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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周雨）3月19日，永川区举行2024
年第一次重点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共集中开工13个项目，总投资为248.4
亿元，建成后预计新增产值 371.2 亿
元、增加税收33.3亿元、新增就业6850
个。

其中，投资规模最大的是东方希
望 100 万吨玻璃纤维全产业链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达200亿元，全部
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00
亿元，税收贡献约20亿元，新增就业
岗位约2000个。东方希望集团副总
裁蒙长君表示，项目将分四期建设，
当天开工的一期项目将在18个月内
建成投产。

当天集中开工的还有信义特种优
质浮法玻璃及Low-E镀膜玻璃生产

线项目。该项目总投资2.5亿美元（约
18亿元人民币），规划对原2条日熔化
量1400吨的浮法玻璃生产线改扩建
至2条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还将新
建 1条 1200 万平方米/年 Low-E镀
膜玻璃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余热发电
与屋顶光伏电站。该项目可实现低碳
排放和污染物超低排放，建成投产后
预计年产值约 30亿元，实现税收约
1.2亿元。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也于当日
开工年产30万吨食品级包装用纸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建成投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6亿元，是理文造
纸2006年落户永川以来投资建设的第
一个食品级包装用纸项目。据了解，从
2006年至今，理文造纸已在永川累计
投资120亿元，从一家生产包装纸的造
纸厂，发展为拥有员工6000余名、覆盖
造纸全产业链的大型企业，2023年入
选全市“双百企业”。

总投资248.4亿元

永川集中开工13个重点工业项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3月19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十四
五”以来，我市创新义务植树形式，组织开展系
列富有成效的造林绿化活动，全市共吸引
4407万人次参与“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活
动，栽植苗木18948万株。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森林面积6804万亩，森林覆盖率55.06%，
森林生态功能显著提升。

多层次多领域
推进全民义务植树

“现在林子病害少了，一年四季还各有各
的风景，漂亮极了。”初春的渝北区玉峰山林
场，新绿绽放，一株株楠木、枫香树苍翠挺拔，
两江公交公司员工冉可伦与同事合力栽下一
株美人梅后，掏出手机拍照，记录下树苗的
位置。

冉可伦告诉记者，单位已连续4年在玉峰
山开展义务植树。最初，这片林子比较稀疏，
林地被杂草和灌木占领，4年过去，他们最早
栽种的小树苗已有大腿粗，整个山头满目新
绿。

每年的春季义务植树活动，从3月份一直
持续至4月份，是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据国土绿化空间布局，我市各地
充分挖掘城乡各类非耕地适宜植树植绿空间，
把义务植树与和美宜居乡村、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森林提质增效和古树名木保护等工作结合
起来，建立起“市、区县、镇街、村”联动机制，促
进全民义务植树多层次、多领域推进。“十四
五”以来，我市在全市范围内累计选取了231
个义务植树点，涉及37个区县和万盛经开区，
以“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国家储备林建
设等林业生态项目为牵引，倡导市民履职尽
责，参与全民义务植树。

我市城区周边，方便群众就近开展义务植
树的土地资源已越来越少。在义务植树面临
着“找地难”“参与难”的大背景下，这231个义
务植树点是怎么确定的？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我们尽量将全民义
务植树点均匀分布在重庆38个区县。”市林业
局生态处处长杨德敏说，根据不同的区域特
征、生态功能，按照峡谷景观生态屏障类、浅丘
产业生态屏障类、城镇功能生态屏障类“三类”
分类指导，落实滨江景观生态隔离带、中山生
态产业发展带、高山生态防护林带、消落区固
土涵养生态带“四带”布局，在植树造林中兼顾
生态、景观和经济效益，实现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

具体到场所选择，除了充分利用各类林
场、公园、动植物园、生活产业园等区域开展义
务植树，各地还充分利用城乡废弃地、边角地、
房前屋后等见缝插绿，挑选立地条件好、交通
便捷、土地规模成片的地块，作为常态化、全年
化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公共区
域、农村房前屋后种植一批经济林树种，增强
城乡绿地的系统性、协同性。

譬如奉节县将城区的一处裸露弃土场打
造为义务植树点，兼具城市品质提升功能；开
州区利用城乡交会处的闲置地块开展义务植
树，该地块位于公路沿线，方便市民植树和后
期管护；长寿区云集镇开放的植树点紧邻杨克
明故居，后期将升级为绿化用地，植入文旅融
合元素……

据了解，目前，我市首批公布的“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共有41个，上线义务植树
项目536个。接下来，我市还将分批次持续发
布“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名单，满足全
体市民的尽责需求。

