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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春阳）8月25
日，记者从市机关事务局获悉，近日国
管局、中直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四部委授予我市1263家党政机关

“节约型机关”称号。
“十三五”期间，我市各级公共机构

扎实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以提升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消费为目标，
大力开展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

建。目前，我市1263家党政机关被国
管局、中直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等四部委授予“节约型机关”称号，
成功创建94家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
示范单位，14家公共机构被遴选为全
国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市级部门全
部创建成为节水型单位，50%的市级公
共机构和区县级机关创建成为节水型
单位，6家公共机构被遴选为全国水效
领跑者，走在全国前列。

为切实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如期实现，我市38个区县和191个
市级部门分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通
过健全完善制度标准，综合运用法律法
规、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实施重点

工程、强化节能改造，深入推进绿色行
动等，全市上下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

在健全完善制度标准方面，我市积
极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一是修订了
公共机构节水、节电、节油、节气等管理
制度；二是制定《重庆市公共机构能源审
计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节约型机关评
价标准》等12项制度标准；三是推进标
准化工作，《公共机构能源消耗定额》《节
约型机关创建评价规范》《机关办公建筑
能耗限额标准》《党政机关物业管理服务
评价规范》分别经市市场监管局、市住房
城乡建委正式发布为地方标准；四是抓
好考核监督，市委市政府将公共机构节

约能源资源工作纳入对市级部门的绩效
目标考核内容和对区县政府节能目标考
核内容。同时，建立日常检查巡查机
制，定期以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形
式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在实施重点工程，强化节能改造方
面，我市从启动《重庆市公共机构绿色
数据中心建设与运行规范》编制工作、
实施节能改造、推广新能源等九个方向
同时发力。截至目前，全市公共机构实
施综合节能改造项目56个。以2015
年为基数，“十三五”期间，全市公共机
构能源资源消费中，人均综合能耗下降
11.81％，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10.33％，人均水耗下降15.51％。

对能耗消费管理打出“组合拳”

重庆1263家党政机关获“节约型机关”称号

新华社重庆 8 月 26 日电 （记
者 柯高阳 李松）记者26日从重庆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连日来的强
降雨天气已造成重庆市3000余人受
灾。当地正开展救灾工作，转移安置
受灾群众。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25
日8时至26日8时，重庆万州、大足、忠
县、合川等29个区县降下暴雨，其中綦
江、江津、万盛、潼南4个区县出现大暴
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綦江区扶欢
镇东升村，达174.5毫米。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统计，截至26
日11时，此次强降雨已导致万州、綦
江、忠县等10个区县的47个乡镇（街
道）遭受洪涝、地质灾害，造成 3055
人受灾，倒损房屋 105 间，农作物受

灾面积160.7 公顷。目前，受灾区县
正积极开展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
群众。

在重庆忠县，连续强降雨使得河水
暴涨，部分乡镇街道因积水倒灌被淹。
当地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连夜转移低洼
地带人员避险，安置受灾群众。暴雨还
导致忠县境内多条国道、省道出现塌
方，当地出动抢险人员2000余人次，冒
雨抢修、清除路障，受阻路段陆续恢复
通行。

气象部门预报显示，26日至 28
日重庆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重庆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区县部门
做好险情监测和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及时下发救灾补助，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

重庆强降雨已致3000余人受灾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重庆日报记者8月26日从重庆市水文
监测总站获悉，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
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1
年 8 月 26 日 12 时 00 分水位 198.74
米，超警戒水位0.23米，“綦江2021年
第1号洪水”已经形成。

去年，长江发生5次编号洪水，嘉
陵江发生2次编号洪水，这也让不少市
民知道了“编号洪水”一词。此前，国家
多对大江大河进行洪水编号。今年，我
市将首次对部分有重要防洪任务的中
小河流进行洪水编号。市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对洪水进行编号，同时向
社会发布，提醒公众目前哪些江河正处
于洪水过程中，增强公众防范洪水风险
的意识。而对于防汛部门来说，出现编

