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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1月5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
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
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指
出，要加快提升乡村整体风貌，实施
农村黑臭水体清零行动，深化农业面
源污染防治，探索设计打造“巴渝民
居”，加快补齐乡镇环境和风貌短板，
形成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城乡风貌
新格局。近年来，我市通过强力推进
农村黑臭水体清零和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让乡村颜值不断提升。

“行李放了，你们就可以到村里
的小微湿地逛逛，这些‘生态塘’很适
合拍照！”

1月14日，梁平区竹山镇猎神
村，巍巍青山四面环绕，百里竹海云
蒸霞蔚，宛如一幅水墨画。村东头一
家名为“竹里幸福”的农家乐迎来了
一拨游客，老板陈万明向他们推荐起
村里的打卡点。而几年前，猎神村还
是一个石膏矿区，整个村子被挖得满
目疮痍，到处都是矿坑。

2000年，猎神村地下发现储量
巨大的石膏矿，一时间村里兴起了采
矿业，村民不是当老板就是当矿工。
2003年，老陈和几个合伙人也在村
里开起了矿厂，收入颇丰。

然而，采矿对村里的生态环境造
成了严重破坏。“不过十来年时间，猎
神村就已面目全非。”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宗寿回忆。

2017年底，猎神村党总支到浙
江安吉余村参观当地景区和民宿产
业后，看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决定关掉石膏矿转而发展乡村旅
游。

但这一年，猎神村的村集体收入
一度下滑到不足15万元。村民不答
应了，要求继续采矿。为此，村干部
挨家挨户走访，给大家算生态账、发
展账。党员陈万明带头，关闭了年收
入1000万元的矿厂，到2018年，猎
神村5家矿厂全部关闭。

斩断污染源后，留下的臭水坑又
该如何修复？在专家的建议下，他们
决定开展“小微湿地+”生态修复模
式。“一是这种方式成本低、效果好；
二是通过修复后，臭水坑变成‘生态
塘’，可成为乡村旅游的一道景观。”
陈宗寿解释说。

他们按照“小微湿地+”的理念，
对臭水坑进行了治理，在坑里栽种了
美人蕉、旱伞草、凤尾竹、再力花等近
十种净化水质的水生植物，并修建了
石板步道和凉亭，形成连片的湿地景
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生态塘”
水质清澈，从山顶俯瞰，多个“生态
塘”星罗棋布，波光粼粼。

环境变好后，当地依托明月山

百里竹海风景区，打造了“猎神三
巷”特色商业街。与此同时，猎神村
通过流转闲置房屋，引进旅游企业，
建立起“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联
营模式，利用传统老院落、老民居，
打造了墨林竹院、梦溪湉园等精品
民宿，形成了百里竹海·百里星宿等
特色民宿群落，带动村民吃上了“生
态饭”。

记者了解到，利用“小微湿地+”
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模式已在梁平遍
地开花。比如礼让镇川西村，利用小
微湿地种植水生植物、养殖尾水等，
黑臭水体不仅得到有效治理，还形成
了有机稻藕、稻蔬等湿地生态产业；
在龙溪河云龙段，两岸建起了小微湿
地群，不仅根治了黑臭水体，还打造
了龙溪河“十里画廊”，构建出富有自
然野趣的生态绿意空间。

如今，梁平这一生态修复模式，
已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应用的新
经验，供全市其它区县借鉴。

1月15日，在涪陵区义和街道石
岭村蜜柚基地，街道村居建设服务中
心副主任夏忠逸正在教蜜柚基地负
责人罗祥仁安装智慧浇水软件。下
载成功后，罗祥仁在手机上轻轻一
点，几秒钟后，柚子基地里的管子就
喷出水来。

管子喷的水并不是自来水，而是
当地山岭花园居民点经过处理的生
活污水。生活污水为什么能用来浇
灌蜜柚？这得益于当地探索的污水
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

山岭花园居民点修建于 2012
年，有住户32户、100多个村民。居
民点有一座三格式化粪池用来收集

洗澡水、洗碗水等生活污水。但由于
设施年久失修，加上没有人员清掏，
2018年化粪池开始渗漏，溢出来的
污水沿着沟渠横流，最终流入了长江
支流乌杨溪。

“臭烘烘的，村民过路都要捂着
鼻子。”村委会副主任方小勇说，这些
污水不但影响村民居住环境，还影响
村里的发展。“当时有多个老板打算
流转土地搞种植业，看到这样的环
境，转身就走了。”这些污水，成了石
岭村的“生态包袱”。

