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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进驻重庆

进驻时间：2024年5月8日—6月8日
专门值班电话:023-63325565
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A00251邮政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陈维灯）5月24日，中央第六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交办第十
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包括重点
交办件10件），其中来电举报92件，来
信举报56件。

从信访举报件涉及的生态环境问
题类型来看，涉及水21件、大气33件、
噪声44件、生态13件、土壤23件、辐
射1件、其他类型13件。从区域（部
门）分布来看，两江新区14件，九龙坡
区13件，江北区、北碚区各10件，渝北
区8件，大渡口区、南岸区、巴南区、长
寿区各7件，江津区、铜梁区、西部科学
城重庆高新区各6件，渝中区、开州区
各5件，沙坪坝区、丰都县各4件，万州
区、忠县、云阳县各3件，涪陵区、合川
区、南川区、大足区、石柱县、酉阳县各
2件，黔江区、綦江区、璧山区、荣昌区、
梁平区、武隆区、垫江县、奉节县、巫山
县各1件。市生态环境局5件，市城市
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各3件，市住房
城乡建委、市交通运输委、市地产集团

各2件，市经济信息委、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市商务委、重庆铁路办事处、市城
投集团各1件。所有交办件均已及时
转交相关区县和部门处理（部分环境信
访交办件涉及区县和部门共同办理）。

截至5月24日，中央第六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已向重庆市累计交办群
众信访举报件1538件（包括重点交办
件 145 件），其中来电举报1120件，来
信举报418件。

截至2024年5月24日，对中央第
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移交
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各责任单位
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目前，已
办结62件（含阶段性办结），25件正在
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对相关情况予
以公开（详情请扫二维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
进驻期间（2024年5月8日—6月8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3-63325565，
专门邮政信箱：重庆市A00251号邮政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
天8∶00—20∶00。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重庆市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
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重庆市
交办第十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

我市公开第六批信访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沙河街道上坪机砖厂的废弃矿坑
回填混合垃圾，希望砖厂将租用的矿山
用地修复为耕地。”5月18日，万州接
到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投诉案件后，相关部门和街道立即赶
赴现场核查，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经调查核实，万州区上坪机砖厂始
建于1992年，位于沙河街道上坪村三
组，1996年1月正式投产，砖厂租用采
矿区域占地面积7695平方米，土地性
质为采矿用地。

2023年8月，上坪机砖厂自行对
废弃矿坑进行回填。今年3月，沙河
街道巡查发现回填中掺杂有垃圾，约
谈了砖厂负责人，要求砖厂立即整改，
将垃圾清除干净，经检查合格后再进行
修复。

4月8日，上坪机砖厂开始整治清
运矿区回填的渣土，连日来将分拣出的
可视白色垃圾约40立方米运送至天高
路垃圾压缩转运站处理，剩余800立方
米垃圾未清运。

5月19日，万州区相关部门对砖

厂负责人进行约谈，制定整改方案，就
整改工作列出时间表，目前已陆续清运
垃圾90立方米。

“预计本月底将剩余的生活垃圾全
部运送至万州区垃圾焚烧发电站处
理。生活垃圾清理干净后，将在6月完
成对混凝土块、公路硬化垃圾、瓷砖、红
砖等建筑垃圾粉碎后再利用。”万州区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上旬
将完成开采矿区覆土，回填的耕作层表
土50厘米以上，全部工作将于9月底
完成。

5月19日，潼南区接到中央第六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
件：“梓潼街道集资楼后面原爱心小学
周边，一直以来堆放农网改造使用的建
设材料，影响环境卫生。”

潼南区相关部门和街道负责人立

即前往现场核实情况。调查发现，原爱
心小学周边一处房屋曾被潼南供电公
司租用，用于存放农网改造建设材料，
报废车辆、水泥杆、胶带等遗留物资一
直堆放于院坝及周围，没有及时清理
处置。

潼南区经济信息委联系潼南供电
公司派人到场对遗留物资进行清点，调
派工程车将报废车辆、水泥杆等转运回
库房保管，对剩余废弃垃圾进行分类处
理，并联系城管局整治房屋周边环境
卫生。

5月2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处
堆放的农网建设材料和垃圾已清理完
毕，环境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在南岸区茶园大道，一个潜藏的垃
圾地也被迅速整治。

5月13日，南岸区收到中央第六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
件：“茶园大道茵畔苦溪公园的一块空
地，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环境脏乱
差。”

南岸区相关部门及重庆经开区建
设服务中心立即召集经开区建设公司、
中铁十一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和刚中
标的养护单位重庆锦川建设有限公司
召开现场工作会，多部门联动，共同制
定整改措施。

两天内，该区域的垃圾、枯枝、落叶
及杂草已清理完毕，灌木草坪修剪、卫
生间清扫等督办事项也已全部完成。
经开区建设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服务中心将配合经开区建设公
司尽快完成移交工作，形成常态化管
护，为市民提供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
公共环境。

