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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重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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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市发改委

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先行区
按照发展蓝图，抓好“十项行

动”。《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建 设 行 动 方 案（2023—
2027年）》提出的“十项行动”中，
第六项是实施推进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行动。

这一行动要求，推进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是强化“上游意识”、
担起“上游责任”的重要举措。到
2027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降低15%左右，全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338天左右，
长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全
域“无废城市”建设全国领先，碳
达峰碳中和实现阶段性目标，生
态环境保护能级大幅提升，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先行
区加快建设。

这一目标和相关任务如何细
化落实、分步完成？如何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近
日，记者采访了市发改委、市生态
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核心提示

今年2月，川渝共同发布了川渝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蓝皮书暨十大典
型案例。近年来，川渝两地在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方面积极共建专家库，共
认鉴定人资质，共研鉴定课题，共育
鉴定人队伍，共享鉴定信息资源、共
宣鉴定知识等，以高质量司法鉴定助
力川渝两地生态共建环境共保。

“到2025年以及远景2035年，
川渝两地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行业实
力、发展活力、区域影响力显著提
升。”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生态环境系统将认真落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实施推进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行动，努力推动重庆生态环境
保护能级大幅跃升，加强成渝地区生
态环境管理协同、措施协同、政策协
同、能力协同，努力让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更加牢固。

共商环境管理
着力打造生态环保协作样板

3月21日，在2023年川渝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第一次会议上，川渝共
同签发了《川渝大气污染防治联动工
作方案（2023—2025年）》，要求强化
联合检查、推进标准统一、强化污染
应对和强化联合执法，深入推进川渝
两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着力提升区
域协作能力。

“我们加快地方标准统一，联合
制定生态环境标准编制技术规范，共
同推进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养殖废
水排放等地方生态环境标准编制。”
该负责人介绍，川渝加强跨界重大规
划、重大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会商，联
合开展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事中事后
监管，推进川渝高竹新区“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试点。

在推动生态环境监测网衔接融
合方面，川渝建设了生态环境保护协
同综合展示平台，共享水、大气等环
境质量数据。同时，深化司法协作，
加强交界水域禁捕联合执法监管，协
同防范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非法销
售违法犯罪行为，两地之间加强生态
环保联动督察，联合开展生态环境执
法检查、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
共同建设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基地，持

续提升区域环境应急处置能力。

共抓生态保护
持续提升区域生态系统质量

江津中坝岛是长江入渝第一站，
地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周边水域栖息着
长江鲟、胭脂鱼等14种国家级重点
保护鱼类。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江段总长1162.61公里，
总面积为 33174.213 公顷，涉及贵
州、云南、四川、重庆三省一市。

按照重庆五中院、四川泸州中
院、江津法院、合江法院签署川渝司
法协作生态保护基地框架协议，各方
约定联合建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渝司法协作
生态保护基地，加强生态环境司法协
作力度，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

“近年来，川渝两地编制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六江’生态廊道建设规
划，统一重要生态空间和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要求，共同确定生态修复重点
区域和重大工程。”该负责人介绍，川
渝还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毗邻
地区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制定川渝地区矿山生态修复技术
规范，共同推进嘉陵江等重点区域水
土流失治理，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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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重庆将持续深化
“林长制”，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100万亩以
上。到2025年，重庆森林覆盖率将
提高到57%，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少
于1.92万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地占国
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4.9%。

共治跨界污染
助力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新盛河干流发源于梁平区龙门
镇沙井村，汇合文化河等3条支流
后，在新盛镇联盟村流入开江。因流
域内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
问题，新盛河水质一度恶化。

川渝在全国首创生态环保跨界
联动督察机制，将新盛河作为联动督
察试点流域，联合排查、核查流域内

生活、工业、农业等污染问题，形成
“19+15”问题清单，并移交属地政
府，按属地属事和标本兼治的原则，
实施协同整治。

如今，新盛河出境断面联盟桥水
质已稳定达到Ⅲ类，流域水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川渝深化跨界水体协同保护，
深入推进‘联合河长制’，常态化开展
联合巡河，推进大清流河、南溪河等
跨界河流一体化治理。”该负责人说，
川渝还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一体联动，开展
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到2025
年，长江干流川渝段水质稳定保持Ⅱ
类，重庆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达到97.3%，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稳定在338天左右。

