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放眼九龙

坡，处处呈现出碧波斑

斓、绿意盎然的美丽景

致。

近年来，九龙坡区始

终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坚决打响长

江经济带污染治理和生

态保护攻坚战，扎实开展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高质

量筑牢生态屏障，大力倡

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

方式，加速推进美丽九龙

坡建设，努力为推进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绿色，正在成为九龙

坡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的鲜明底色，

一个个争先进位的直观

成绩，更具客观说服力。

去年，区域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排名中心城区第一；

获得第三届中国生态文

明先进集体、全国行政执

法先进集体、生态环境领

域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城

市3个“全市唯一”的国

家级表彰。

如今，山清水秀、净

土蓝天重新回到九龙坡

人民身边，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现代化崭新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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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某回水湾发现疑似零星油
污漂浮……”

去年6月初，九龙坡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手
机收到一条AI自动推送的预警信息，
并附带自动抓拍图片以及疑似污染
源分析清单。

执法人员迅速响应，不到1个小
时，便快速锁定并切断了污染源头，
成功消除污染隐患。

这样的高效，得益于九龙坡区打
造的“数字生态大脑·数智碧水”系统。

据悉，该区通过全面梳理304个
入河排污口约400公里管线、关键节
点坐标、1.3万余个检查井等信息，按
照“在线监测、智能化监管、排口标志
牌”三个全覆盖的要求，安装物联网
设备，绘制“云地图”，建立自动监测
预警处置机制，用数字化手段拧紧入
河排污“阀门”。

如今，在九龙坡区，类似“数字生态
大脑”发挥实效的案例还有很多。

近年来，九龙坡区聚焦生态环境
保护核心业务，聚力打造“数字生态
大脑”，加速构建“165N”数字生态体
系，以高水平的数字化建设，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持续跃升。

“1”，即“数字生态大脑”，涵盖数
智蓝天、数智碧水、数智执法、数智监
测等10个应用板块。

“6”，即“6个数字基座”，建成涵

盖水、气、声、危废等领域生态环境感
知点位2415个，动态汇集入仓数据
4200万余条，初步实现物联感知“一
张网”、算力存储“一朵云”、数据资源

“一本账”、服务组件“一组库”、融跨
单元“一条链”和指挥调度“一中心”。

“5”，即“5个数字路径”，通过深
度分析挖掘数据，不断迭代算法，持
续优化完善“云上监测、预警研判、溯
源分析、融跨处置、闭环管控”5大管
理场景，推动智能预警、精准管控、高
效治理三大提升。

“N”，即多个“一件事”应用，通过
流程再造、机制重塑，持续打造和迭
代升级“扬尘一件事”“臭氧一件事”

“入河排污口一件事”等典型应用。
如今，依托数字赋能，九龙坡区

基本实现生态环境业务优化升级，
镇街巡查任务减少70%，现场检查
频次降低50%，“扬尘一件事”处置
流 程 精 简 70% ，处 置 率 提 升 至
80%。该区“数字生态大脑”建设成
功入选全国 2023 年度十佳智慧环
保创新案例。

乘“数”而上，加“数”前行，九龙
坡生态环境治理正加速从粗放型向
精细化、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见、从
经验判断向科学决策转变，美丽九龙
坡建设蹄疾步稳。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第一轮、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均反映到的“脏乱差”的国美
支路，如今变得宽敞平坦、清爽整
洁，沿街小店井然有序、烟火气十
足；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映
的石桥铺高庙村报废汽车场经过
整改搬迁，华丽转身成为汽车检测
站，过去堆放杂乱的所有拆解件全
部清空……

随着一个个生态环保督察问题
清仓销号，一个个制约地方发展、困
扰九龙坡人民生活的环境问题也迎
刃而解。

九龙坡区始终把落实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各项任务作为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抓手，化压力为
动力，严格对照反馈的问题，逐个明
确整改“时间表”“路线图”，精准施
策、靶向发力，以真抓实改的成效推
动全区域生态环保工作实现整体跃
升。