清运垃圾 整治环境

我市着力为市民提供干净整洁舒适的公共环境

我市公开第六
批信访举报件边督
边改情况
扫一扫 就看到

5月23日，黔江区麒麟盖光伏发电
站的光伏板、麒麟盖风电场的风电塔与
山峦、民居、农田、公路相映成趣，勾勒
出山村独特的夏日风景。

黔江区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低碳
发展之路，充分利用高山地区充沛的日
照时间，打造生态清洁能源，先后在海
拔1000多米的高山地区建起五福岭风
电场、麒麟盖风电场和麒麟盖光伏发电
站，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
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能源。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黔江：

乡 村 振 兴
注入新能源

构建百亿级产业 潼南发力新能源及新型储能“底气十足”
5月23日，走进位于潼南高新区

（南区）的重庆聚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光新材料”）内，
一片片银灰色的光伏面板在钢架的支
撑下，与平顶屋面呈锐角摆放，远远望
去犹如一片银色的海洋。

小小光伏板，蕴含大能量。“我们
厂区共有4栋大楼，屋顶已经全部铺
满光伏面板，装机容量为500千瓦。”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但事实上，在普通外行人看来，重
庆的地理条件和天气对发展光伏产业
并不算特别优良，聚光新材料是如何
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展壮大的呢？

该负责人表示，公司一方面从原材
料上下功夫，降低发电成本，积极采用
创新技术，让光伏每瓦成本下降了
50%，另一方面公司于2017年建成了
重庆第一座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经
过4年的测试，得出潼南全年真实光照
时间在900—1050小时之间，数据显
示，潼南光伏经济效益和环境收益俱
佳。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投资建设了
全市装机容量最大的公共机构屋面光
伏项目——潼南实验中学建筑绿色化
改造示范项目。该项目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模式并网，所发电量优

先供应学校使用，剩余电量则接入电
网，由供电部门按指导价购买，实现经
济效益和绿色发展双赢。

像这样的分布式光伏能源，目前
在潼南已广泛利用于西南国际灯饰城

光伏发电项目、农村彩钢棚整改项目
等企业、公共机构和住房屋顶，持续助
力推动潼南绿色低碳发展。

目前，聚光新材料公司自主研发
了太阳能电池板、BIPV光伏建筑一体

化系统、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一体化
光储充电站、光伏储能电站、光伏并网
储能应急电源、光伏离网供电电源、太
阳能污水处理站、太阳能公交站等产品
并广泛运用，经济与节能效益显著。同
时还实现了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灯
杆、外壳、灯头、控制器系统等自主生
产。

聚光新材料公司的发展壮大正是
潼南区大力发展新能源及新型储能产
业集群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潼南区聚焦全市推进渝
西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
全力实施“涪江奔腾”计划，攻坚发展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
及新型储能等三大支柱产业。

在政府推动、政策激励、龙头企业
带动下，去年8月，潼南与共济润道、
宋都基业签订系列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预计总投资超70亿元。

根据协议，两家企业将在潼南投资
建设年产5亿瓦时储能系统、新能源动
力电池智慧工厂设备生产基地等4个项

目，项目内容包括建设可视化的现代智
能制造工厂、安装储能系统装备及配套
设施，可提供整厂物流系统设计、生产、
编程、安装、调试的一站式服务等，加快
推动潼南装备制造及新型储能产业集
聚发展，助力潼南建设现代制造产业体
系，积极融入渝西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

与此同时，弘喜汽车、贝思远新能
源、棱镜能源科技等潼南“汽车后市
场”头部企业也正积极拓展锂电池梯
次循环利用领域，持续助力潼南区新
能源及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发展壮大。

“新能源及新型储能产业是实现能
源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产业，对于潼南抢占未来产业
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具
有重大意义，我们将持续加快产业扶持
和招引，力争到2027年，新能源及新型
储能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达到100亿
元。”潼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涪江奔腾·制造强区
潼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重庆聚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线西洽会上潼南展馆展示的电池包储能装置 摄/邓瑜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近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十四五”以来，重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2021年、2022年、
2023 年我市单位 GDP 能耗分别为
0.34吨标准煤/万元、0.33吨标准煤/万
元、0.32吨标准煤/万元，分别同比下降
3.5%、2.7%、3%，“十四五”前三年累计
下降8.9%，以年均2.4%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绿色
经济动能强劲。

绿色产业活力加速释放

近年来，我市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
趋势更加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2.2%。

同时，全市加速实施绿色转型创新
发展行动，培育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
平台和“一链一网一平台”试点，累计建
设144个智能工厂、958个数字化车间。