就在方小勇等村干部为如何处
理生活污水发愁时，罗祥仁等村民找
到村干部，希望解决农业灌溉用水不
足的问题。

一面是污水横流，一面是灌溉用
水紧缺，束手无策的村干部找到了当
地的生态环保部门。生态环保部门
在深入调研后提出了解决方案：借鉴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将这些生
活污水进行有效治理后用作农业灌
溉用水？这样既解决污染问题，又能
保障生产用水。

按照这个思路，2020年下半年，
当地投入21万元在山岭花园居民点
附近修建了一个占地30平方米的生
态调控池。简单来说，通过管网将居
民点生活污水集中流入到生态调控
池，进行厌氧发酵等处理，15天后，
经过处理后的水通过管网输送到田
间地头。

如今，通过这一模式，经过处理
后的农业灌溉用水每年达1800立方
米，保证了53亩蜜柚的灌溉用水，同
时，亩均化肥用量减少了45公斤，走
出了一条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新路子。

除石岭村在推广这一模式外，涪
陵区大木乡武陵村针对人口相对集
中、暑期游客人数较多、水量波动较
大的居民点也采取了这一模式。“涪
陵将选择更多农村居民点推广该模
式，通过低成本科学治污，将‘生态包
袱’变成‘绿色财富’。”

重庆强力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清零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因地制宜治污 乡村颜值提升

解码重庆生态智治③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城市生活污水全是水吗？答案是
“否”——其实每处理1万吨污水，就
会产生近10吨污泥。

那么，污水处理厂每天产生的污
泥去哪了？答案是：运到发电厂发电
了！

早在2018年，位于江津珞璜工业
园的重庆珞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珞渝公司）就专门修建并运营
了重庆珞璜污泥处置中心。每天，重
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20多座市政
污水处理厂的污泥都要运到这里来
进行干化处理，“缩水瘦身”成干泥
后，再直接送到紧邻的华能珞璜电厂
发电。

1月15日，记者在珞渝公司看到，
10余辆运输车一字排开，将车厢里的
污泥缓缓倒进各条处理线的湿泥料仓
内。

“吞进去的是污泥，吐出来的就是
再生资源。”公司安全运行科科长张永
强介绍，污泥从湿泥料仓输送到12套
高约4米的圆盘式干化机组进行干化
处理后，含水率会由80%降至30%以
下，变成细微颗粒状的干泥，这正是隔
壁电厂可再利用的生物质燃料。

记者发现，整个污泥处置中心整
洁无尘，闻不到丝毫异味。处理污泥

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又去了哪？
张永强指着一根直径900毫米的

管道介绍，干泥处理过程中的高浓度
废气，通过负压抽吸系统直接送入电
厂锅炉高温焚烧，实现完全分解，低浓
度废气辅助以生物除臭系统进行处

理，废水则由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站
进行预处理，然后经市政管网送入珞
璜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
理。

有趣的是，污泥处置中心处理污
泥所需的热能，又是隔壁电厂输送过

来的余热蒸汽。
“这是干污泥接收仓，那是磨煤

机，它们之间是全封闭输送系统。”在
华能珞璜电厂，现场环保员金果介绍，
处置中心输送过来的干泥通过这套系
统被运输至磨煤机内，与燃煤一起磨
制成粉后送入锅炉焚烧参与发电；在
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及污染物通过
电厂现有除尘和脱硫脱硝装置进行有
效处理、超低排放，剩余灰渣收集起来
还可以综合利用做建材。

“全过程无污染物外泄、无二次污
染物产生。”珞渝公司副总经理罗学彬
称，土地填埋、堆肥等传统污泥处理处
置方式会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地下水
污染，水泥窑协同焚烧又存在不稳定
等问题。现在这套“污泥干化＋掺烧
发电”技术方案，实现了城市生活污泥
大规模“稳定化、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处置目标。

据介绍，珞渝公司珞璜污泥处置
中心日处理污泥产能达1200吨，占
重庆中心城区每天污泥产生量的
60%以上。截至2023年 12月底，该
公司累计接收处理湿污泥86万余吨，
干化后的污泥通过掺烧发电节约标
煤2.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万多
吨。

城市生活污泥“缩水瘦身”去发电

案例11
梁平 打造小微湿地

臭水坑变“生态塘”