今年年初，重庆发电厂毛线沟
灰场片区，10多台挖掘机同时作业，
30多台运输车穿梭不停、加班加点，
近120万立方米的“老大难”粉煤灰

被成功清挖转运，封场绿化、生态修
复正在加快实施。

自此，中央层面和市级层面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给九龙坡区的
619个问题全部完成整改，并在全
市率先完成2021年长江经济带警
示片交办问题整改，重点目标任务
完成率全市第一。

靶向整改，找准“靶”至关重要。
为此，除了依托各级各类督察

发现问题，九龙坡区还紧盯短板弱
项、群众关切、可能问题等重点领
域，通过主动开展自查自纠、群众有
奖举报等方式，不断拓宽问题发现
渠道，进一步充实迭代“生态环保督
察问题清单”，持续探索完善问题发
现、协调交办、措施制定、整改跟踪、
办结销号闭环管控机制，把问题一
件件找出来、记清楚，一件件改到
位、改彻底。

截至目前，该区已累积归集筛
选1818个生态环境领域问题，全部
纳入“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清单”实施
闭环动态管控，整改销号率超过
97%。

针对生态环保问题，不仅要马上就
办、真抓实干，更要常态长效、久久为功。

流经九龙坡的桃花溪，是重庆主
城最大的一条次级河流，因历史原
因，河道污染严重，其中，桃花溪渔鳅
浩拦截堰问题突出，被2021年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点名。

直面问题，九龙坡区摒弃了“头痛
医头”“见子打子”的传统答题思路，选
择突出系统施治、综合施策，实施桃花
溪渔鳅浩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以全流域品质提升根治环境顽疾。

全覆盖完成22.5平方公里区域
的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全面实施渔鳅
浩清污分流整治工程；新建桃花溪水
碾水质净化站；完成彩云湖污水处理
厂扩容提标改造；创新探索“投、融、
建、管”市场化路径……

一套“组合拳”下来，彩云湖、桃
花溪流域及渔鳅浩入江口水质已由
劣V类跃升至IV类，水清岸绿、鱼翔
浅底的生态画卷加速呈现。桃花溪
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也成功入选督
察整改见成效全国正面典型案例、入
河排污口整治典型案例和2023年美
丽重庆建设典型案例。

此外，九龙坡区结合“一江三河十
三库”的水域生态格局，还相继实施跳
磴河“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大溪河生态

走廊构建等工程，河湖沿线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初显。

治水，正是九龙坡区用系统思维
推进生态治理的生动实践。

九龙坡区秉承标本兼治、常态长
效、久久为功的系统化思维，一体统筹
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
治岸、治城、治乡，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的
平衡性、协调性。去年，生态环境质量、
群众满意度双双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例如，治气方面，九龙坡区创新
实施“6+1”工作法，大力开展清新空
气行动，2023年区域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再创325天历史新高，提前3年
超额完成“十四五”大气主要污染物
减排任务，该工作方法也获评全市生
态环境系统“双十佳”实践案例；

治土方面，坚持净地开工建设原
则，探索建设用地“环境修复+开发建
设”模式试点新路径，创新优化土壤
修复、土地出让等环节时序新举措，
着力化解并极大压缩土壤修复与开
发建设的时空矛盾，高效、安全、合理
推进建设用地再开发利用，实现“环
境修复+开发建设”模式下的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和民生效益共赢。

从“点上变”到“处处美”，从“当
下改”到“长久治”，九龙坡区锚定目
标、阔步向前。

在“成渝氢走廊”货运物流专线
上，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氢燃料汽车，在
九龙坡区和成都之间高速疾驰，每台
车每行驶20万公里可减排二氧化碳
79吨；

在西彭工业园区内，一座座现代
化的“绿色工厂”拔地而起，一个个绿
色产业项目加快聚集，该园区成功入
选全市首批近零碳园区和减污降碳协
同“双试点”；

……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是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
之策。绿色发展理念，如今正悄然融
入到九龙坡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各方面。

