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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
围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持续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推动林业生态建设
取得新成效。”市林业局局长沈晓钟表示，具
体有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全面启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等重
点工程建设。分解落实“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315万亩营造林总任务，抓紧实施30万亩年度
任务。完成国家储备林项目林地收储100万

亩、营造林30万亩。抓好长江防护林、石漠化
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实施新一轮退
耕还林新造林任务2.7万亩，前一轮退耕还林
质量提升91万亩。继续开展国家森林城市、绿
色示范村等创建活动和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二是蹄疾步稳推动林业改革。今年要全
面推行林长制，出台实施意见，发布总林长1
号令，开展森林资源乱侵占、乱搭建、乱采挖、
乱捕食“四乱”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继续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林权流转适度
规模经营。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
态保护补偿等制度体系，继续推进实施横向
生态补偿提高森林覆盖率机制。

三是加快推进全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开启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新篇章。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
涉林问题整改，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优化整
合，开展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和电子围栏建

设，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建设。
加强“四山”森林绿化和精细化管理。开展风
景名胜区等自然公园总规编制（修编）及重大
项目选址论证工作，推进巫山五里坡申报世
界自然遗产前期工作。申报并划定国家重要
湿地，推动出台市级重要湿地名录。

四是加大森林、草原、湿地等林业资源监
督管理。严格林地用途管制，依法依规征占
用林地，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抓好森林
督查，强化发现问题查处整改。加强天然林
资源保护修复和公益林管护，不断恢复自然
生态植被。落实森林草原防火责任，抓好林
业有害生物防控，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全面推行林长制 启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

京渝互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要生态屏障建设，构建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报告中的“2021年重点工作”也提到，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
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让我们生活的家园拥有更多碧水蓝天。

代表委员谈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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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加快绿色转型筑牢重要生态屏障

现在我国的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以前羡慕国外，现在自己
就生活在生态宜居的环境里。
我相信，中国这么重视生态环境
建设，未来，我们一定会过上更
高品质的生活，共享更多绿色生
态产品。

——网友“聚变里”

绿色发展可能短期内看不
到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
看，绝对是利国利民的，真心为
各个地方转变发展观念、向绿色
要 GDP 点赞。祝愿我们的国家
走好绿色发展路子，更加繁荣昌
盛。

——网友“一颗草莓糖”
（记者 王翔 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保产
业协会副会长、昆岳互联环境技
术（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怀
平：

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深度融合，是环境综
合治理突破自身技术天花板的最
佳路径。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环
境综合治理技术的壁垒，弥补传
统治理技术的不足；有利于全面
推进环境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
升环境综合治理能力；有利于提
升环保企业的资源利用率，从源
头实现节能减排，缩小环境治理
体量。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
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澳门
贺田工业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贺
定一：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
础，也是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携手世界各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讲话精神顺应
了时代潮流，也顺应了每一个人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两山论”理
念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
求和使命宗旨。希望我们以实干
担负起建设美丽中国的使命责
任，筑牢生态文明之基，走好绿色
发展之路，让“绿水青山”与“金山
银山”和谐共生，让中国更美丽，
让人民更幸福。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
央委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余国东：

长 江 素 有“ 黄 金 水 道 ”之
称，航行船舶众多，但船舶污染
长江水域的风险极高。船舶污
染物处置主要分“自行处置”和

“上岸转移”两种，其中“上岸转
移”为污染物通过船舶或港口
接收，其模式更具优势。建议
健全船舶污染物“上岸转移”监
管体系，完善法规体系，将内河
船舶实施“上岸转移”作为法律
强 制 要 求 ，同 步 明 确“ 上 岸 转
移”船舶制度建设和技术规范，
完善“船—港—城”接收转运体
系建设，健全联合监管制度，切
实减低船舶污染水域的风险，
推进长江航运绿色发展。

（记者 戴娟 周尤 颜若雯）

网友热议

“十三五”时期，我市已全面完成涉及生
态环境保护的9项约束性指标。其中，截至
2020年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42个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达100%；2020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3天，评价空气质量
的六项指标首次全部达标。

从今年开始，国家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体系
有较大调整，我市空气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由原
中心城区的16个增至26个区的35个，地表水
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由42个增至74个。这就意

味着，相比“十三五”时期，我市“十四五”时期环
境质量目标任务将更加艰巨。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辛世杰介绍，我市将
多措并举，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减污
降碳协同效应，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一是科学谋划“十四五”生态环境目标任
务。加快编制我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科学合理提出“十四五”时期目标指标、重

