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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桑瑶佳

8月15日傍晚，家住缙云山下的北碚市民
王成勇带着女儿来到缙云山黛湖旁散步。漫
步在生态步道上，呼吸着新鲜空气，父女二人
心旷神怡。

“放暑假后，我几乎每天都带女儿来散
步。”王成勇说，虽然暑热难当，但清晨和傍晚，
黛湖边仍有丝丝凉意。最关键的是，这里生态
优美，景色宜人。

生态，是黛湖的关键词，也是重庆的关键
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要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保护好三
峡库区和长江母亲河，事关重庆长远发展，事
关国家发展全局。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
口。近年来，重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助力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取得新成效。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让“城市肺叶”更清新，“市民

花园”更美丽

“不用出主城区就能在山上露营，当个重
庆人真是很惬意。”回忆起7月下旬在渝北区云
龟山露营的经历，市民李芳芳显得心满意足。

城在山中，是重庆的特点之一。缙云山、
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纵贯重庆中心城区南
北，被称为“四山”，云龟山正是明月山的一部
分。而由于重庆中心城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保
护“四山”，对于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有
重要意义。

为了保护好作为“城市绿肺、市民花园”的
“四山”，2019年7月，重庆出台中心城区“四
山”保护提升实施方案。全市相关部门和区政
府（管委会）围绕“城市绿肺，市民花园”的形象
定位，开展“四山”本底调查清理，推动“四山”
违法建设整治，实施一批“四山”基础设施、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

在缙云山，经过护山理水，曾经被分割为
多个鱼塘的雨鸣涧重新流淌出活水，水声潺
潺，清澈见底。同时，雨鸣涧区域还复绿4600

平方米。巴茅草、狼尾草、黄金菊等本土植物
茂盛生长，野趣盎然。760米的步道环绕在山
涧周围，市民可以漫步山中，聆听水声潺潺。

在中梁山，连片的废弃矿坑经过生态修复
后，“变身”为总面积700余亩的樱花园、三角
梅园、杜鹃梅花园、茶花茶梅园等六大主题花
园，成为市民踏青赏花好去处，节假日游客量
每天近万人次。

“这已经不是当年被挖得乱七八糟的中梁
山了！”退休货车司机张勇军回忆说，曾经的中
梁山采矿机器轰鸣，灰尘满天。如今，公园中
鸟语花香，周围居民都喜欢来休闲、谈天。

在铜锣山，停止采矿后遗留的若干积水矿
坑和裸露岩壁，通过栽种固土、净水的植物等
近自然方式得到生态修复。如今，环境越来越
好，一对鸳鸯还在铜锣山矿山公园的矿坑湖中
安了家，并繁衍出一个鸳鸯家族。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同样要落实到
‘四山’保护之中。”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曾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文旅集
团准备进驻铜锣山矿山公园，打造矿山悬崖酒
店、矿坑水上项目等。但矿坑水体是天然形成
的，生态相对脆弱。为了保护生态，渝北区果
断叫停该项目。

在明月山，江北区复盛、鱼嘴、五宝3个镇
的1400多套农房于过去两年多完成了管网改
造。通过垃圾中转站、管网和生态湿地消纳处
理垃圾和污水，人居环境大为改善，村民用闲
置农房开起了特色民宿。

同处明月山的巴南区二圣镇，依靠优美的
生态环境，围绕特色饮品定心茶发展出品茶、
采茶、炒茶等体验项目，每年游客络绎不绝。

为方便市民亲近“四山”，重庆还开展了
“四山”地区交通提升规划。根据各段山脉的
地形特征和功能点分布，结合耕地和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了“四山”地区结构性通道；以现有

“四山”出入口为基础，规划构建不少于125个
出入口；按照“大型集中，小型分散”的原则设
置停车场73处，区域途经常规公交线路30余
条，车辆240余台。

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试点
实施 7 项大工程，包括 289 个

子项目

事实上，“四山”保护修复，只是重庆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工程试点的一个缩影。
2018年10月，重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国家工程试点（以下简称：工程试点）获
批。试点区域即为“一岛”“两江”“三谷”“四
山”(即：广阳岛，长江、嘉陵江，中心城区西部
槽谷、中部宽谷、东部槽谷，缙云山、中梁山、铜
锣山、明月山)。

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作为试点？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试点区域位于
长江、嘉陵江汇入三峡库区的咽喉部位，对整
个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很强的带动性、
示范性。

但完成试点任务，又绝非易事——位于试
点区域内的重庆中心城区承载了全市约25%
的人口，贡献了超过50%的GDP，城市建成区
面积达18%，人类活动极其频繁。

这意味着重庆在修复受损生态的同时，还
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推进城
市和生态系统融为一体。

工程试点包括7项大工程、58项具体工
程、289个子项目，总投资达82亿元。实施时
间短，任务重，还涉及中心城区9区和多个市级
部门。

为高效推进工程试点，重庆各部门、各区
县建立了一个整体联动的系统。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印发了
项目监督管理制度，包括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资金和绩效管理暂行办法、试点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试点项目巡查制度等。并同时督促试点
各区建立区级项目监管制度。