近年来，九龙坡区坚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双碳”工作
为引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通过涵养品质空间、调整产业结
构、厚植生态文明风尚等方式，协同推
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形成生态空
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三生融合”
良性循环，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构筑品质生态空间——
九龙坡区坚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
进“一河一策”和“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提升任务，修复长江岸线生态2.2
公里，新增实施造林4000亩，中梁山
矿山公园生态修复案例入选全国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集。
同时，该区持续提升全区绿化面

积，新建公园游园103个，新增园林绿
地1247万平方米，全区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16.82平方米，建成区绿化率达
到43.75%。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九龙坡区一手抓“产业生态化”，

持续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化、清洁化、循
环化改造，加快培育有竞争力的绿色
低碳企业，累计创建绿色园区1个、市
级以上绿色工厂13家；

一手抓“生态产业化”，大力发展
以氢能为重点的清洁能源、以铝合金
为代表的轻量化新材料、以休闲体验
为重点的农文旅产业，创新探索气候
投融资和EOD项目，努力让“绿色资
源”成为“经济资本”。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聚焦生态环保、垃圾分类、资源节

约等主题，九龙坡区积极开展宣传宣
讲、志愿服务、绿色生活创建等系列活
动，推动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成为全社
会自觉行动，全面提升全社会生态价
值观念和生态文明素养。

同时，该区正高水平创建“无废城
市”，建设成果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先进
典型专题刊载，“无废乡村”建设成效
入选全市“无废城市”典型案例。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
“实景图”，正在九龙大地上加速呈现。

走实“转型路”
让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美丽九龙坡建设
“成绩单”

修复后的中梁山矿坑 摄/谢智强

跳磴河环境优美，碧水绿树环抱中 图/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彩云湖湿地公园

彩云湖污水处理厂

蓝天碧水下的九龙半岛 图/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攻坚“靶向改”
1818个生态环保督察清单问题“清仓见底”

巩固“长久治”
生态环境质量、群众满意度创历史最好水平

打好“数字牌”
以高水平“智治”赋能高品质保护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轧机油雾回收再生项目 摄/刘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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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观察

蓝天保卫战

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3年全区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创325天历史新高，排名中心城区第
一，其中歇台子国控站点优良天数315天，同比增
加6天。

碧水保卫战

长江和尚山国考断面连续7年保持地表水Ⅱ
类水质标准，入江入河排口整治完成率100%，饮
用水源地划定 13 年以来，水质达标率均保持
100%。

净土保卫战

全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92%以上，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做法获得生态环境部充分肯定，入选全国
首批“11+5”无废城市试点的典型案例。

和美乡村

成功创建市级生态文明示范区，整治农村黑臭
水体7条，治理黑臭水体面积1450平方米，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达71.1%，两岸青山千里林带造林
4659亩，建成市级绿色示范村14个、市级美丽宜
居乡村17个。英雄湾村成为乡村振兴全国示范，
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市生活
垃圾分类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绿色低碳

创建71个“无废城市细胞”；升级彩云湖“花园
式”污水处理厂，运营能耗降低30%以上，年减少碳
排放约1456吨；2023年，全区化学需氧量、氨氮、
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减排量超市级下达目标
1331.35吨、227.98吨、269.1吨和906.2吨，提前3
年完成十四五减排任务。

生态治理

率先探索“五全四规范”环境管理规范化建
设，创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机制，223家企业纳
入正面清单管理，明确18种不予处罚的情形，获生
态环境部肯定；“数字生态大脑”成功实践N个“一
件事”多场景应用，入选全国2023年度十佳智慧环
保创新案例。

生态屏障

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划定
自然保护区等优先保护单元31.03平方千米，进一
步完善问题导向、精准管控、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为全区重大政策科学决策、重大规
划编制、重大生产力合理布局提供支撑。全年排查
整治环境风险隐患299个，获得应急专利授权4
项，连续17年未发生一般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