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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重庆满城皆绿，春意盎然。在这一幅碧水、蓝
天、绿地构成的多彩画卷中，人与自然和谐交融，整座城
市焕发勃勃生机。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对这座城市的生态
文明建设寄予厚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
发挥示范作用”。

一年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只争朝夕、攻坚克难的劲
头，朝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断迈进。

“加了哪些辅料？加到哪里？操作规
程是怎样的？”在重庆市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现场——江津区重
庆龙健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核查组在得到
答复和看过操作演示后并没有马上离去，
而是继续深入厂区的边边角角，不放过任
何一个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角落。

“这一趟排查下来，企业的环境风险
防范工作总体比较规范，但考虑到其业
务涉及重金属处理，千万马虎不得。”在
走出厂区的路上，核查组仍不断叮嘱企
业负责人，“工人操作必须要规范，管理

规定必须要细化，操作规程必须要上墙，
不能多做也不能少做，坚持排放一次检
测一次，未达标的要重新处理，这样才能
保证万无一失。”

据统计，2019年，全市生态环境部门
累计开展41场综合性应急演练，排查风
险企业3794家次，整改隐患590个，未发
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全年发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3864件，罚款2.57亿元，移
送公安行政拘留90件，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51件，有效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

2019年，中央第二轮生态环保督察

完成对重庆的集中督察，受理群众投诉
3863件，目前整改办结3310件。

一年来，重庆生态环境部门一手抓督
企，落实措施消除安全风险，一手抓督政，
压实责任化解突出问题，在确保生态环境
安全的同时，为绿色发展提供了保障。

这份保障也体现在更多的数据中：
2019年，全市新建成水、空气、声环境自
动监测站71个，建成生态环境大数据平
台，动态汇集约40万户污染源数据；在全
国率先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
点，动用无人机、无人船、红外热成像仪

等手段，核实排污口4172个，为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相关环
保工作，履行环境监管责任，确保医疗废
物和医疗废水及时有效收集，处理处置
率100%，医疗机构、集中隔离点医废废
物集中处置单位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
覆盖率达到100%。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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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区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国电恒泰重庆电厂完成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全市医疗废物实现集中无害化处置镇级全覆盖

榜样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江津区长冲渔场，这个拥有600多亩
鱼池的热带鱼良种场，曾以“温泉水养
鱼”而名噪一时。

然而，被养殖户们用来养鱼的温泉
水在流出渔场后，却成了璧南河一项主
要的污染源。由于上游水质较差，污染
负荷高，再加上高密度投饵养殖、不达标
尾水排放，以及随雨水不断冲刷入河的
农药、化肥、生活垃圾，让璧南河入水口
水质一度停留在劣Ⅴ类。

人工养殖的热带鱼在温泉中长势喜
人，沿岸群众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却遭受
着破坏，这显然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导向背道而驰。

为确保璧南河入水口水质稳定达
标，还原沿岸群众记忆中的美丽璧南
河，在市、区各级各部门的推动下，长冲

渔场通过实施水资源有偿、节约、环保
使用管理制度，开展渔场清淤治理，限
期取缔所有高密度饲料养殖，规划打造
长冲乡村休闲旅游示范点等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措施，达成了600余亩鱼池全
部退渔和当地群众转产不减收这两个
看似矛盾的目标。长冲渔场的出水口
水质也自去年 10月提升到Ⅱ类后，一
直保持稳定。

在重庆，走上绿色转型康庄大道的
不止一个长冲渔场，靠着水污染治理重
获新生的也不只有一条璧南河。

一年来，市生态环境系统以打好“碧
水保卫战”为抓手，深入推进水污染治
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
治”，实施水污染防治攻坚工程与措施
3100余项，新建污水管网2752公里，累

计建成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厂2600余座，
日处理能力达到540万余吨，94个工业
园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全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
纳入国家考核的42个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为97.6％，同比提高7.1个百分点，全市无
劣V类水质考核断面。

在让“一江碧水向东流”成为现实的
同时，重庆也在为实现更好的空气质量
努力攻坚。

一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实施“蓝天行
动”，突出抓症结、抓关键、补短板、强弱
项，着力实施“四控两增”措施，累计完成
2000余项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措施，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2019年实现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316天。

与碧水、蓝天保卫战同时打响的，
还有净土保卫战。近年来，重庆累计建
成一般工业废物处置设施9座，年处理
能力 1444万立方米，建成投运危险废
物收集利用处置设施 91个，年处置能
力达198.5万吨。全市产废企业和经营
单位实现了危险废物“一物一码”管理，
医疗废物实现了集中无害化处置镇级
全覆盖。

2019年，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我
市全年完成 400个行政村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伴随《重庆市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防治办法》出台的，是 358块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评估，是15.5万
立方米污染土壤的治理修复，是208万
立方米的净地面积和土壤环境质量的
总体稳定。

