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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黄乔

远远看去，眼前是一大片绿意盎然
的草坪，风中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走近看，草坪中的格桑花、波斯菊摇曳
生姿，生机勃勃……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跟随市高法院
法官，一起走进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化工公司）生态环
境修复场地，眼前的一切令人很难想
象，这片长江边的土地上曾经工业废渣
堆积成山。

工业废渣 18年时间堆积成山

涪陵化工公司是位于涪陵区长江边
的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其产生的工业废
渣磷石膏曾经由于无处堆放，直接就堆
放在了长江边。经过长达18年的堆积，
江边形成了一个覆盖面积达700多亩
的巨大的磷石膏尾矿库，渣场产生的渗
滤液不断外流，严重损害了当地生态环
境，并对长江生态安全产生重大威胁。

2017年1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以涪陵化工公司违法超标排放污染
物，给当地环境带来极大破坏为由提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涪陵化工
公司立即停止环境侵害行为，赔偿相应
的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
失费或替代性修复。市人民检察院第
三分院依法支持起诉。

“磷石膏尾矿库通过渗滤液渗漏等
方式污染土壤、地下水等，对长江构成
巨大威胁。”市高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总磷的危害，3月1日实施的《长江
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长江流域省
级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总磷污
染控制方案，并组织实施。对磷矿、磷
肥生产集中的长江干支流，有关省级人
民政府应当制定更加严格的总磷排放
管控要求，有效控制总磷排放总量。磷
矿开采加工、磷肥和含磷农药制造等企
业，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要求，采取有效
措施控制总磷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对
排污口和周边环境进行总磷监测，依法

公开监测信息。
当年年底，在市三中法院一审审理

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涪陵化工公
司达成调解协议——涪陵化工公司承
诺严格贯彻落实重庆市及当地环保主
管部门批复同意的环境问题整改处置方
案，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封场、覆
土、复绿等环境整治工作，并支付赔偿
金，用于本案或者本地区大气环境、水环
境修复或替代性修复等公益用途。

司法修复 “渣山”变生态基地

案件宣判后，如何确保该案在两年
内执行到位，成了一大难题。市高法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此案，人民法院
探索建立以法院为主导的案件执行机
制，充分延伸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及时
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督促企业投
入上亿元，严格按照方案修复生态环
境，彻底消除隐患，确保长江不被污染。

同时，积极构建生态环境修复协调
联动机制，邀请检察机关、环境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生态环境修复评
估标准，对修复工作进行联合巡检；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执行工作
进行监督。

执行如期到位。如今的涪陵化工
公司生态环境修复场地，已从昔日的

“废渣山”变为青青草坪，草坪上还修建

了栈道，供市民休闲观光。

因地制宜 建成多个司法修
复基地

针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重庆
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践行自然修
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因地
制宜建设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充分
发挥基地的修复、警示、教育、宣传作
用。

截至目前，万州区法院打造了“长
江三峡生态修复示范林”，组织案件当
事人和社会公众在长江消落带种植水
下能够存活的中山杉，修复长江岸线；
市二中法院在夔门三峡之巅建立石漠
化治理司法修复基地，为三峡库区水土
流失防治作出示范；江津区法院在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重庆段建立司法救助中心，铺设人工鱼
巢为鱼类提供繁殖场所，对受伤鱼类开
展救助工作……

全面探索 加强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司法保护

设立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只是
重庆法院全面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如何用司
法手段呵护好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
景，早日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胜景，

重庆法院进行了积极探索——
实行跨流域集中管辖，严厉打击环

境污染犯罪，在全国率先出台污染环境
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的实施细则，对污染
长江干支流的犯罪行为零容忍。

探索环境保护禁止令，及时高效制
止环境污染，并全方位追究污染者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据统计，2017年
以来，全市法院审理污染环境一审刑事
案件194件，31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严厉惩治非法捕捞犯罪，为长江十
年禁渔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2017年
以来，全市法院审理非法捕捞一审案件
2085件，347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今
年3月2日，市高法院出台《关于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长江十年禁渔提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全面追究
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并建立跨区域
协调联动机制。

加强流域司法协作。2018年，在
重庆高法院的推动下，最高法院决定在
重庆签署《长江经济带11+1省市高级
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
议》，开启了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环境司
法协作的序幕。2020年9月，与贵州、
云南、四川三省法院在重庆签订《长江
上游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强
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共同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江边“废渣山”如何变身绿草地
重庆法院用司法手段呵护一江碧水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记者

4月1日获悉，重庆国家金融科技认证
中心（以下简称重庆金融认证中心）正
在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金融标准化和认
证合作。未来，该中心为重庆乃至全国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出具的认证和
检测报告，有望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直接认可。

据了解，去年10月成立的重庆金
融认证中心，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对
外提供检测、认证服务。届时，金融机
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可在该中心办理各
类体系、软硬件产品、服务及人员等方
面的认证。

重庆金融认证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刘东华透露，最近，他们正在与新加坡
等东盟国家相关部门就认证合作展开
沟通、洽谈，希望首先实现和东盟国家
在金融认证领域的互联互通，以便为重
庆乃至全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更好
的支持。如若此项工作推进顺利，国内