号洪水，就意味着江河的关键站点水位
达到警戒水位或其他特定值，堤防有发
生险情的可能，需要加强巡堤查险，做
好洪水防御相关工作。

据《重庆市主要河流洪水编号规
定》，目前重庆境内綦江、龙河、濑溪
河、任河、梅江、大宁河、璧南河7条主
要河流干流将进行洪水编号。其中，
綦江洪水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进行
洪水编号。即：东溪水文站水位达到
警戒水位（283.59米）；古南水文站水
位达到警戒水位（221.30米）；五岔水
文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198.51米）。
8 月 26 日 12 时，五岔水文站水位
198.74米，超警戒水位0.23米，满足编
号洪水标准，“綦江2021年第1号洪
水”形成。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获
悉，我市持续推动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
化深度融合，今年1-7月，我市绿色建
筑面积占城镇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已
达到62.82%。

所谓绿色建筑，是在全寿命期内，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
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
量建筑。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共有安全
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等五大性能指标，由高到低划

分为三星、二星、一星和基本级。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持续推进新建建筑绿色化发展，我市
构建了单体建筑、住宅小区、生态城区
三大绿色发展体系，逐步实现建筑节能
向绿色建筑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20
年末，全市累计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
筑2441.35万平方米、绿色生态住宅小

区10642.77万平方米。
在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我市还

注重可再生能源建筑的规模化应用。
截至目前，全市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
积突破1500万平方米。

据介绍，我市不仅在新修建筑中推
广绿色建筑，还引导既有公共建筑由节
能改造向绿色化改造转变。

近年来，重庆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运
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推动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的市场机制，完成了第二批国家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点城市验收。全
市以学校、医院、商场和机关办公建筑
为重点，大力推进公共建筑绿色化改
造，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1174
万平方米。

随着重庆积极打造绿色建筑产业
链，绿色建筑技术和绿色建材应用机制
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市已有绿色节
能建材企业800余家，形成了年产值约
400亿元的产业集群。

1-7月重庆城镇新建建筑面积
超六成是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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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四面山水，登爱情天
梯，探长寿秘诀；游千年古
镇，品悠悠乡愁，享静好时
光；寻聂帅足迹，忆抗战烽
烟，仰贤达鸿儒……这个暑
期，疫情打乱了很多人出游
计划，酷爱旅行的江津区几
江街道西关社区居民许佳选
择了“江津人游江津”。

“东西南北中5条精品
线路犹如神来之笔，挑战着
我的‘定力’，真可谓‘耍不够
的江津’！”她获得感满满地
说。

江津以5条精品旅游线
路为主干，以全域旅游理念
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
同渝川黔毗邻地区，精心实
施一系列文旅项目，建设一
批景区景点，开发一批文创
精品，“四面山水·人文江津”
散发出无限魅力！

江津 五条精品线路提档升级 全域旅游聚合澎湃动力
全域化发展
规划出五条精品旅游线路

江津，万里长江一要津，群山绵
延、江河纵横，镶嵌着600多处自然
人文景观，长寿文化、古镇文化、诗联
文化、抗战文化等精彩纷呈，是重庆
首个“市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华诗
词城市”，其中国家A级以上旅游景
区达16个。

自然风光神奇，人文风韵厚重，
城乡风貌秀丽，如何将散布在3200
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文旅珍宝串珠成
链、以线带面，精准发力、久久为功，
促进全域化高质量发展？

“我们以全域旅游理念推进了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江津区文化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域旅游是新阶段旅游发展战
略的再定位，是新旧动能转化催生的
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
领，也是社会需求变化引发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必然结果。

江津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突
出重点、抓住关键，规划出了5条精
品旅游线路，即一江两岸都市旅游区
的津中线、大四面山生态旅游区的津
南线、古镇民俗文化旅游区的津西
线、原乡人文风情旅游区的津北线、

綦河画廊乡村旅游区的津东线。
同时，坚持“高标准、高品质、高

协同、高融合”原则，谋划好、规划好、
制定好5条精品旅游线路发展蓝图，
制定了5条精品旅游线路“三年行动
计划”方案，并建立沿线镇街协商机
制，确保每条精品线路、每个关键环
节、每项具体任务均落实到岗、落实
到人、推进到位。

“以全域旅游化、景观化为抓手，
我们推动起全要素融合、全产业互动、
全社会共享，构建起全景、全业、全时、
全民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努力促进
旅游发展裂变增长。”该负责人说。

去年底，江津成功入选第二批市
级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单位。

全产业发展
打造五条精品线路升级版

全域旅游是“新风口”，究竟怎么
搞？

“我们的办法是跳出传统旅游谋
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
游，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商、