表率 加强长江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和修复

武隆白马山悬崖峭立、森林密布，下临
乌江风光无限，腹有之字形川湘公路蜿蜒其
中，万亩茶园里，巴人制茶文化延绵千年。

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这些美景、传说
化身为爱情文化景区和观光茶园，结合
武隆上百万人次的年均接待游客量，该

区不仅成功跻身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更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二
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生动诠释了“生态产业化就是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资源‘含金量’，产业生态化
就是不断提升产业经济‘含绿量’”这一
绿色发展的精髓要义。

要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含金量”和“含绿量”自然
都得成为标杆。

“在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中，我
们率先编制完成‘三线一单’，并通过部级
评审，近期将正式发布。广阳岛片区被确
立为长江上游绿色发展示范点。”在谈及空

间管控工作时，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说，“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长江干流及主要
支流岸线‘1公里’‘5公里’管控要求，通过
有效的空间管控，科学指导地区产业布局、
发展规模和开发强度，既确保了生态环境
免遭无序开发，又为高质量发展留足了空
间，避免了散乱、无序、低效发展。”

探索 深化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提起燃煤电厂，许多人的脑海中就
会浮现一幅浓烟滚滚直冲天际、灰尘弥
漫遮天蔽日的画面……然而在重庆，有
这样一座燃煤电厂——国家电投集团重
庆白鹤电力有限公司（下称“白鹤电
厂”），用事实打破了人们的固有印象。

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白鹤电厂
将机组原单一发电生产方式转向热电联
产，努力突破转型发展瓶颈，把过去煤烟
笼罩下的电厂变成花园式工厂的同时，

也打造出一座绿色转型的标杆。
2019年6月，白鹤电厂1号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项目通过验收。通过改造，白鹤
电厂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硫约482吨、
氮氧化物约339吨、烟尘约73吨。不仅如
此，在该机组改造后，企业还可享受超低排
放电价补贴，每年可领取超低排放电价补
贴约1300万元，每年环保减税30万余元。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华能重庆珞璜电
厂、白鹤电厂等7家企业17台机组676万千

瓦的改造任务，提前完成改造目标任务。每
年共减少排放二氧化硫1.5万余吨、氮氧化
物1余万吨、烟尘2200余吨。

在制度层面，我市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持续深化，制定出台改革成果文件27
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综合行政执
法等改革形成经验。全市19条流域面积
500平方公里以上且跨2个或多个区县
的次级河流建立横向补偿机制，进一步
增强对流域保护和治理的支撑保障作

用。在主城区开展全国“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通过源头减废、资源利用、安全处
置等措施，倒逼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推
动实现绿色发展。

在推动金融改革创新层面，生态环
境部门也在发力，积极为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绿色金融支撑。2019年，全市纳入
统计的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900亿元，同
比增长超20%左右；成立全市首家绿色
银行，发行绿色债券达44.6亿元。

引领 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

对于重庆这座老牌工业城市，要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生态环境部门来
说，就是继续推进深化“放管服”改革。

“我们将风电、印刷线路板等类别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限下放至
区县；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工业类、城市基
础设施类等19类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制，
建立建设项目涉生态环境问题咨询机
制，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说。

一年来，市生态环境局全面落实深
化“放管服”改革要求，积极开展环评审
批告知承诺制改革试点、下放环评审批

事项，全力做好重大项目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环评审批服务，相继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效
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关于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服务保障的通知》等文件，进一
步优化流程、压缩时限、减轻企业负担，
有力支持全市扩大有效投资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

此外，为推动结构调整，我市全面
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数字经济发
展和智慧城市建设为统领。“去年，我们
制定出台了《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方案（2019—2020）》，开展节能、节水、
节地行动，印发《重庆市节能环保产业
发展2019年推进计划》。严控过剩产
能，严格化工、涉重、涉危、造纸、印染、
火电等高污染、高排放和资源性项目环
评审批，分类推进‘散乱污’企业整治。”
该负责人说，除了上述措施，在大力支
持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落地见效，全力推动产业
结构更趋科学合理方面，市生态环境部
门同样不遗余力。全年审查规划环评
47个，审批项目环评4171个，涉及总投
资4752亿元。

在转变服务意识方面，为企业提供优
质高效的环境管理服务，如今亦已常态化。

推动建立和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
和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在服务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同时，确保污染防治攻坚方向
不变、力度不减。

“我们要进一步实施‘监督执法正面
清单’对守法企业做到无事不扰。与此
同时，也要严格查处‘负面清单’行为，对
恶意违法行为做到绝不手软。”该负责人
介绍，在线下，生态环境工作人员走访调
研了400余家企业，引导600余家排污、
建设和运营单位主动消除污染隐患。

标杆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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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共生植物在刚退水的长江岸边延伸

重庆率先在全国试点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基本摸清入河排污口排放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