学“千万工程”建和美乡村④

工人师傅正在观测圆盘干化机。 （受访者供图）

“由于农户居住分散、污染成因多，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是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亟待解决的两
个短板问题，解决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和
美乡村建设的成色。”1月17日，垫江县
长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义伦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和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技术和
模式，治理难度较大。”黄义伦说，以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为例，由于农户居住分散、
农村人口流失等原因，在治理上不可能像
场镇那样修建污水处理厂、安装污水管网
等。一是资金投入会很大；二是即便建成
后，后期也不好管护，因此需要因地制宜
探索多种低成本的有效治理模式。

比如长龙镇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中，首先做到了分类施策，充分考虑高
山、丘陵、坪坝等不同地理地势条件，以
及农户聚居程度等因素，采取集中治理
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循
环相结合、达标排放与资源化利用相结
合的原则，在城镇周边1公里内的村社
采用纳管模式，接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在
200户或500人以上的聚居点采取达标
排放模式，建设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在消纳土地充足区域，则结合农业
生产采用资源化利用模式，实现生活污
水变废为宝。

其次是不简单片面追求先进处理技
术、达标治理效果，而是充分考虑建设成
本、后期运维成本等。比如在推进农村
改厕时，我们将改厕与污水的资源化利
用相结合，利用三格式化粪池对黑水和
灰水进行收集和沉淀处理，并鼓励农户
将有效处理的污水用于旱地、林地、菜
地、果园等农业灌溉。

垫江长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义伦：

农村治污应分类施策

访谈

案例22
涪陵 科学治污

“生态包袱”成“绿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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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市纪委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市纪
委监委驻市住房城乡建委纪检监察组联
合办理的市勘察设计协会张某等人违反
政治纪律案等10个案件，被评为“监督
检查十佳精品案件”。

市纪委监委第十审查调查室办理的
重庆三峡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丁世
录严重违纪违法案等10个案件，被评为

“审查调查十佳精品案件”。
……
近日，六届市纪委三次全会第三次

会议通报了2023年度全市纪检监察系
统“双十佳”精品案件和提名案件，并为
获奖单位代表授牌。这是市纪委监委连
续五年组织开展“双十佳”精品案件评
选。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首先体
现在案件办理的高质量上。去年，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体系化推进正风肃纪
反腐，精准规范执纪执法，办理了一批案
件。市纪委监委着重从已执行到位的第
二、三种形态案件和已一审判决的第四
种形态案件中评选精品案件，组建8个
评审组对参评案件进行“把脉问诊”，逐
案逐卷解剖过筛、集中讨论，听取市高级
法院、市检察院相关部门的意见，客观评
判案件办理质量。

高标准决定高质量。2023年度评
选对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部署新要
求，市纪委监委对往届评分项目标准进
行优化更新。“进一步明确评选导向，案
件要突出政治引领、突出工作重点、突出
系统施治、突出办案效果。”市纪委监委
案件审理室负责人说，选出的精品案件
必须是经得起检验的高质量案件，也必
须是促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典
型案件。

此次评选出的20个精品案件和20
个提名案件，既有聚焦“国之大者”强化

政治监督、紧盯重大部署重点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的，又有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
隐性腐败、整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
败问题的，还有强化行业治理系统治理、
审查调查与追赃挽损同步进行的，具有
典型性和代表性。

坚持从政治纪律查起，风腐同查，查
明殷亚民严重违反党的“六大纪律”及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聚焦政治问
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精准认定在职时为
他人谋利，退休后收受贿赂的“期权式”
隐性腐败事实；注重“查改治”贯通融合，
指导国资系统和案发单位开展“七个一”
整改整治……获评“审查调查十佳精品
案件”，由渝中区纪委监委办理的重庆康
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殷亚民严
重违纪违法案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区查处的首例退休区管正
职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也是个
人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渝中区监委委
员朱闯介绍，以强化办案为引领，清除国
企蛀虫，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

一个案件就是一本教科书。市纪
委监委深化评选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精
品案件的政治性、典型性、示范性作用，
把精品案件的特色效果、经验做法等情
况下发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并转化为业
务培训课程，促进纪检监察干部不断提
升办案能力、质量和效果。截至目前，
全市已评选出“双十佳”精品案件和提
名案件共200件，培训课程涵盖“六项
纪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常见
罪名等，通过培训班、“风正巴渝·学习
讲堂”、师带徒等方式，对案件进行深入
解析，为类案办理统一纪法适用提供参
考。

