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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立 吴刚 申晓佳 王天翊

满目疮痍的矿坑，变身风景宜人的公园；植被
单调的山坡，变身色彩斑斓的森林；林间新建的步
道，让市民上山游玩更加方便……

2019年7月，重庆出台中心城区“四山”保护提
升实施方案。两年多来，我市相关部门和各区掀起
了一场“四山”保护提升大行动，让“城市绿肺”更清
新、“市民花园”更靓丽。

然而，各区在“四山”保护提升中也遭遇了很多

困难。当初的保护范围划定是否合理？在保护前
提下，绿水青山的价值如何挖掘？采用什么方式，
才能让这项保护提升工程变得可持续？下一步还
有何打算？为此，本报对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专访。

为 “ 四 山 ” 保 护 提 升 多 渠 道 筹 措 资 金

问：资金筹集难，我们在采访中
深有感触。既然“四山”保护提升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确保这项工作
的可持续，后续资金必须想办法解
决，出路在哪里？

答：“四山”保护提升不能只看
短期的收益，这是我们必须担起的

“上游责任”，在工作中也要体现“上
游担当”。

解决“四山”后续资金问题，其实
有很多渠道。以生态地票交易为例，
今年，在南岸区诞生了全市历年最大
单笔生态地票交易——巨成采石场
生态修复项目生态地票401亩，取得
收益价款约8000万元。通过对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既美了青
山，又壮大了集体经济组织，同时为
矿山生态修复解决了后续资金。

又如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壮
大财政收入，从而有效增强对“四
山”优化提升的反哺能力。以江北
区为例，该区在铜锣山铁山坪段实
施高标准的生态修复，厚植文化底
蕴，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大健康产业，
仅“森林之旅马拉松”等特色赛事，
每年就能创经济效益超一亿元。利
用这些收入，江北区进一步提升铁

山坪生态保护提升水平，仅杜鹃湖
周边区域的林相改造，亩均投入上
万元，远超全市平均水平。

解决“四山”保护提升后续资金
问题，我们还将开辟更多渠道。比
如，鼓励在“四山”的生态保护红线
和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区域，对现
有的工矿用地、仓储用地等，推动升
级转型，引入投资主体或者采取合
作联营方式，打造康养旅游配套设
施，或对低效闲置的国有用地进行
生态修复后，采取异地置换的方式

腾挪建设用地指标到“四山”以外的
区域。

又如，支持培育“四山”范围内
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鼓励
各类投资主体和社会力量盘活闲置
的农村集体性经营用地和古旧村落
等存量资源，推进相关资源权益集
中流转经营，统筹实施生态环境系
统整治和配套设施建设，培育乡村
旅游品牌，打造四山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创建美丽休闲乡村、乡村旅游
重点村。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问：我们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以
前的“四山”管制规定，在某些条款
上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
况有些不符合。你们有无相关调
研，怎么看？怎么办？

答：2007年《重庆市“四山”地区
开发建设管制规定》出台以来，在保
护森林绿地资源、管控开发建设活
动、遏制违法建设行为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尤其是2019年重庆
市中心城区“四山”保护提升实施方
案实施以来，在推进自然生态资源

保护、加强生态修复治理、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配套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
守好绿色本底、补齐民生短板的基
础上，注重生态与产业的有机统一，
推动“四山”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良
性互动。

但另一方面，一些问题客观存
在。

一是该保护的没有完全保护
好。应当严格保护的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区域，与一般、重点

控制建设区存在部分重叠，导致该
管控的没能完全管得住；

二是一些必要的建设活动管得
不合理。原禁建区内实际上还有大
量现状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
住有约39万居民，这些基本在《重庆
市“四山”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定》
出台前就已形成，一些必要的生产
生活建设等民生改善设施需要合理
保障；

三是可利用的没有充分利用
好。“四山”自然资源丰富，此前未充

分科学考虑合理利用发展旅游康养
服务功能，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配
套不够完善，“市民花园”功能价值
未充分彰显。

对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搞“一刀切”，在保护的前提下搞
好利用。重庆市委、市政府在充分
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利用好“四
山”、“在好风景的地方布局生产
力”。

今年8月，重庆市规划委员会审
议通过《“四山”管控区规划优化方
案》，提出要实事求是深入优化，确
保城镇、乡村生活空间布局更加符
合实际要求、符合群众期待。

“四山”违法建设面广量大、情
况复杂、历史遗留问题矛盾突出。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综合考虑违法
建设的功能性和历史成因等，实事
求是细化各类违法建设分类处置政
策，逐步消除存量违法建设。

此外，在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中，“四山”原住民往往会将粮食作
物调整为经济作物或发展林果、养
殖业等，从而导致耕地“非粮化”。
下一步，有关部门、区政府（管委会）
将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引导，鼓励原
住民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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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更 大 的 力 度 进 一 步 修 复 生 态

问：两年多来，重庆在“四山”保
护提升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也取
得了不小的成效。现在看来，我们
距离“城市绿肺、市民花园”的目标，
还有多远？

答：“四山”保护，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两年来，相关区政府（管委
会）、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紧紧围
绕中心城区“四山”保护提升实施
方案相关要求，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实施。一是基本摸清了“四山”自

