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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伫立于嘉陵江畔的缙云山脉，林海苍
茫，四季叠翠，是重庆中心城区的绿色屏
障。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7600公顷，跨沙坪坝、北碚、璧山等3个
区，有着“植物物种基因库”的美誉。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无序开发，保护
区内生态遭到局部破坏。第一轮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要妥善处理缙
云山等重点保护区域在规划、建设和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今，缙云山190宗“四类交办”问题
以及自我排查的150宗问题全部整改到
位，整体拆除大体量建筑21处，累计拆除
违章建筑10万余平方米，生态问题实现
全部销号。

不仅是缙云山。近年来，重庆纵深推
进生态环保督察，创新开展逐级督察，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214项整改任务全部完
成。

纵深推进
责任体系不断完善

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
办法》有关规定，重庆于2023年12月18
日启动了第二轮第一批生态环境保护例
行督察，组建4个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分别对巴南区、合川区、云阳县、秀山
县4个区县开展为期12天的督察进驻工
作。

“混凝土拌合站存在将混凝土罐车清
洗废水排入厂区外环境等问题，你们要对
相关问题立即进行整改。”2023年12月
19日，督察人员在云阳一混凝土搅拌站
发现了问题。第二天，云阳县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就依法对该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早在2021年9月，市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印发了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5项制度，补齐市级生态环
保“督政”制度短板，为切实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提供重要保障。

这5项制度包括《重庆市生态环境保
护日常督察实施细则（试行）》《重庆市生
态环境保护驻点督察实施细则（试行）》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实施细则
（试行）》《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约谈实施
细则（试行）》和《市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协调机制》，规范和明确了
市级有关部门配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开
展市级生态环保督察、推动生态环境问题
整改等5个方面共18项重点事项。

“依托这5项制度，重庆生态环保督
察不断向纵深推进。”市生态环境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重庆第二轮市级生态环保例
行督察将用约4年时间，完成对38个区
县，以及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
区督察全覆盖，并对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
护职责的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市属国有重
点企业开展督察。

铁腕整治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三峡库区重要生态屏障铁峰山国家
森林公园违规建房现象严重，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破坏，要彻底整改、系统修复——
在 2019 年 7 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
2021年2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中，均提
到了铁峰山。

由于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人文
景观厚重、气候凉爽宜人，一段时间以来，
开州区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出现违规占
地、占林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情况，绿
水青山变成了“混凝土山”“水泥森林”。

为此，开州区竭力推进铁峰山国家森

林公园开州区域违建整改和生态修复工
作，在拆除32.7万平方米违章建筑的基
础上，完成生态修复12.3万平方米、道路
绿化美化12公里，栽植各类苗木9.4万
株，种植地被植物8.9万平方米。

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实现了从乱到
治到兴的蝶变，曾经的“混凝土山”“水泥
森林”变成“绿色碳谷”“森林氧吧”，成为
广大群众休闲避暑和纳凉的胜地。

无独有偶。中化涪陵化工有限公司
原厂区磷石膏堆场往昔满目疮痍，今朝遍
布花草；广阳岛踩下“大开发”的急刹车，
系统修复生态，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绿岛
和重庆新名片，被生态环境部授予“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

“不仅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214项
整改任务全部完成，我们还不断强化自然
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执法，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46项整改任务完成
43项，全市排查归集6.3万余个问题纳入

‘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清单’闭环管控，整改
率达97.9%。”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系统治理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保督察始终聚焦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祛除‘顽疾’、补齐短板，为高质
量发展腾出更多的生态环境容量。”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系列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底色已经充分绘就，重庆逐步走上绿色低
碳发展道路。

比如，梁平区龙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取得积极成效，被水利部评为“长江
经济带美丽河流”，梁平区荣获西南地区
唯一“国际湿地城市”称号；永川区举全区
之力开展临江河综合治理，临江河水质由
2017年的劣Ⅴ类提升到2022年稳定达到
Ⅲ类，成为老百姓交口称赞的“幸福河”。

此外，垫江桂溪河、铜梁淮远河、大足
玉滩湖、开州汉丰湖等昔日的“臭水河”“伤
心湖”经过治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
景逐步呈现；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短板
逐步补齐，收集、处理效能显著提升，现有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2985艘重庆籍船舶完成“零排放”改造。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重庆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6.7%，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下降16.1%，绿色正成为巴渝大地
最亮丽的颜色。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生态环保督察，
常态化开展日常督察、暗察暗访，综合运
用函告、通报、约见等方式，督促落实生态
环保责任。”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将持续提升“生态环保督察问题
清单”闭环管控能力，深化“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行刑衔接机
制，探索组建基层生态环保警勤联动中心
（站），接续实施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依法
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214项整改任务全部完成