点任务、重大工程和保障机制；围绕应对气候
变化、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生态环境大数
据等领域，编制实施生态环境领域专项规划。

二是以减污降碳为抓手，加快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围绕落实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
与碳中和愿景，把降碳作为源头治理的“牛鼻
子”，制定全市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开展气
候投融资试点，强化碳强度考核的硬约束，建
立和完善涵盖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的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三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把握好新发展阶段环境治
理的特点，顺应污染防治攻坚战由“坚决打
好”向“深入打好”的重大转变，更加突出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继续开展污染防
治行动，力争在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取得新
成效、实现新突破。

四是以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为主线，深入推动成渝地区生态共
建环境共保。协同推进长江、嘉陵江、乌江等
生态廊道建设，共同推进跨界水体污染治理，
深化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制度，深
入开展川渝联合执法，探索制定修订统一的
环保标准。

多措并举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王翔、陈维灯、龙丹梅采写

绿色，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最美
底色。“十四五”时
期，重庆将坚定不
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探索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新
路子，围绕加快建
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持续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加快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奋力谱
写“十四五”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这更加坚定了我们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推动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的决心和信心。”巴南区委书记辛国荣说。

辛国荣表示，今年，巴南区将牢牢抓住
“十四五”规划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带来的机遇，加快绿色转型步伐，以“五个千
亿级产业集群”建设为目标，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形成产业创新生态，进一步增强经济
高质量发展动能。

在加速集聚新兴产业方面。全力打造国
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围绕“1+3+N”产业
体系，加快德谷胰岛素等3个在研品种产业
化，引进重点生物医药项目20个，开工植恩
现代中药等项目8个，推动博唯重组蛋白疫
苗、智翔金泰抗体药物生产线等项目建设，投
产投用南芯医疗等项目14个。

同时，加快平板显示、集成电路、大数据、
新能源、新材料、汽摩关键零部件及智能装备
产业补链成群，提升产业链本土配套能力。
加快布局可穿戴设备、家居、家电等智能终端
产业链，支持桴之科等物联网企业做大做
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布局“一核五
园”，实现营业收入600亿元。支持忽米产业
互联网快速发展，打造千亿级平台经济。建
成腾龙5G数据中心一期、联通南部枢纽，启

动公路物流信息港建设。
在大力提升传统产业方面。支持宗申集

团航空发动机、大排量摩托车达产放量，推进
发卡电机等项目，完成产值100亿元以上。
支持大江集团加快转型升级，大江国立、大江
亚普等持续放量，产值增长10%以上。支持
重庆铃耀汽车百亿级新车型项目布局落地。
实施建设工业、宸安生物等智能化改造项目
45个，完成百亚国际产业园等技改项目26
个，新增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5个，促进恒
安纸业、锦晖陶瓷、立泰服饰等企业提质增
效，新增规上企业40家。推动500家企业

“上云上平台”，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绿色转型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高质量发展

市水利局副局长、市河长办副主任任丽
娟介绍，近年来，我市全面建立健全河长组织
体系，设立各级河长1.75万余名，助推巡河
212万余人次，协调解决问题5.1万余个。此
外，重庆在全国率先颁布“河长制条例”，率先
成立跨省的川渝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加
快推进全国首个“智慧河长”升级系统平台建

设。发布第1号、第2号市级总河长令，整治
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三排”问题5080个，污
水乱排、岸线乱占、河道乱建“三乱”问题
2247个，长江干流岸线违法违规利用项目
460个，目前长江干流重庆段非法采砂已基
本绝迹。

下一步，我市将深化落实《关于进一步强

化河长履职尽责的实施意见》，建立河长巡河
查河通报制度，推动“一河一长”履职更实。
今年，我市还将继续深化落实第1号、第2号
市级总河长令，加快推进新一轮“一河一策
（2021-2025）”方案编制，加快建设“智慧河
长”。

今年，我市将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继续加强跨区域河流联防联控，通过常
态化开展联合巡查、联合暗访督查，持续推进
川渝81条跨界河流污水“三排”、河道“四乱”
专项整治行动等，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任丽娟介绍，今年我市还将全面启动市
级示范河流创建工作，统筹水环境、水生态、
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方面重点建
设内容，立足不同区域、不同流域，分段创建、
分步实施、分类施策，通过系统治理和综合整
治，打造一批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幸福河
湖，为深化河长制实施提供可借鉴经验。

联防联控 加快“智慧河长”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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