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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七大工程” 推进城市综合品质提升

补齐城市管理短板 将城市“痛点”变“亮点”

一城茶香竹韵，
千年诗画永川。永
川城区三河汇碧，因
形如篆文“永”字而
得名，自古以来就是
钟灵毓秀之地。

作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重要
节点和重庆主城都
市区的战略支点城
市，“十三五”以来，
永川区坚决贯彻落
实“城市管理要像绣
花一样精细”的重要
指示精神，紧扣“干
净整洁有序、山清水
秀城美、宜居宜业宜
游”目标，大力推进
城市综合品质提升
“七大工程”，整治城
市顽疾和“痛点”，努
力让“城区变成景区
的客厅”，人民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为打造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高品质
生活示范区奠定了
坚实基础。

近日，全国爱卫委命名的120个国家卫
生城市（区）名单，其中，永川区榜上有名。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无疑是永川区
城市管理取得新成效、实现新发展的生动
折射。近年来，永川区城市管理局以创建
国家卫生城区工作为契机，紧扣“干净整
洁有序、山清水秀城美、宜业宜居宜游”工
作目标，启动实施“治乱拆违、街净巷洁、
路平桥安、整墙修面、灯明景靓、江清水
畅、城美山青”七大工程，为城市增颜值、
提气质。

在“路桥平安”方面，永川区完成了人民
大道、红河大道、昌州大道等道路改造工程，

累计改造面积50万余平方米；建成大南门人
行天桥，检测城市桥梁49座，改造港湾式公
交站亭10座。

在“城美山青”方面，永川区绿化美化
裸土13.34万平方米，打造兴龙大道和高
铁站前广场鲜花大道20.25万平方米，临
江河城区段生态修复工程30公里；打造
城市花海100万平方米。新增绿地面积
32.8万余平方米。

在“街净巷洁”方面，永川区严格执行
日常清扫保洁标准和垃圾收运作业标准，
清运城镇生活垃圾20余万吨；扎实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有效治理覆盖人口36.88万人，全区农村
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达96%以上。

在“灯明景靓”方面，永川区新建多功
能智慧灯杆20根，新改建骑龙街、滨河路
等重点治安乱区盲区LED路灯930盏，
绿色照明应用率将达到90%，城区路灯
亮灯率、完好率均达到99%以上。

在“整墙修面”方面，永川区全年拆除
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及设施6000余处、1
万余平方米，清理街面墙体“牛皮癣”乱喷
涂、小广告5823处，处罚牛皮癣案件314
件，城市空间明显净化。

在“江清水畅”方面，永川区落实城区

河道清漂长效管理机制，建立“1十N”保洁
队伍，落实巡查机制，确保河道及两岸垃圾
日产日清，累计打捞城区河道漂浮物和清
理河岸立面各类垃圾共675吨。凸现了

“河畅水清、鱼翔浅底”美景。
在“治乱拆违”方面，永川区强化占道

经营整治，2020年完成违法建筑整治面积
25万平方米，城市违法建设治理成效显著。

占道摊点少了，街巷更加干净了，夜
景更加璀璨，绿化更加美丽……如今的永
川，城市环境清爽整洁，城市运行井然有
序，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市
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坚持不懈推进城市综合品质提升

下足绣花功“让城区变成景区的客厅”

·数说·

在高铁永川东站外，一片已征用尚
未开发的荒土上，开满五颜六色的小
花，成了周边居民家门口的花园；在高
速下道进城的兴业大道上，有栽种的
三角梅、樱花、蓝花楹花带点缀；新城
龙马大道一个荒坡，已变成嵌有绿色
图案的漂亮“盆景”……近年来，永川
区城管部门瞄准城市管理短板，狠下
功夫让“痛点”变“亮点”，以城市管理

“小切口”惠及大民生。
在永川城区中，长期以来大量不可

使用的闲置地、边角地、废弃地，以坡
地、堡坎、崖壁等方式形成了城市绿化

“秃斑”。为让坡坎崖融入城市山水立
体画，永川区城市管理局将龙马大道、
兴业大道、箕山路、桂山路等地25个坡
坎崖进行绿化改造，将其变成马路边
上的的一道立体风景。

正在编制的永川区坡坎崖绿化美
化现状调查及规划方案涉及共计 115
个地块，面积 122万平方米。未来，这
115个地块增绿添彩之后，城市品质将

被进一步提升。
改造前的坡坎崖，只是城市管理中

的“痛点”之一。
除了坡坎崖，还有边角地、交叉地、城

乡结合地段……这些城市“痛点”，有的身
处闹市，有的处于城乡结合部，有的藏身
于老旧居民区，有的长期权属不清。但
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脏、乱、差。

为把这些“痛点”工程抓好，永川
区城市管理局坚持开展“马路办公”，
全员出动覆盖城区徒步巡查，严格落

实“网格督导制”，重点检查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流
动摊贩、暴露垃圾、占道经营、人行道
车辆违停等问题，确保发现的问题全
解决。