结合重点工程
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面积飞播造
林，我市在‘绿’起来后，森林质量仍有提升空
间。”杨德敏说，过去我市荒山荒坡较多，植树
造林以种植马尾松等先锋树种为主，经过几十
年的演变，大部分纯松林逐步退化为低质低效
林，对森林火灾、有害生物等自然或人为干扰
的抵抗力较低。

针对我市森林质量不够高，林种和树种组
成不优、抵御森林火灾、有害生物等自然灾害
能力弱等问题，去年，我市印发了《重庆市科学
绿化试点示范市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把开展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与“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国家储备林建设、石漠化综合治理等林业重点
工程结合起来，加大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力
度，优化森林结构和功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
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

不同地方该栽什么树？
杨德敏介绍，总体来讲，义务植树以楠木、

玉兰、油茶等优良珍贵乡土树种为主，套种观
叶、观花、观果植物，以及经果林植物，共有三
十多种乡土造林树种可供选择，树种选择不能
急于求成、贪大求靓，主打的就是一个“适地适
树、乔灌草搭配”。

譬如，在江北铁山坪觅香湖，改造后的环
湖生态形成“上中下”多林种、多树种、多色
彩、多层次的林相结构。上层乔木层以松、杉
为主，补种木荷、小叶桢楠、含笑等防火阔叶，
混搭水杉、广玉兰、蓝花楹等观赏阔叶；中间
灌木层则栽种山茶球、冷水花、多彩春鹃、夏
鹃等植物；下层种植苔藓、兰草等地被植物，
丰富多彩的季相林相变化，吸引众多市民前
来打卡。

两个维度测量
拓展林业生态价值实现

“在新一轮国土绿化中，义务植树已不再
是简单的多种树，而是要通过植树造林、森林

保护、植被经营等措施，放大森林资源优势，将
生态价值更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杨德敏说。

在提升森林质量的同时，我市还不断拓展
林业生态价值实现，开展林业生态产品总值核
算与监测，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制定出台《重
庆市林业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导则（试行）》，从
功能量、价值量两个维度对森林、湿地等生态
系统进行价值测量。其中，梁平区成为全市首
个完成湿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区县，2022
年区内湿地生态系统的产品总价值高达177.4
亿元。

此外，我市还因地制宜发展木本粮食，油
茶、核桃等林业产业。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会根据区域功能的
不同，侧重选择种植的树种。”杨德敏说，主城
都市区围绕“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四山”森
林质量提升、矿山生态修复等，扩大珍贵树种
种植规模，主要种植紫薇、红枫、小叶桢楠等
观赏性植物；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依托重
要河流和山脉，将义务植树与森林、湿地生态
修复及林业产业发展结合起来，除栽种常绿
乡土树种外，还配合栽种脆李、柑橘等经果林
树种；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加快推进乌江
生态廊道、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建设以油茶
为主的木本油料林基地和国家储备林基地，
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2023年底，全市发展经济林面积超
过1600万亩，林下经济面积超过570万亩，林
业及相关产品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
5.5%。

从“多种树”到“种好树”，兼顾生态、景观和经济效益

森林覆盖率55.06% 重庆如何“植”出

国家规定，我国适龄公民，每人每年义务
植树3—5棵。除了到义务植树基地直接参与
造林绿化，你还知道哪些关于义务植树的知
识？

义务植树尽责方式有哪些？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创新义务植树的
方式。”市林业局生态处处长杨德敏说，对照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
我市明确了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
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务等
8 大类尽责形式，概括起来就是实体劳动尽
责和以资代劳尽责两种。

杨德敏介绍，每种尽责形式，还可以按照
相应的标准，折算完成植树义务。

譬如，参加森林抚育管护劳动半个工作
日，能折算完成3株植树任务；认养3株乔灌
木，可折算完成1株植树任务；主动报告违反
国土绿化法律法规行为，可折算1—3株植树
任务等。

参与义务植树后，有什么凭证？

杨德敏说，当前，我市正在推进“互联
网＋全民义务植树”，各植树基地发布的活动
项目都将同期上线“全民义务植树网”，市民
登录全民义务植树网官网（www.yiwuzhishu.
cn）或进入“全民义务植树”微信公众号，就能
参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达到义务植树尽责
要求后，平台会颁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若每
人每年植树累计超过5株，还可申请颁发国土
绿化荣誉证书。

没有履行植树义务会受惩罚吗？

目前我市共有1800万适龄公民需要履行
植树义务，整体尽责率约80%。每年植树节，
各路网友纷纷喊话：“老板，我要请假去还树！”