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从该中心拿到
的认证、检测报告，可直接获得新加坡
等东盟国家认可，从而大大节约进军相
关国家金融市场的时间和成本。

据悉，目前，重庆金融认证中心正
致力于从国际影响力、学科带动力和国
家需求等方面着手筹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目标是打造成为具有创新性、先进
性、引领性及国际竞争优势的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获批后，将开展金融科技
领域的科研工作，如区块链、数字货币、
安全态势感知研究等。这有助于带动
重庆更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金
融科技研究，提升金融科技方面的科研
实力。

同时，该实验室还将开展软、硬件
产品的检测认证工作，如检测VTM机
是否存在安全漏洞、金融机构App是
否会泄漏用户个人信息等。在此基础
上，还要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认证、检
测报告。

重庆金融认证中心
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4月 1
日，市总工会召开2021年“建功‘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重庆市网上劳动和技
能竞赛电视电话会议。重庆日报记者
从会上获悉，2021年重庆市网上劳动
和技能竞赛从即日启动，总奖金超百万
元，优胜者最高可获5万元奖励，并有
机会参加全国竞赛、参评全国优秀工会
工作者。

据了解，5月1日，市总工会网上劳
动和技能竞赛平台将正式上线，有意参
赛者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信
息，经所在区县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
和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审核后，获取登
录账号报名参赛。

11月，各区县总工会、市级产业工
会和市直机关工会联合会对所属参赛
单位进行考核总结，向竞赛组委会推荐
优秀参赛单位参与评选。

据悉，今年首次将“安康杯”竞赛纳
入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范畴，竞赛的组
织和规程同线下竞赛一样，竞赛结束后
进行网上“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评选。

2021年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按照
《重庆市劳动和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设
置了集体奖100个，其中一等奖10个，
各奖励5万元；二等奖30个，各奖励1
万元；三等奖60个，各奖励5000元。
其中，网上“安康杯”竞赛评选优胜单位
20个，每个奖励5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为调动参赛职工、
组织单位和工会干部积极性，今年将在
月度、季度、年度“劳动之星”“技能之
星”“创新之星”评选基础上，增加“安康
之星”月度、季度、年度评选，增设“服务
之星”季度、年度评选。

据悉，“月度之星”个人奖励500
元，“季度之星”个人奖励2000元，“年
度之星”个人奖励5000元。荣获网上

“安康杯”竞赛的先进集体，将择优推荐
参评全国“安康杯”竞赛先进集体；荣获
年度“服务之星”的工会干部将择优参
加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的评选；荣获年
度“劳动之星”“技能之星”“创新之星”
的个人，将成为市总工会重点选树、宣
传和培养的先进个人。

2021年重庆市
网上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

创新发展聚力改革 优化服务贴近民生
我市扎实推进殡葬事业上新台阶

网上祭英烈献花接力、
代祭志愿服务、绿色殡葬寄
托哀思祈愿……近年来，我
市各地纷纷创新开展文明祭
扫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
众点赞。“烟火味”越来越淡、
“文化味”越来越浓，正成为
我市全力推进殡葬改革取得
重大成效的一个缩影。

殡葬改革是破千年旧
俗、树一代新风的社会改革，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
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
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以
来，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我
市殡葬改革已经从小到大、
由点及面全面铺开，全市殡
葬设施加快建设，殡葬服务
网络基本形成，行业管理不
断规范，服务质量和管理水
平节节攀升，殡葬改革事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全社会
形成了文明节俭办丧的新风
尚。

夯实基础 确保改革有力
基础建设与制度设计短板不断补齐

“原来的白塔园不说环境了，就连
附属设施都有缺陷，治丧群众不满意，
我们也很为难。现在不但殡葬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可以提供一流的殡仪服
务，园内也修得非常漂亮，有江南园林
的风格，绿柳垂杨，很温馨。改革前后
真的是天差地别！”说起变化，永川区
白塔陵园工作人员很是感慨。

我市启动殡葬改革时，面临基础
设施严重不足和政策缺失两大短板。

为了回归殡葬事业的公益性，实现
殡葬事业提档发展，近年来，全市加大对
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并
取得一定成效。截至2020年末，全市共
有殡仪馆38个，殡仪服务站83个，城市
公益性公墓17个，农村公益性公墓190
个，经营性公墓63个。在市、区县财政
资金、国有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共同投
入下，市、区县、乡镇、村四级公益性殡葬
服务设施体系基本形成。

在基础设施加快推进的同时，全市
持续加强制度设计，补齐政策法规短
板。部分区县建立了殡葬改革工作联系
会议制度，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责，形成

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
与的殡葬改革管理体系。同时，各区县
认真贯彻《重庆市殡葬管理条例》《重庆
市殡葬事务管理办法》，并结合实际出台
殡葬事务管理、文明治丧、惠民殡葬等配
套文件，殡葬管理法规体系逐渐完善。