目前永川已实施整治城市痛点57
个。其中，立面整治已全部完成，包括
兴茂大厦、泸州街10号、川龙大酒店和
港都宾馆；绿化整治已完成29个，2个
正在推进，共计10.23万平方米。

建好“静脉产业园区” 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0年10月，位于永川区陈食街道
芋荷湾村永川静脉产业园的永川区重点
民生工程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正式投运并网发电。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80.82亩，总投资
6亿元，一期总投资4.28亿元，由永川区
城市管理局牵头负责，依托三峰环境公司
进行运作。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可发电量
约1亿度。

“该项目采用德国焚烧设备及烟气净
化全套技术，将废弃的生活垃圾转变成电
力清洁能源。有效破解了我区生活垃圾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无专业机构

的难题，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
益。”永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永川区累计投资15亿元打
造静脉产业园，园区内布局设计了基础处
理区、生产研发与服务区、生活服务3个
产业功能区，服务范围覆盖永川及大足、
荣昌等地区4089平方公里、人口306万
人。

其中，2018年8月底开工建设的永
川区渗滤液及膜下水处理项目，总占地
面积37.88亩，项目主要处理永川城市垃
圾处理场渗滤液及膜下水、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渗滤液、餐厨垃圾处理中心沼液

等污水。目前实现最大600t/d的渗滤
液和1000t/d膜下水连续处理能力。

2019年 12月下旬投料试运行的永
川区餐厨垃圾处理中心项目，选址位于
永川区生活垃圾填埋场西南侧，占地47
亩，设计年处理餐厨垃圾10万吨/年，年
产毛油（生物柴油的原料油）5400 吨/
年。

目前，该园区内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渗滤液及膜下水处理项目餐厨垃
圾处理中心等5个项目已建成投运，累
计处理渗滤液体及膜下水60.25万吨、餐
厨及生活垃圾2.3 万吨、污泥3.6 万吨。

污水处理系统项目、餐厨垃圾处理远期
扩能项目已启动建设，建成投运后污水、
餐厨垃圾处理能力将分别提升至 300
吨/日、350吨/日。餐厨垃圾处理中心日
处理餐厨垃圾 150 吨，年产经济效益
1100万元。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工程
日产陶粒 500 立方米，年产经济效益
3000万元。

以静脉产业园为依托，永川区已初步
建成实现各类废弃物资源化和再生利用
的生态工业园，为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打造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
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三五”以来，永川区新增城

市绿地264.27万平米；实施坡

坎崖绿化美化17.89万平米、立

体绿化美化6.1万平方米；新建、

改建公厕168座，新建环卫爱心驿

站12座，新建、改建港湾式公交站

亭46座；新建智慧停车位1861
个、智能公交站牌130块。

·链接·

“十四五”时期，永川将围绕“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高品质生活示范
区”一大目标，紧扣“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重要节点、主城都市圈战略
支点”两大定位，突出“产、城、景融
合发展”三大任务，以城市综合管理
提升行动为统揽，以“大城三管”为
抓手，全面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区
创建，全力推动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显著提升，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有
序、山清水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
的城市环境，推动城市管理事业长
足发展。

永川城市管理
“一二三”发展思路

为切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提升城市综合管理现代化水平，共同
推动永川区、泸州市城市管理事业高质量
发展，2020年6月28日，永川区城市管理
局与泸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举行了
共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综合管理
座谈暨战略合作签字仪式。

永川与泸州毗邻，人员经济往来十分
密切。按照合作协议，永川区将与泸州市
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园林绿化、公
园建设、共同流域垃圾、污水联合整治、人
员互挂互派、工作协调、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等方面深度合作。

双方将定期开展执法经验交流，互派

执法骨干现场观摩重点领域执法办案；开
展执法标准建设合作，建立完善执法制
度，共同研究城市管理执法领域调研课
题。

提前谋划长江、大陆溪河、王家河等
共同流域垃圾、排污问题联合整治。牵头
组织泸县县政府、合江县政府及相关乡

（镇）负责人，通过联合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联合拟定整治方案向政府请示后实
施；联合打造玉龙湖生态湿地公园；加强
园林绿化、苗木花卉基地等项目和科研方
面的深度合作等内容。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永川作为‘重要节点城市’在
城市管理上将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十
四五’时期，我们将建立健全常态化全方
位沟通协调机制，促进两地城市管理更深
层次的全面对接，以‘一盘棋’意识共推永
川、泸州城市管理工作跨区域融合发展，
携手谱写成渝地区双城一体化发展新篇
章。”永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助力“经济圈”建设 与泸州签署城市管理战略合作协议

高铁片区100万平米花海

大南门人行天桥投用兴龙湖公园

兴龙大道增设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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