重庆绘就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214项整改任务
全部完成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46项整改

任务完成43项

全市排查归集6.3万余个问题纳入“生
态环保督察问题清单”闭环管控，整改
率达97.9%
“十三五”期间，重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下降16.1%

（记者 陈维灯 整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2月26日，重庆市千名科研人员顶
岗培养计划2023年工作总结暨2024年
行前动员会举行。据了解，顶岗培养计划
自 2022 年启动实施以来，已进入第三
年。今年，重庆计划选派300名左右科研
人员参与顶岗培养。

重庆市实施千名科研人员顶岗培养
计划是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重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416”
科技创新战略布局、“33618”现代制造业
集群体系发展部署，着力畅通教育、科技、
人才的良性循环，创新科研人员培养方
式。

今年首批选派的153名科研人员均
是全市各个行业领域甄选的中坚力量和
优秀骨干。其中，博士研究生51人，高级
职称79人，涵盖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材
料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他们即将赴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
内的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
大中型科技企业开展学习工作。

近年来，重庆聚力打造数智科技、生
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四大科创高
地。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的博士
宫玉华，正是本次选派的科研人员之一。
她将前往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进行为期半年的脑疾病机制与功能成
像学习深造。

“生命健康一边连接着民生福祉，一
边连接着科技创新。”宫玉华说，她希望通
过这次顶岗培养，将自身研究方向与研究
院的科研创新平台相结合，在生命健康和

新材料产业领域取得更深层次的成果与
进展，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重庆落地开
花。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教授陈淑艳主要
从事木质素可再生生物质资源高值化利
用研究工作，此次将选派到清华大学核
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学习。陈淑艳
说，在顶岗培养期间，她将针对大量被闲
置浪费的木质素，从基础理论攻关、基础
理论与应用技术结合两个方向进行研究
学习，“期待在这次学习中取得一些质的
突破，进一步提高我校的科技创新影响
力，也为我市能源产业的发展贡献力
量。”

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科研人员顶岗培养计
划实施，持续抓好选派对接，在已选派第
一批人员基础上，深入宣传发动，动员相
关单位及科研人员积极申报，整合资源加
强与接收单位的对接沟通，力争落实更多
有创新技术、合作空间的岗位供科研人员
顶岗学习。同时，抓实保障服务，为顶岗
培养科研人员落实优惠利好政策，为顶岗
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另悉，2023年顶岗培养期间，我市选
派的科研人员全年成功申请科研发明专
利32项，完成科技成果转化50项，获得
相关奖项90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4470
万元，切实助推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

重庆今年计划选派300名科研人员参与顶岗培养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2月27日，记者
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2023年底，全市15件重点民生实事
累计完成投资170亿元，均已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惠民成效
显著。

特殊群体保障方面，重庆帮助近2300名残疾人实现就业，
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1.6万户，切实提升残疾
人生活质量；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076个、4534万平方
米，惠及115万城镇居民，让住房困难群众由“住有所居”向“住
有宜居”转变；建成投用158个“劳动者港湾”示范点，为近200
万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地”和“暖心窝”。

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方面，重庆新增公办幼儿园86所，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4%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惠
及学生310万人，学生参与率达98.33%；全市中小学心理辅导
室覆盖率达99.15%，青少年心理健康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5.1%；为19.3万名适龄在校女学生免费接种HPV疫苗；新增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4万个，惠及3.3万婴幼儿及育儿家庭。

城市生活品质提升方面，重庆对中心城区李家坪、花卉
园、郑家院子等15个轨道站点进行步行便捷性提升改造，直接
便利76.9万人日常出行；在全市“四老”区域开展小微停车场
建设，新增停车泊位7.7万个；实施4102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着力解决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安全隐患，为沿
线群众安全出行和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完成街头绿地提
质187万平方米，建成山城绿道项目168公里，进一步拓展绿
化空间；建成口袋公园117个、体育公园10座，打造更多居民
散步休闲优质空间。

重庆去年15件重点民生实事
累计完成投资170亿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2月27日，在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渡口区发布了2024年首
批城市机会清单，包括21个项目，涵盖医、行、住、乐、游五个方
面，总投资约297亿元，旨在寻找大渡口区转型升级发展的“城
市合伙人”，以社会资本新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医疗卫生领域，大渡口区推出综合医疗服务中心项目，邀
请社会资本与政府共建现代化、高标准的三甲医院，提升就医环
境品质和物业服务水平，为全区43万常住人口补充和丰富高质
量医疗机构供给，让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