共推绿色发展
全面探索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截至目前，重庆市碳惠通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平台（以下简称“碳惠通
平台”）累计完成碳排放交易323万
余吨，交易金额7785万余元，平台个
人端注册人数超过80万人，已搭建
渝快办、重庆人社等绿色低碳应用场
景10个。

“碳惠通平台是全国首个集‘碳履
约、碳中和、碳普惠’功能为一体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该负责人介
绍，重庆优化运行碳惠通平台，深入开
展两江新区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指
导南川等4个区县创建国家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积极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重庆实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先行区。

接下来，重庆将持续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联合行动，联动打造绿色技术
创新中心和绿色工程研究中心，推进
天然气（页岩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
基地和成渝氢走廊、电走廊、智行走
廊建设，创建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同时加快建设重庆国家级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带动西部金融
中心建设大步迈进。

到2025年，重庆单位GDP能源
消耗下降14%，单位GDP二氧化碳
排放降低19.5%。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
3月23日至25日，九龙坡区作为

重庆氢能产业发展重要的空间承载，
与成都市新都区召开了“新龙”氢能产
业企业工作座谈会。两地发改委
(局)、经信委(局)以及博世、庆铃、厚
普、势加透博等10余家氢能龙头企业
围绕“成渝氢走廊”建设、“新龙”氢能
产业协同主题,就“新龙”氢能产业现
状、区域协作、强链补链、科技创新、产
业集聚、发展配套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和探讨,并对企业关心的氢源供给、基
础设施建设、扶持政策落地、应用场景
打造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川渝两地将携手打造互联互通
的氢能经济网络，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重庆将稳步实施好成
渝两地碳达峰碳中和十项联合行动。”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将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

“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为抓
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先行区。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我们将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意见与碳达峰实施
方案重点任务落实，稳步实施好成渝
两地碳达峰碳中和十项联合行动，制
定年度工作要点，压实责任分工。”该
负责人介绍，重庆将统筹推进能源、工

业、交通运输等6个重点领域实施方
案，科技创新、统计核算、生态碳汇等
N个支撑保障方案和各区县碳达峰实
施方案的制定印发实施，完善“1+2+
6+N”政策体系。

同时，重庆将推动落实碳排放统
计核算相关制度规范，进一步夯实碳
排放统计基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有
序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向。
在此基础上，重庆将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区县和园
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强化调查研
究和形势分析，加强重大政策、重大事
项、重大行动的协调、调度和督促。

进一步加大节能降碳力度

“重庆严格执行《高耗能行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要求
拟建、在建项目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
设实施，有序推动能效基准水平以下
项目限期改造升级。”该负责人介绍，
在此基础上，重庆依法依规做好节能
监察，聚焦工业、公共机构、商务商贸、
数据中心等领域开展节能监察，落实
节能审查制度执行情况专项监察。

同时，重庆完善能源消费总量指
标确定方式。各区县根据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目标和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确定
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目标，经济增速超
过预期目标的区县可相应调整能源消
费总量目标。

“重庆还将进一步落实好原料用
能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控制、国家重大项目能耗
单列等政策，推动绿色电力跨省交
易。”该负责人表示，重庆优化完善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机制，支
持高能效项目优先用能，保障重点项
目建设合理用能。加强节能监督管
理，加快能耗管理系统建设运行，做好
能耗监测预警和分析研判。

加快推进经济绿色转型

该负责人介绍，重庆加强废纸、废
塑料、废旧轮胎、废金属、废玻璃、废旧
电池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快再生
资源加工利用基地建设。

与此同时，重庆持续推动44个园
区循环化改造，推进既有产业园区和
产业集群循环化改造，推动企业循环
式生产和产业循环式组合，搭建能源
互济、资源共享、废物协同处置的公共
服务共享平台，促进废物综合利用、能
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工业余
压余热和废气废液废渣资源综合利
用，推广集中供气供热。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大宗固
废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粉煤灰、煤矸
石、尾矿（共伴生矿）、冶炼渣、工业副
产石膏、建筑垃圾、农作物秸秆等大宗
固废大掺量、规模化、高值化利用。支
持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

稳步实施川渝两地碳达峰碳中和十项联合行动

本版稿件由本报首席记者陈维灯采写

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

重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城市“颜值”“气质”更出众。图为航拍重庆中心城区。（本报资料照片） 特约摄影 王正坤/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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