此外，全市着力实施千亿级生态特
色产业培育行动，加快打造生态畜牧、
粮油等具有全国影响力、重庆辨识度的

“3+6+X”农业产业集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积极推进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度挖掘市内水、
风、光伏、生物质等资源潜力，可再生能
源装机规模达1257万千瓦，较2020年
978万千瓦增长28.5%，占全市发电总
装机的39.6%，2023年可再生能源消
纳总量约540亿千瓦时、占比37.2%；
积极推动“绿电”入渝，川渝1000千伏
特高压交流工程加快建设，哈密－重庆
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开工建设。

社会节能增效成效初显

近年来，我市着力以点带面推动全
社会节能增效，在工业节能领域，推行
循环生产方式、强化重点行业清洁生
产、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组织44个市
级及以上园区开展循环化改造。

据统计，“十四五”以来，我市支持
91个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新增节
能63万吨标准煤，持续推进绿色工厂
等绿色制造示范体系建设，获批全国智
能建造城市，全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
工厂133家、国家级绿色园区12个、绿
色供应链17条。

在建筑节能领域，我市城镇新建建
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竣工阶段城
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93.22%。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市累
计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3900万平
方米，累计实施既有公共建筑节能及绿
色化改造1400余万平方米，完成生态
小区8609.59万平方米，累计实施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面积近1800万平方
米，完成采信绿色建材产品400余项，
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60%。

在交通节能领域，我市持续优化调
整运输结构，促进大宗货物“公转铁”“公
转水”，2023年完成铁水联运量2613.9
万吨；积极推动交通运输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中心城区公交车新能源占比24.8%，
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占比达39.3%。

在公共机构节能领域，我市印发
《重庆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十四
五”规划》等制度，累计创建节约型机关
3009家。

完善节能降碳机制保障

近年来，我市坚持加强节能政策与
科技、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的
衔接协调，建立起有利于调动各方主动
性、积极性的激励约束机制。

比如，我市不断提高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水平，依托西部（重庆）科学城、两
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围
绕节能降碳、废弃物循环利用、绿色能
源、生态碳汇等领域一体化推进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累计建成77个市级、4个
国家级绿色低碳领域科技创新平台，推
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
化实现突破。

同时，我市持续发挥绿色低碳发展
经济政策引导作用，2023年落实绿色
低碳税收减免68.4亿元，推进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绿色贷款余额
6800 亿元，碳市场累计交易碳配额
4753万吨、金额10.6亿元。

此外，我市还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累计创建绿色商场44家、绿色
饭店45家，城市社区中绿色社区占比
达63%；出台居民分时电价机制，引导
全社会节约用电、错峰用电；推进全域

“无废城市”建设，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
现全覆盖。

“十四五”前三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8.9%

重庆绿色经济动能强劲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李珩）5月21日，记者从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获悉，该院老年医学与特
勤医学科教授王伟以通讯作者的身份，
于近日在心血管领域国际权威期刊《循
环》发表了题为《代谢重编程：心肌细胞
增殖的副产品还是驱动力？》的综述论
文，总结了心肌增殖再生研究领域的新
进展，为心脏再生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参考和临床转化新视角。

“一直以来，心脏被认为是终末分
化器官，且不具有再生能力。”王伟介
绍，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哺乳动物的
心肌其实在胚胎期和新生期具有较强
的再生能力，不过在成年期则非常微
弱，且心肌再生能力的迅速下降往往发
生在出生后第一周。

“这让我们看到了解锁心肌增殖密
码的切入点。”王伟说，哺乳动物出生后
第一周内，心肌细胞发生代谢重编程，
即葡萄糖、脂肪酸和氨基酸代谢为底物
的能量代谢模式发生剧烈改变。也就
是说，代谢重编程与增殖能力丧失二者
发生的时间窗几乎一致，但孰因孰果尚

不清楚。代谢重编程是否是心肌增殖
再生的关键调控机制，成为亟待回答的
科学问题。

王伟团队在论文中深入论述了代
谢重编程的特征、触发因素和分子调
控网络，系统阐释了代谢重编程与心
肌细胞增殖的内在联系。基于国内外
同行的报道和本团队工作，提出“能量
代谢重编程始动心肌细胞增殖”的学
术假说，即代谢重编程是哺乳动物出
生后心肌丧失增殖能力的原因而不是
伴随现象；代谢重编程的触发是四种
环境因素迅速而剧烈改变的协同作用
所致；通过干预关键酶而逆转代谢重
编程是促进成年心肌增殖再生的有效
途径等。

业内人士称，该文不仅为心脏再生
相关研究提供了发展方向，对于治疗心
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王伟表示，未来该团队将进一步
解析心肌增殖再生的调控机制，设计时
空靶向编辑关键代谢酶的干预策略，
以期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更有效
的方案。

重庆科研人员为心脏再生研究
提供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