杨德敏说，《森林法》明确规定，“植树造
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各
级绿化委员会负责公民义务植树的组织协
调、指导督促、宣传发动、调度统计等工作。
国家鼓励倡导适龄公民参加义务植树，“履植
尽责”，但目前尚没有出台强制性和惩罚措
施，“也就是说，大家暂时还不必担心那些欠
下的树。” （记者 左黎韵）

义务植树
这些知识你知道吗

新闻延伸>>>
数说重庆“造绿”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迎昭）3月19日，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4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将于3
月26日至5月9日举行。本届旅游文
化节将推出15项具有国际范、中国味、
大足风的精彩活动，力争为广大游客呈
现一场文化的盛宴、旅游的盛会、产业
的盛典。

大足区委副书记罗晓春介绍，活动
开幕式将于3月26日晚在大足区体育
中心举行，届时广大游客将欣赏到鲤鱼
灯舞、中敖火龙等非遗展演，当晚还将
同步举行“很想遇见你”群星演唱会。

本届旅游文化节活动中，“你好
中国·美丽大足”全球推广周活动是
中国旅游报社2024年中国文旅国际
传播计划的首场活动，将于3月26日
至31日举行，届时将邀请外国驻渝领
事馆官员、中外媒体代表、重庆旅游推
广大使和在渝留学生代表到大足实地
打卡。

“大足石刻守护人”招募计划将于
2024年度在全球范围内招募1007位

“大足石刻守护人”，为大足石刻保护增
加力量、增添智慧。目前，已邀请到故
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等文化名人作
为大足石刻第一批守护人。

2024大足石刻国际旅游文化节下周启幕

快来！和单霁翔一起守护大足石刻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李志峰）3月19日，“渝论·青年说”
第三届川渝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启动
仪式暨首批重庆网络文明素养教育实
践基地授牌仪式在西南大学举行。从
即日起到9月，川渝两地200余所高校
的学子将带着网络评论新作品，再一次
表达观点、展现风采，共同描绘新时代
新征程的鲜活画卷。

自2021年12月起，我市先后成功
举办以“渝论·青年说”为主题的第一
届、第二届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如
今，“渝论·青年说”已经成为一个广受
认可的青年网络评论新品牌。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魏春介绍，前两
届大赛，吸引了重庆市68所高校学子
创作的7000余件网评作品，大学生们
通过评论抒发爱国之情、发出思想之
声，建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唱响中国
经济光明论、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彰显
了当代大学生的时代风貌、家国情怀和
青春激情。

作为主办单位之一，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刘长发一直密
切关注历届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他
说，从同学们的稿件中，看到了时代大

潮、家国情怀、青春梦想，“同学们独特
的视角、理性的思考、温暖的笔触，生动
地呈现了时代澎湃的气象和青春昂扬
的力量。”

“大赛聚青年之力，借力网络平台，
聚焦时代议题，共绘发展蓝图。”在西南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韩旭东看来，“渝
论·青年说”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既展
现了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培养新时代
青年人才中的责任担当，也为广大青年
学子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平台和优质
资源。

今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出
的第五年。本届大赛进行了迭代和升
级，覆盖范围正式从重庆扩大到川渝地
区，从68所高校扩大到200+高校。

据悉，即日起，“渝论·青年说”第三

届川渝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正式接受
参赛来稿。川渝两地大学生（含普通高
校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高
职院校在校生）的入围文字、漫画、视频
等各类网络评论作品，将会在新重庆客
户端、重庆日报网等平台展示。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还对涪陵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首批10个重庆网
络文明素养教育实践基地进行了授
牌。今后，它们将成为大学生网络评论
大赛汲取写作灵感的重要源头。

本次大赛由重庆市委网信办、四川
省委网信办，重庆市教委、四川省教育
厅，团重庆市委、团四川省委、沙坪坝区
委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重庆
日报（新重庆客户端）承办，川渝各高校
党委宣传部协办。

“渝论·青年说”第三届川渝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启动

200余所川渝高校学子共绘新时代新征程新画卷

近日，在南川区西城街道永合社区，学生和青年志愿者一起植树。 瞿明斌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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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万州区新乡镇治华
村 3500 亩高标准茶园，茶农忙着采
嫩芽。

近段时间，各地茶园进入明前
茶的丰采期，茶山处处呈现繁忙景
象。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万州：

春日忙采明前茶

今年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558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造林近1809万株

“十四五”以来——
在全市范围内累计选取了231个义务

植树点
共吸引4407万人次参与“互联网＋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
栽植苗木18948万株

目前——
我市首批公布的“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基地”共有41个
上 线 义 务 植 树 项 目

536个
我市共有1800万适龄

公民需要履行植树义务
整体尽责率约80%

记者左黎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