对改革工作从制度和机制上进行
全面重构，确保工作责任落实，系统运
转高效。

多措并举 确保推行有效
文明引导与执法规范力促规范有序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申请
到生态墓位，不给亲属多找事儿，也不
给国家添麻烦，我很高兴！”年过七旬的
李伯伯前两年在南山福座人文纪念园
提前与墓园方面签订“生前契约”。他
说，虽然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见到的
都是土葬的观念和方式，但时代在发
展，人的观念也要发展，人最后都是要
变成尘埃的，不能为了一些虚无缥缈的
东西，给大自然、给子孙增加负担。

殡葬改革是一场移风易俗的革命。
近年来，全市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始终围
绕“殡葬改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条
主线，科学“破”、精准“立”，多措并举带
动移风易俗，推动改革不断向前发展。

为提升群众对殡葬改革政策的知

晓度，全市各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
实加强宣传力度。以新闻报道、召开
新闻发布会、发放殡葬改革宣传手册
等措施，让殡葬改革宣传进机关、学
校、企业、村社，形成全社会支持殡葬
改革的舆论氛围。

一手抓教育引导，同时一手抓执法
规范。自全面启动殡葬改革以来，全市
各区县陆续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行动、殡葬服务收费专项检查。
不断加强对乱搭灵棚、治丧扰民等不文

明行为的治理，通过补贴到户等方式，
鼓励城区居民在殡仪馆治丧，提升城市
文明形象……通过执法、巡查，一次次
的努力确保了殡葬改革启动以来没有
出现违规殡葬行为，起到了执法一例、
教育一片的效果。

如今，昔日的浓浓“烟火味”逐渐
变成了“文化味”，巴渝大地文明新风
正扑面而来。

救助兜底 确保民生有利
真情服务与惠民政策作用发挥明显

“母亲去世时，我拿出事先留下的
联系电话，抱着试探的心态打了96000
服务热线，没想到殡仪馆的车很快就
赶来了，服务周到贴心，收费又这么
低，全家都感到好温暖。”

“殡葬改革的推行确实给我们家属
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殡仪馆的服务专业
周到，在我们失去亲人的悲伤之际给了
我们很大的安慰，禁止传统大操大办，
也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治丧负担。”……

如今，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
每天征求的意见建议中，更多的是来
自群众对殡葬改革政策的拥护支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市
殡葬改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目的。在
推进改革中，我市坚持改革为了人民、

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惠及人民，赢
得了广大群众对改革工作的空前响应
和大力支持。

为确保群众在执行改革政策中获
得实惠，我市出台惠民殡葬奖补实施
细则，积极推进实施惠民殡葬政策，在
扩面、增项、提标上下工夫。其中南岸
区将“失独”人员纳入了惠民政策范
围；渝中区、沙坪坝区等7个区县为困
难群众发放1000元至2000元的文明
治丧补助；渝北、酉阳等6个区县对土
葬改革区自愿实行火化的群众发放
1000元的丧葬补助；大渡口、合川、北
碚等12个区县对实行文明治丧的群众
发放800元至1500元补助。全市47
家经营性公墓开辟“公益生态葬园
区”，为城乡困难群众、革命烈士提供
免费安葬，5.3万多名困难群众受益。

同时，通过治丧、火化、安葬等多个
环节，实行“减、免、奖、补、换”的惠民政
策，确保了各项殡葬惠民政策全面落实
到位。截至去年底，“十三五”以来全市
已累计为近5万名困难群众减免基本
殡葬服务费7041万元，生态节地葬补
贴23万元，“重庆市96000殡葬服务热
线”累计为群众减免遗体接运费1286
万元，服务主城5.6万户家庭。

唐楸 龙搏
图片由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提供

“十四五”时期全市殡葬设施建设将继续发力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

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应覆盖生命的全周期、全过程，办
好群众身后事、实现“逝有所安”
成为亟需面对和解决的新时代重
要课题。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下，全市基本殡葬服务设施的
建设将纳入到保障和改善民生、
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
党风政风民风建设的重要内容统
筹推动。

未来通过5年努力，到“十四
五”末，全市将建成供给充足、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公益惠民、绿色环

保的殡葬服务设施体系，基本实现
殡葬设施现代化、殡葬服务均等
化、安葬（放）生态化和殡葬行为文
明化。

到2025年，全市火化区人口将
逐步扩大，除中心城区外，火化设
施区县全覆盖，火化设备排放值达
到国家环保要求。

城市公益性公墓以区县（自治
县）为单位建设，区县覆盖率力争
达到100%；统筹推进农村公益性
公墓建设；新建公益性公墓墓位应
当全部为节地生态葬式。

严格控制新建经营性公墓，新

建经营性公墓的节地生态葬式不
低于墓位规划总量的60%。老旧
公墓新建墓位中节地生态葬式占
比应当达到剩余墓位规划总量的
60%，节地生态葬式实现公墓全覆
盖。

提高集中文明治丧设施的乡
镇覆盖率，打造便捷优质的殡仪服
务网络。

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更加
科学完善，殡葬服务机构普及推广
率达到 100%，实现跨层级、跨地
域、跨系统、跨部门数据共享及群
众身后事“一网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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