市纪委监委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要发扬争先创优精神，对标“双十佳”
案件，强化赛马比拼机制，更高质量抓
好业务工作，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
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努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绩。

六届市纪委三次全会通报
2023年度“双十佳”案件

党风廉政看巴渝

（上接1版）以界别为重点进行口头发言
和书面发言，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将到
会听取意见。

会议期间将围绕“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重点突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大力推动我市城乡融合、区域协调
发展，加快探索新重庆城乡融合发展新
路径”和“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举行两
场联组讨论。围绕“三峡库区危岩地质
灾害防治”“进一步加快我市精神卫生体
系建设”开展2场界别协商。此外还将
围绕“关于统筹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举行1号提案现场办
理座谈会。有关市领导将到会听取委员
意见，共谋发展大计。1月21日下午将
召开“发力新赛道·聚力新重庆——助力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专题
记者会。1月 22日下午开展“委员通
道”集体采访活动，6名市政协委员将走
上委员通道，就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进
行交流、接受媒体采访。

“重庆数字政协”提案管理系统上线
委员可线上提交提案

张晓飞称，市政协认真落实数字重
庆建设大会要求，坚持市政协统一开发、
区县政协共同使用的原则，深入推进数
字政协建设。加快融入“1361”数字重
庆整体构架，切实增强重庆数字政协辨
识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重庆政协工
作的开放度、融合度、活跃度。强化整体
智治，建立“数字政协”专班，专人专事负
责，突出系统集成，通过3个多月时间，
已归集各区县政协业务数据约18万条，
三级政协委员11600余人全部纳入系
统，建成提案办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

特色子系统，融合协商议政、民主监督、
履职为民、委员服务等于一体，构建两级
政协组织贯通协同、三级政协委员永不
掉线的数字化典型应用。

目前“重庆数字政协”提案管理系统
功能优化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已经上线
启用，可方便委员线上提交提案。

助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实现整体发展整体跃升

2024年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从全
面启动到纵深推进的重要之年，市委作
出了改革攻坚突破重要部署，提出了系
列重点任务。

张晓飞称，市政协将紧紧围绕市委
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拟定年度
重点协商通报视察调研计划，围绕“打
好全市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和生态保
护攻坚战，高水平建设美丽重庆”“构建
我市多元化现代能源保障体系”组织常
委会会议协商；围绕“创新打造我市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聚焦强村富民，以改
革赋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组织主席
会议协商；围绕“数字重庆建设情况”

“我市‘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推进情
况”“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等组
织情况通报；围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情况”等组织重点视察；围绕“推进
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促进巴蜀文旅走
廊建设”“成渝氢走廊建设”“新型城镇
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组织重点调研；
同时继续开展系列川渝联合履职，助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通过上述
系列履职活动，为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实现整体发展、整体跃升贡献政协智
慧和力量。

（上接1版）

出席大会的代表862名，
分为39个代表团

邓茂强介绍，应出席本次大会的市
六届人大代表共862名，分为39个代表
团，其中区县（自治县）代表团38个、部
队代表团1个。列席人员177人，主要
包括：市政府组成部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成渝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负
责人，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渝第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在渝有关单位负
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市
人民政府参事，重庆市海外侨胞代表人
士等。此外，还将邀请部分企业、社区、
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外地省级人民政
府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及部分外国领事机
构官员旁听有关会议。

大会主要日程安排为：19日报到，
20日下午举行大会预备会议，21日上午
举行大会开幕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23
日上午举行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4日
下午举行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暨闭幕
会。大会开幕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市
人民大礼堂举行，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
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暨闭幕会和

各次主席团会议在市人民大厦举行。
本次会议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和市委实施意见，持之以恒纠
治和防止“四风”，坚决执行市委关于改
进会风和严肃会纪的部署要求，制定了
《重庆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改进会风、严
肃会纪的具体措施》，会议期间将加强会
风会纪检查，并受理举报。

首次设置代表通道接受采访

大会期间，将举行两场专题记者会，
分别是：1月22日下午，主题为“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1月23
日下午，主题为“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基层单元情况”，将邀请7位市人大代
表和1位列席人员接受媒体采访。

此外，本次大会还首次设置了代表
通道。1月23日上午第二次全体会议
召开前，6位市人大代表将走上代表通
道，围绕群众普遍关注和社会各界关切
的话题，结合个人职业经历和履职实践，
进行分享交流、接受媒体采访。

开幕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二次
全体会议，将进行现场视频和图文直
播。同时，开幕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还
将首次同步开展手语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