重庆还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手段，集成测绘
地理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将全部项目进度和
实地情况汇集到“一张屏”中，搭建起工程试点
项目监管展示平台。监管部门可通过该平台
在线了解项目进度、修复成效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工程试点获
“重庆市民最喜欢的十大改革项目”之一，点赞
量达130万余次。

2021年，工程试点入选自然资源部和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10个中国特色的生
态修复典型案例。广阳岛和铜锣山生态修复项
目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发布的18个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在推进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最终，工程试点交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答
卷：通过三年攻坚，共建成216个地下水监测

站点，完成 650亩污染土壤治理修复，完成
8070公顷土地整治，完成994公顷矿山修复，
完成46公顷湿地保护修复，实施营造林55万
亩，建设改造雨污管网334公里，建成生态护
岸73公里。

如今再回头看试点区域，“山青、水秀、林
美、田良、湖净、草绿”的生态修复成效明显，直
接惠及近1000万群众。

《2021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20个监测断面水质
均为Ⅱ类；2021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26
天，其中优146天，良180天。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实践
表明，重庆工程试点在中心城区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自然要素开展系统性保护修复，建成了广
阳岛、铜锣山等一批群众获得感强、社会效益
好的暖心项目，整体提升了社会-经济-自然
复合生态系统质量，良好生态成为市民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让城市与生态系统融为一体，实
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划定8个单元，投资55.38亿元
对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山水林田

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修复

重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的脚步，还在继续
迈进。

7月7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发布消息，重
庆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申报国家“十四五”期间
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获得中央奖补资金
20亿元，目前首期6亿元资金已到位。

该项目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共同申报。项目区位于三峡库
区腹地，幅员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包括万
州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云阳县、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等6个沿江区县。项目计划总投资
55.38亿元，将用3年时间，系统推进三峡库区
腹心地带上中下游、山上山下、左右岸、干支流
综合治理与系统修复。

据了解，这个项目共划定8个修复单元，统
筹部署9项重大工程，54个子项目。根据项目
区生态本底和地形地貌特征，分为上游、中游
和下游3个分区。

在项目区上游，长江左岸滨江区域以低山

地貌为主，主要采用坡耕地农田径流拦截与再
利用、农药化肥减量控害、土地平整、低效林改
造等措施，防控面源污染，改善石漠化状况。

在项目区中游，左岸为宽缓农业区，右岸
为山体屏障区，主要采用土地平整、雨污管网
改造、林业病虫害防治、生态隔离带建设、库岸
整治等措施，防控面源污染，增强岸线缓冲功
能，提升消落区生态功能。

在项目区下游，以中山地貌为主，长江两
侧山体高耸，主要采用封禁治理、保土耕作、国
土绿化提升、矿山生态修复等措施，巩固山体
水源涵养功能，提升区域水土保持能力。

为何要如此“大手笔”保护三峡库区腹心？
三峡库区总面积5.4万平方公里，长江长

度693公里。其中，三峡库区重庆段面积占比
85.6%，长江长度占比85.9%。在项目区内，长
江干流338公里横贯全域，38条一级支流呈树
枝状分布，共有574条大小河流。

顺江而下，项目区地形从低山向中山过
渡，山体屏障森林带状分布，秋沙鸭、红脚隼、
红脚锦鸡、白鹤等珍稀孑遗物种众多。沱、岛、
半岛、湿地、湾等特色资源丰富。

不仅如此，项目区内还有皇华岛、石宝寨
等历史文化遗产，总人口超过480万人。以长
江为轴，两侧山脊为界，地势向河谷倾降，沿江
宽缓地带农业耕作集中，人口城镇沿江集聚。
江城、江镇、江村、江景交相辉映，历史人文底
蕴厚重。区域内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强烈，亟需
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这个项目也是实现三峡库区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的关键一环。据了解，“十三五”期间，
湖北和重庆已分别在三峡库区库首和库尾实
施了国家试点工程。项目区处于中间区段，是
库区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问题最突出的区域，
亟需开展一体化保护修复，协同上下游试点成
效，确保三峡水库稳定高效发挥功能。

据悉，重庆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针对性解决区域水土流失、
面源污染、石漠化及消落区生态功能退化等问
题。同时进一步降低区域内项目水土流失率，
提升区域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能力；面源污染
得到有效治理，保障长江干流Ⅱ类水质稳定达
标，持续推动项目区水生态安全稳定；提高特
色农产品、历史人文资源等生态产品的供给能
力，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切实增强
移民区县群众福祉。

