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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璧山 生态之城

“三河”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地表水Ⅲ类标准，生态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高居全市第一，林长制获评2022年全市“优秀”等次……一
项项“很不容易”的成绩，是璧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的生动注脚。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璧山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迭代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区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努力交
出一份生态之城建设高分答卷。

答好“攻坚题” 精准施策谋突破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非一日之功，需要
紧盯目标任务，科学施策、精准发力，充分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

璧山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璧山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保持
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以更高标准深入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

天更蓝。这两年，无论是媒体报道，还
是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璧山蓝”出现的
频率明显增多。其背后，正是璧山做细做实
大气污染治理、全力争抢每一个蓝天的结
果。

高度重视。璧山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直接上
阵指挥大气污染防治攻坚，释放出严的信
号。

完善制度。出台《璧山区空气质量改
善考核与生态补偿办法（试行）》，深化运
用大气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办法；印发《重
庆市璧山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
修订版）》，提高预测预警和应对处置能
力，降低危害程度，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制
度设计。

地更绿。璧山是“公园城市”，植绿而
为，拥绿而美，近年来强化土壤污染防治，推
进“无废城市”建设，加强危险废物监管，使
得璧山大地更绿、更美丽。

截至目前，璧山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达到
2057.87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8.32%，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达到61.83平
方米，市民均可在15分钟内步行至一个绿
地公园。

今年3月，由璧山区生态环境局主导的

璧山区“固废云”系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
该系统包括“一中心、一平台、两门户、五朵
云应用”，即璧山区固废管理数据资源中心，
支撑“固废云”平台运行的应用支撑平台，面
向涉废企业的企业统一门户和面向生态环
境管理用户的环保统一门户以及云填报、云
监管、云交易、云信用、云咨询等5个推进固
废监管和企业服务的业务应用，为推进“无
废城市”建设插上了“智慧”的翅膀。

水更清。城市因水而美、因水而兴。璧
山年降雨量不小，但是辖区无过境河流和外
来水源，仅有璧南河、璧北河、梅江河和72
条支流溪河组成了区内的地表水系格局，人
均水资源拥有量467立方米，属于缺水地
区。

璧南河是璧山的母亲河，在璧山区境内
流域面积达696平方公里。以前，璧山城区

遍布作坊式制鞋、建材水泥等粗放型加工
业，再加上污染养殖场所叠加污染，导致流
经城区的璧南河水质为劣Ⅴ类，臭气熏天，
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拦路石”。

为改善生态环境，璧山铁腕治污，采取
“河外截污、河内清淤、外域调水、生态修复”
综合措施深度治理，使璧南河水质由劣Ⅴ类
提升为Ⅲ类标准，实现了“劣水”向“洁水”的
转变。

与此同时，璧山还向水资源要效率。通
过加强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已累计投入逾
8亿元用于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城区再生
水回用率已达40%以上，实现一水多用。

随着长征渠引水工程的提前谋划和渝
西水资源配置璧山段工程、璧山城市新区水
厂扩建工程的建设，璧山当前和远期供水不
足的问题已经得到圆满解决。

答好“必答题” 厚植生态新优势

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生态宜居的环境，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和希望。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璧山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着力把城市建
设成为大公园、大景区、大森林、大水系，巩
固好、维护好“绿色生态宜居”这一金字招
牌，为在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璧
山新篇章厚植生态新优势。

“公园之城”成为城市新名片。“周末，我
们带娃一起到璧山公园耍，顺便可以尝一尝
当地特色美食。”这不仅是璧山本地市民相

互间的日常邀约，也是区外、乃至周边省份
地区不少游客的共同选择。

事实上，璧山是名副其实的公园之城、
生态之城，城区内所建成的南河公园、观音
塘湿地公园、秀湖公园、秀湖汽车露营公园、
东岳体育公园、枫香湖儿童公园、古道湾公
园、御湖公园等星罗棋布，大小水生态湿地
公园多达37个，形成了“综合性公园+主题
公园+小微型社区公园+休闲广场”的“大公
园”之城。

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璧山坚持以绿为底，向绿而行，依托自身资

源禀赋，通过绿色产业转型、培育壮大绿色
产业、探索绿色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研究
院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支柱产业由高
污染高能耗转变为绿色低碳，发展的质量更
高、效益更好。

目前，璧山已创建绿色工厂27家，其中
国家级绿色工厂5家，市级绿色工厂22家，
有33家企业成功申报绿色工厂培育入库，
特别是璧山高新区成功申报创建重庆市近
零碳试点园区，让“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
量”。

狠抓问题整改补短板成为务实行动。

在实施一系列整治措施后，璧山生态环境得
到根本性改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区大
气污染防治任务仍然艰巨，水环境保护压力
仍然较大，河长制、林长制责任仍需压实，监
管执法力度仍需提升，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也
存短板。

问题是工作的导向。璧山凝聚广泛共
识，聚焦“生态报表”找方向，围绕“生态环
保督察问题清单”补短板，形成主动发现问
题、广泛排查问题、系统解决问题的良性循
环，在发展中用务实行动去解决出现的问
题。

答好“综合题” 统筹兼顾作示范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学会统筹兼顾，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方法
论。

近年来，璧山统筹兼顾、一体推进，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
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多
个领域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在人居环境上作示范。早在2013年，
璧山就斩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殊荣。
璧山作为一座人居环境优美的生态之城，远
近闻名。今年6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
在璧山举行。会前，四川省党政代表团在璧
山考察学习，参观的最后一站就选择在美丽
的秀湖生态区。

璧山在七塘镇喜观村、将军村之间实施
的“云雾花涧——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
目建设是重庆首批14个“巴蜀美丽庭院示
范片”之一，实施农房品质提升、院落颜值提
升、村落价值提升、田园产值提升等行动，推
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有效转化。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作示范。2017年9
月，璧山荣获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称号。该示范区是对在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达到相应建设
标准并通过核查地区的表彰，是生态文明建
设领域的最高荣誉。

一直以来，璧山区委、区政府坚持“环境
就是资源，环境就是资本，环境就是生产力”
的理念，以高度的生态自觉，坚守发展和生
态底线，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探索出一
批可复制推广的好经验。

在自然资源节约集约上作示范。今年4
月，在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首批“自然资源
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名单上，璧山区榜上
有名。

璧山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璧山能入选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最大限度规划利用区域内的零散地、废
弃地、边角地等不起眼的“巴掌地”，建设“微
客厅”和“口袋”公园，提升城市“颜值”。同
时，注重在优化存量土地上做文章，结合城
市功能和用地布局，建设绿地、广场、环境整
治等公益设施，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效
益。

璧山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可作示范
的“案例”还有很多：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
范区、国家卫生区、国家水利风景区、重庆市
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来了就是璧山人。”璧山正在以宜居宜
业宜游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游客
和企业。

彭光灿 马菱涔
图片除署名外由璧山区委宣传部提供

“数”看绿色生态宜居璧山

2022年全年，虎峰国控点
优良天数为 293 天，优良率
84%，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PM2.5 浓度 34 微克/立方
米，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没有出现重污染天气。

截至2022年，全区已建成城
市“微客厅”和“口袋”公园50余个；

市民步行15分钟就能进公园，
15分钟通勤半径就可达公园广场；

“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8％。

“ 河 长 制 ”实 现“ 河 长
治”，2 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200户或500人以上的农
村居民聚居点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达100%。

累计整治“小散乱污”
237家；

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 设 施 装 备 配 套 率 达 到
100％。

秀湖生态区 摄/谢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