然生态本底、历史文化本底和发展
建设本底；二是基本完成“四山”管
控区规划优化，调整了“四山”管控
边界，优化了空间布局、人口分布
和用地结构，完善了服务配套；三
是全面调查清理违法建设基本情
况，完成市级综合监管平台建设，
有序推进“四山”违法建设分类处
置；四是通过完善林地资源保护、
推进区域生态治理、实施森林绿化
工程、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重
点生态要素监测等手段，“四山”生

态保护治理初见成效；五是交通基
础设施逐步完善，构建了山上山下
步行系统、绿色低碳的公共交通体
系，开行了特色旅游线路；六是通
过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实施生态移
民搬迁、加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等措施，民生环
境改善成效明显。

但是，对标市委、市政府对“四
山”保护提升的要求，以及广大市
民对美好生态产品的向往，“四山”
保护提升工作还存在工作机制不

健全、整体统筹不足、策划宣传不
够、亮点不够突出以及相关规划需
进一步加强衔接和落地细化等问
题。

问：保护提升的基础是生态修
复，这方面，我们还面临哪些难题？

答：“四山”生态修复量大面广，
目前还面临不少问题。

一是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提
到生态修复，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
种树、造景，对生态保护修复的理
解过于简单和机械。有些地方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忽视“宜保则保，
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
荒则荒”原则，导致工程设计不够

合理。
二是资金筹集难。生态修复工

程绝大部分属于公益性项目，具有
投入高、经济回报小、建设周期长等
特点，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财政
投资。当前地方政府债务普遍较
高，国家严控新增债务，缺乏金融等
配套政策，地方政府筹集生态修复
资金压力大。

三是社会参与难。目前“谁使
用、谁修复”“谁修复、谁受益”的制
度体系不够健全，生态保护修复有
关产业、土地、金融、税收等政策配
套不够，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的
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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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按照“干五年、看十年、谋划三

十年”的总体思路，实施“四山”保护提升
工作，营造“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和谐
画卷。

▶▶▶近期目标：

到2022年，基本完成“四山”违法建
设清除和整治工作，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成效明显，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修复，

“山青、水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绿”的
“四山”自然环境基本形成，历史人文价
值得以彰显。

▶▶▶远期目标：

到 2035 年，“四山”生态保护、绿色
发展全面实现，自然环境与城市风貌相
得益彰，山、城、人和谐相融，生态治理与
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实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四山”保护提升的
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

问：在保护前提下利用，让群众
真正从“金山银山”的建设中受益。
发展乡村旅游这样的生态产业，也
能增加收入，增强“四山”保护提升
的财力。下一步，重庆将如何让“四
山”的良好生态发挥价值，打造生态
产品，引导康养、旅游等产业合规发
展？有无对标？

答：在近期举行的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COP15）生态文明论坛上，我
市的铜锣山矿区生态修复和广阳岛
生态修复实践创新纳入了自然资源

部向全世界发布的18个中国生态修
复典型案例中，同时，典型案例中的
安徽绿金湖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
复、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矿山环境生态修复治理、杭州西湖
区双浦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
修复、江西寻乌县废弃矿山综合治
理等也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目前我们正在完善“四山”管控
区规划优化报批成果，进一步优化
用地布局，科学布局生产力，突出旅
游康养服务功能，将会更有利于落
实生态保护，管好生态空间和耕地，

彰显“城市绿肺，市民花园”的生态
价值和旅游服务功能。

具体而言，首先是充分衔接我
市第三次国土调查、生态保护红线
评估调整、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四山”管控区规划优化等工作，结
合“四山”环境容量和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评估“四山”现有康养、旅游产
业空间的总量、结构、业态等特征和
问题。

其次是坚持“保护优先、品质提
升”的原则，引导产业发展与生态保
护相结合，进一步挖掘“四山”自然、

人文、地物、景观价值，策划特色主
题，有针对性地培育“四山”的休闲、
游憩、康养功能，优化“四山”康养、
旅游产业空间布局；

第三是提炼亮点，彰显特色，以
重大项目为抓手，合理优化用地布
局，提档升级主要业态，有效提升综
合效益，优化形成生态绿色、规模适
度、供需平衡、配套完备的“四山”康
养旅游产业空间。

问：采访中我们发现，目前“四
山”的变化很大，建了很多公园，越
来越漂亮了，但市民上山的交通却
不是很方便。有的是路不好，有的
是没有公共交通，下一步准备怎么
解决？

答：我们将从多个方面来解决
交通问题。首先是贯通结构性通
道，体现交通系统性，同时从保护耕
地和生态环境角度出发，提出生态
选线和景观选线要求。其次加密

“四山”出入口，优化城市道路线位
接口，提高“四山”可达性。

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四
山”入山步道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
亲近自然的向往；优化停车布局，兼
顾停车集中与分散；支持开展特色
交通，因地制宜提供多样化交通体
验。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
一步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从
而让市民真正参与到“四山”保护提
升中来。

让 市 民 真 正 参 与 到 “ 四 山 ” 保 护 提 升 中 来

▲11 月24 日，渝北区玉峰山森林
公园，拆除违建后新增设的便民停车
位。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5月18日，北碚区北塘峡江步道
金刚碑段，游客穿行在古朴的传统建筑
与高大茂盛的黄桷古树中。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11月17日，九龙坡区中梁山樱花
园，游客行走在步道上。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