▲渝北区铜锣山矿山公园，游客在欣赏风景。（资料图片）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8月16日，广阳岛生机盎然的初秋美景。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出生于1991年的郭松松，是2022
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交一
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司万州环线二分
部工程部长。7年来，他从一个初出茅
庐的大学毕业生逐步成长为组织信
任、专家认可、职工信赖，能够独当一
面、勇担重任的技术骨干，是基层项目
同年龄段技术管理人员中的佼佼者、
带头人。他曾荣获“重庆市重点工程
劳动和技能竞赛优胜个人”称号，连续
两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
后被评为“文明职工”“青年岗位能
手”。在重庆市第四届建设工程BIM
技术应用、中交一公局集团第二届
BIM技术应用中，作为主力成员，随队
分别荣膺一、二等奖；在重庆市级重点
工程——万州环线项目科技创新重大
任务中，个人荣获二等奖。他先后独
立发表论文4篇，完成局级工法3项，1
项入选中国公路工程工法。

能吃苦善钻研 加强高标准技术管理

2015年 7月，根据公司项目统一
安排，大学刚毕业的郭松松到驸马长
江大桥隧道锚碇施工现场参与技术

管理，这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
风险最高的工点之一。他白天跑工
地、盯现场，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虚
心向他们及技术人员学习请教。夜
晚潜心研读规范，将所思所惑列清
单、做销号，加快实现业务积累、本领
提升。在面对隧道锚围岩稳定差、开
口倾角大、开挖断面广、支护要求高
等重重困难，他在项目团队的带领
下，严格按照规范施工，实现全程技
术无差错、安全无事故，出色完成关
键部位重要阶段的攻坚任务，隧道锚
给排水系统“滴水不漏”，成为行业内
同类型结构施工的典范。

全长3280米的瓦店子隧道是郭松
松受领的又一项任务，面对全线最长
隧道，他保持着锐气干劲，针对洞口围
岩差、偏压强，隧道拱顶部位极易发生
坍塌掉块的现实困难，紧盯每一道工
序，严格落实“三检制”，保证了有序推
进，生产进度远超预期。特别是在防
止隧道出现超欠挖过大、净空不够等
根本性问题时，他每天都扛起隧道断
面仪，奔走在幽暗的洞内进行全过程
检测，确保每一项技术指标完全满足

施工要求，提前3个月实现隧道贯通，
洞口对接“零偏差”。

盯一流勇突破 投身高质量创新攻关

万州环线项目是郭松松参加工作
后的第二个项目，他主动对标一流，主
要负责项目前期策划编制、施工组织
计划和大临方案规划。短时间内，带
领小组圆满完成了35个专项方案的编

制审批，上报局优秀方案1项。
他积极当好技术管理勤务员，技

术交底动态实施服务保障负责到底；
全力干好末端落实战斗员，系统推进
项目一体化发展蓝图落实落地。值得
一提的是，他与同事们一道合力建成
的重庆市建筑行业第一座“匠心产业
园”，为数百名产业工人生产技能提
升、生活品质提高夯实了基础、提供了

平台，增强了全员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成为对外观摩交流的窗口、可复
制可推广的样本。

技术管理过程中，郭松松苦干实
干巧干，积极参加“四新五小”活动，
主推微创微改促生产，将广阔的生
产管理一线作为创新研发施工工
艺，提升安全质量管控的大舞台。
他通过 BIM 建模等先进的技术手
段，对项目驻地、钢筋厂拌和站场平
进行建模分析，确定最佳设计标高，
达到土石方填挖方量最小，为项目

“三厂四区”标准化建设贡献了智慧
和汗水。“工点工厂化、施组流程化、
实操标准化、仓储超市化”成为郭松
松所在项目鲜明的品牌标识。在新
田港互通现浇箱梁施工中，他通过
方案比选、创新优化，采用“钢棒牛
腿”半落地式组合支架施工技术，实
现项目安全高效。仅这一项，就为
项目节省成本数百万元。

守初心担使命 打造高水平建设团队

郭松松特别珍惜特大桥梁、大型
互通和长大隧道等重大实战平台的机

遇，对更年轻的同事尤为关注，重视技
术后备人才培养。

他通过“导师带徒”“一对一、一
对N”认领制，因人施策精准指导，开
展新青年讲堂、技能比武等活动，促
使新生力量迅速融入工地建设，受教
育、长才干、作贡献，反复锻炼和全面
提高项目团队整体性技术水平，多篇
论文、多项“四新五小”和工法QC专
利创新成果，成为大家齐心上、加油
干的生动见证。

作为项目年轻的技术管理骨干，
郭松松主动担当、勇于作为，先后主持
完成了圆柱形排架墩长悬挑大体积盖
梁、悬索桥顺层边坡重力式锚碇开挖
和大直径硬岩桩基“潜孔钻+旋挖钻+
深孔爆破”复合成孔施工工艺等多项
代表性技术攻关项目，取得了500多万
元经济效益，为建造引领行业发展的
品牌工程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撑。因
表现优异、成果突出，所在项目被公司
评为“十佳创新团队”。

潘锋 范文庆 胡华 图片由中交一公局
厦门工程有限公司万州环线二分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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