养、学、闲、情、奇’等要素，促进全产
业发展。”江津区文化旅游委负责人
表示。

首先，差异化解决“耍”的问题。
大力开展A级旅游景区创建，石笋
山、会龙庄、中山古镇、聂荣臻故里成
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区A
级旅游景区达到16个。推动特色旅
游小镇打造，打造杜市镇花卉小镇、
四屏镇康养小镇等；推动中山古镇老
街景区复建；完成滨江爱情文化长廊
（第一期）、鲁能美丽乡村格林七号儿
童乐园、四面山卧龙沟猴公园等一批
文旅项目。目前，江津旅游体验项目
超过 100 个，多元化满足了游客

“耍”的需求。
其次，特色化解决“吃”的问题。

推出蔡家“麻麻鱼”特色品牌，完成蔡
家镇中咀美食街环境氛围提档升级
和中咀麻麻鱼示范店打造，为游客提
供更加舒心的特色美食就餐环境。
依托地方特色菜品打造特色餐饮，并
围绕綦河北渡鱼、花椒宴、尖椒鸡、富
硒焖鹅等本地名菜，开展了“江津区

旅游特色餐饮”评选、江津区富硒餐
饮大赛等活动，打造“吃在江津”旅游
特色品牌。

再次，品质化解决“住”的问题。
探索“民宿+非遗”“民宿+艺术”“民
宿+书屋”“民宿+民俗”等融合发展
方式，引进“大乐之野·四面山”“派·
晚居”等在四面山打造高端民宿，建
成鲁能美丽乡村白鹭缘民宿等一批
精品民宿，满足游客多样化的住宿需
求。

最后，体系化解决“买”的问题。
围绕江津富硒品牌和“六张文化名
片”丰富全区旅游特色商品体系，打
造了硒玉、琥珀画、四面山文创系列
等30个文创产品，推出了梅见等14
个农旅融合商品。在5条精品线路
上科学布局，目前已建成旅游驿站2
个、乡村旅游“后备箱”基地6个、旅
游产品体验店5个、农产品田园集市
1个。

此外，全力推动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5条精品旅游线路高速公路
全覆盖；建成“四好”农村旅游道路

486公里，绝大多数旅游景区实现三
级以上公路通达，游客在区内旅游实
现快速“内循环”。

全社会参与
全域旅游迸发磅礴新动能

数据显示，去年，虽受疫情影响，
江津仍实现1284.2万人次的游客接
待量，旅游综合收入75.6亿元。特别
是去年下半年，游客接待量接近
2019年同期水平。“耍不够的江津”
被评为“2020年度中国旅游影响力
营销案例”。

今年上半年，江津累计接待
103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2.07%；
旅游综合收入55.78亿元，同比增长
167.39%，旅游业复苏提振势头良
好。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政
府主导作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动
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旅游发展。”江津
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江津将主动谋划5条精品旅游线路的
对外合作。包括积极融入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努力构建津泸宜文化
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共建区域
文化旅游特色品牌，打造“津宜泸”非
遗酿酒技艺旅游线路；积极开展自我
推介，策划组织“四面山水·人文江津”
江津文旅四川推介会，拓展川渝旅游
市场等。

围绕“文化强区”建设，江津将着
力推动5条精品旅游线路提档升级，
对照5条精品旅游线路“三年行动计
划”任务，实施传统风貌街区保护提
升工程，推动四面山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促进研学旅游、工业旅游、康
养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发展等。

围绕旅游设施完善，江津将多
措并举提升旅游要素保障水平，保
障游客在每条线路均能找到特色住
宿、精品民宿、品质餐饮和优质旅游
项目体验。

姚维维 图片由江津区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鲁能美丽乡村民宿

江津新晋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会龙庄景区

重庆首次为中小河流洪水编号
綦江2021年第1号洪水形成

8月25日，重庆轨道交通1号线小
龙坎站，黄葛树叶、桂花树叶等图案，以
涂鸦形式呈现在车站墙上，让乘客感受
到独特的艺术魅力。

重庆轨道交通按照“精品线路一
线一故事、主题车站一站一景点、文
化列车一车一主题”方式，打造轨道
交通线路特色车站，让地铁站成为独
特的“城市表情”，让游客多视角分享
山城美景。

特约摄影 孙凯芳/视觉重庆

地铁站 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