念和发展方向。

"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优势

"1 " 明显的区位优势

西 昌 市 位 于 北 纬 (’2%(3 4 (+2"$3、 东 经 "$"2
/’ 4 "$(2(#3，海拔 "#%+ 米。处于四川盆地与云南

北部高原之间，市境地势南低北高，山坝相间，河

谷肥沃，是凉山州的天然粮仓，也是 “四川第二大

平原”；同时西昌地处攀西阳光生态旅游区，成昆

铁路和 "$+ 国道贯穿全境，既是川滇枢纽、州府中

心、西部水城，也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其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是全国少有的山、

湖、城相依相融民俗民风浓厚的城市。

"1 ( 优异的生态环境

西昌属于高原亚热带气候，动植物资源极其丰

富，气候宜人、区位独特、四季如春，是中国西部

同纬度气候类型中最佳休闲、度假圣地。市区座落

在风光秀丽的邛海之滨、安宁河畔，又属于山地平

原型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绚丽多彩，享有

“一城青山半城湖，松风水月胜景地”的美誊。悠

久的历史和相映生辉的自然、人文景观，给西昌留

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为建设成山水相

融的森林城市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 “一办三

创”中各项生态工程的相继实施更是推进了西昌林

业全面快速发展，森林覆盖率达到 /’1 ’5 ，从整

体上提升了西昌生态环境质量。

"1 % 日益攀升的经济条件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举世瞩目的立体综合资

源，为西昌乃至于凉山、四川经济的开发与振兴提供

了有极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林、牧、渔业各显优势，

这里的冶金、卷烟等是凉山地方工业体系的重要骨干

力量。随着国家西部开发的实施，投资环境得到进一

步改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西昌市场繁荣，购销两

旺，已成为川滇结合部的物资集散中心，综合经济实

力已进入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名列全国少数民族自

治州首府城市第四位，连续八年保持四川省少数民族

地区县级经济综合评价第一。同时 “一办三创”的成

功，让西昌城市建设向前推进了 # 4 "$ 年。优越的经

济条件为西昌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提供了保障（见表

"）。

"1 / 良好的创建基础

西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家森林城市的创

建工作，并确立了城市森林建设的战略规划。目前，

西昌市有条不紊地制定和实施关于景区开发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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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 ’ $%%" 年西昌经济发展指标

规划，特别是“亮海工程”和邛海高原湿地的建设，使

湖边 (% 米范围内的植被得到恢复，并建立起专供水

禽栖息的高原湿地，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奠定了基

础。

$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所面临的问题

$) #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氛围不浓厚

创建森林城市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于，但由

于森林城市的理念诞生时间还不长，我国创建森林

城市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广大市民对西昌市开

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活动的知晓度不高。抽样调查

显示，超过 (!* 的市民对西昌开展的此项活动表示

不清楚，即使是对此项活动有所了解的市民对于什

么是森林城市、森林城市的作用、森林城市的标准以

及怎样创建森林城市等问题都非常模糊。

$) $ 现有绿地面积不足，市区绿化没有达到要求

城区绿地面积不足是西昌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一个主要的薄弱环节。目前，西昌城区范围内工业、

商业和居住用地比例较高，绿地面积偏少，经调查统

计 $%%" 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 &) +" 平方米，与森

林城市建设考核指标中人均绿地面积 #$) ! 平方米

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 & 现有绿地结构不合理，生态效益没有很好发挥

西昌市城区绿地以及广场建设大多以草坪、色

块为主，不仅维护成本高、成活率低，而且树木数量

严重不足，使整个城区尚未形成 “林城交融”的景观

特色，导致生态功能维持水平较低。

$) , 西昌本土特色不明显，森林文化没有有效突出

国家对森林城市创建的要求指出 “城市森林建

设树种要丰富，森林植物要以乡土物种为主，能充分

体现城市文化底蕴，反映当地历史、地域和民族特

色”。但目前西昌市城市建设和城市森林建设的现

状与这一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特色资源、文化底蕴

没有体现出来。

& 结论与建议
营造城市森林和创建森林城市是提高人居环境

质量、造福子孙的伟业，也是建设文明和谐社会，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城市与自然同步发展的必需

途径，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 - # .。在“一

办三创”成果的基础上，优异的自然经济环境和已具

备的创建基础等条件，为西昌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也使西昌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成为可行。

但是，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

统工程，因此，只有正确评价西昌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的优势与不足，立足于西昌市城市发展实际，把城

市森林建设点、线、面的分布，城区、近郊、远郊的功

能定位，城市绿化、美化、生态化等有机结合起来，才

能真正创建具有西昌市特色的国家森林城市。

&) #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城市森林指在城市及其周边范围内以乔木为

主体，达到一定的规模和覆盖度 /面积0 %) !12$，林

木树冠覆盖度 #%* ’ &%* 以上 - $ . 3，能对周围的环

境产生重要影响，并具有明显的生态价值和人文景

观价值等的各种生物和非生物的综合体。城市森林

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系统一旦建

成，在保护人体健康、调节生态平衡、改善环境质

量、美化城市景观等方面具有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不

可替代的作用，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 “森林城市”目标的重要途径
- & 4 " .。根据理论推算，一个成年人需要 5%2$ 的森林

才能保持碳氧平衡，城市居民呼吸耗氧排碳约占城

市总耗氧排碳的 $%* ，如果把城市大量的暂住和流

动人口、进入车辆所增加耗氧排碳量与水体的平衡

量抵消，则常住人口人均森林面积就要达 ,%2$ - 6 .。

因此要通过规划建绿、拆围透绿、见缝插绿以及攀

墙建绿等多种途径和方法，科学规划，尽可能地合

理增加城市绿地数量，提高人均绿地面积拥有量，

形成城市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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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造能体现地方特色的精品工程

中国城市建设近年来的趋同化和 “克隆”现象，

使中国城市正遭遇 “特色危机”。而森林城市，不仅

要有林水相依、碧波荡漾、四季葱茏的外表，更要有

深刻的内涵，要能体现出一个城市历史、民俗、文化

等特色。因此，西昌在创建中应从整体上打造能体

现地方特色的精品工程。特别是突出西昌山、水、城

相连及 “四季如春的”气候特色，在发展田园休闲文

化、避暑度假文化中，重点打造邛海、螺髻山风景名

胜区，突出彝族风情文化和“航天城”特色，使西昌真

正成为 “湖光山色美，民族风情浓，科技含量高”的

国家森林城市。

#$ # 借鉴其它森林城市创建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目前，包括成都在内已有七个城市被授予了“国

家森林城市”的称号，他们在创建中积累了丰富的理

论与实践经验。因此，在西昌市的创建工作中，应结

合自身城市的发展实际，取长补短有效借鉴这些城

市在创建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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