在交通出行领域，大渡口区推出刘家坝公交站场“停车+商
业”立体停车商业综合体项目，优化佳兆业滨江片区及周边的出
行条件、改善停车设施、完善商业配套服务，构建高效、智能、环
保的停车系统。

在片区开发领域，推出距大渡口区行政中心3公里左右的
黄金地块——五一互助片区城中村改造及综合开发等项目，项
目总投资160亿元，总用地面积2739亩，总建筑面积176.7万平
方米，将推进高品质居住示范区、智慧产业园区、重庆工业文化
影视艺术创作创新基地、冰雪小镇、婚庆基地等项目建设，打造
人、产、城融合发展的城市综合功能区和活力生态宜居新城。

在城市公园领域，大渡口区推出特色公园运营系列项目，以
POD模式（即公园引导开发）为导向，按照“一园一策”理念，建
设场景化、沉浸式、体验式城市特色公园，打造“公园+”经济新
形态。

在文化旅游领域，大渡口区推出白居寺长江大桥及大滨路
文旅商体融合等项目，串联白居寺长江大桥、义渡古镇、滑石滩
等多个景点资源，打造大渡口旅游目的地标志性文旅项目。

大渡口区委副书记、区长黄红介绍，为推进本次项目机会清
单供需信息精准对接，在每项清单中都明确了项目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大家可通过大渡口区政府门户网站、“大渡口发布”微信
公众号发布的城市机会清单手册等多种途径详细了解。

大渡口区发布
2024年首批城市机会清单
共21个项目，总投资约297亿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2月27日，来自
市文化旅游委的消息称，为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我市将
加快打造国际知名的文旅消费高地、建设国际水准的文旅市场体
系、深化开放共享的文旅国际合作，全力推动文旅消费提质增效。

据介绍，去年，我市全力推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授牌35家
演艺新空间，审批举办营业性演出1700余场（批）次，票房收入
近4亿元；以打造“剧本娱乐之都”为目标，举办首届中国剧本娱
乐嘉年华系列活动，相关类型门店共570余家，排名全国前列；
举办“百万职工游巴蜀”活动，发行近30万张“巴蜀文旅年票”，
带动出游近100万人次，累计拉动消费10亿元以上。

同时，我市成为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创始成员单位，并发
起成立陆海新通道旅游推广联盟，联手打造“国际旅游合作示范
区”；开展国际文旅交流推介活动30余场，成功落户1家外资旅
行社，文旅领域国际合作得到深化拓展。

接下来，我市将加快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世界山水都
市、壮美长江三峡和世界遗产胜地，精心打造彰显国际范、中国
味、巴渝韵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红色旅游高地、内河游
轮集群、温泉之都等精品，全力推进长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
及红岩文化公园、重庆非遗博览园、华纳威秀主题公园等重大项
目，加快打造国际知名的文旅消费高地。

同时，我市还将优化完善“惠游重庆”等应用开发，利用数字
技术全面提升文旅市场培育、调控、服务、监管的效率和水平；进
一步推动外商投资文旅产业，在演艺新空间、剧本娱乐、动漫电
竞、旅游民宿等新业态领域培育打造优势消费集群，坚持举办西
旅会、世界大河歌会、武陵文旅大会、全球旅行商大会等重大文
旅活动，加快建设国际水准的文旅市场体系。

此外，我市还将加快推动澜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总部落户
重庆，叠加“144小时过境免签”与外商从事旅游业务相关试点，
将重庆打造为国际旅游枢纽城市，大力发展“旅游+”，促进澜湄
国家及欧美国家旅游商品在渝集聚；支持武隆开展旅游国际化
试点；用好国际知名展会和线上推广平台，持续深化打造“渝见
不同”品牌IP，将其塑造成为具有辨识度的对外交流合作平台。

加快打造国际知名的文旅消费高地

重庆去年授牌
35家演艺新空间

2月20日，璧山区大成广场，市民在
广场上散步、休闲。

当日，这个占地约20.65公顷，总建筑
面积约38万平方米的老城区广场旧貌换
新，在刷新城市“颜值”的同时，成为当地
百姓休闲娱乐好去处。

据介绍，大成广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被列为重庆市城市更新试点示范项目，改
造项目包括台阶观景台、地上咖啡厅、
造型花池、裸眼 3D 及文化发光幕墙等
设施……兼顾功能性、便民性、文化性，
并新建地下车库两层，增加车位589 个，
极大程度缓解了老城区停车难的问题。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璧山：

大成广场换新颜

重庆生态环保“成绩单”

●

●

●

●

▶整治后的缙云山满目翠绿。（本报资料
图片）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