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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重庆怎样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七方面发力 绘就巴渝城乡大美画卷

2025年2月 1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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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2月12日，酉阳县花田乡中心村，满山的翠林间，遍
布蜂箱。

去年，中心村共养殖了3000群中蜂，而在花田乡，
其规模有1万群左右，近300户蜂农凭此收入近170万
元。

“过去，这些蜂蜜都是卖不出去的土货。”花田乡相
关负责人冉承平介绍，从2023年起，花田乡逐渐“唤醒”
山的价值，土货成了炙手可热的“土特产”。

花田乡平均海拔超过800米，全乡辖区面积84.2
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72%，金银花、桂花、樱
花、五倍子、玄参等蜜源丰富，因此大部分村民家中都

养有中蜂。
然而，过去这些中蜂总是“吃不饱”。并非它们“懒

惰”，而是因为蜂箱都放置在村民房前屋后，对这些采蜜
范围仅几公里的中蜂而言，香喷喷的蜜源看似近在咫
尺，实则远在天涯。

“花田乡的中蜂采不到蜜源，一方面是养殖技术问
题，另一方面反映出村民林地产权的不明确。”冉承平解
释，大家的林地边界模糊，有的村民没有林地，有的村民
虽有林地，但没有管理利用，仅将一些树木砍来当柴火，
不仅资源没有实现效益转化，生态环境还遭受一定破
坏。

2023年，花田乡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6万余亩林
地作为国储林，同时，中心、茶香、老龙、张家、花田、何

家岩6个村各出资100万元，成立强村公司，并引进重
庆今山银山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山银山公司）开
展合作。

“林地流转后，村民便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砍伐树木，
遍布蜜源的林间就可放置蜂箱。”冉承平补充说，今山银
山公司为有养蜂意愿的村民提供农资和技术，符合产品
标准的蜂蜜，由强村公司以150元/斤的保底价统一收
购，再以170元/斤的价格销售给今山银山公司，作为

“酉阳800”产品卖出深山。
这一年，中心村成为产业发展试点村，村里建起蜂

蜜中心，实时记录蜂箱温度、湿度、重量以及蜜蜂进出
量、活动频率等数据。一旦某个数据指标出现异常，系
统会立马弹出预警信息，从而减少蜜蜂的病死率，提升

蜂蜜品质。
一开始，用数据“养”蜂这件事，大部分村民觉得只

是噱头，不置可否。这时，村干部崔鹏宇站了出来，报名
养殖了70群中蜂。见有人带头，村民也陆续开始认
领。2023年，中心村中蜂养殖规模达到1000群。

“智慧养蜂还真有搞头！”中心村一组村民齐付安过
去养殖有几桶中蜂，产量低且没有销路，认养60群中蜂
后，第二年便收获近200斤蜂蜜，收入近3万元。

去年，中心村中蜂养殖规模达到3000群，其产业发
展模式迅速推广至全乡，近300户蜂农养殖约1万群中
蜂，收入近170万元。

“这些中蜂大部分还未稳定产蜜，待它们成熟后，青
山将‘酿’出更多效益。”冉承平说。

酉阳花田乡：唤醒山的价值“酿”出甜蜜产业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2月11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建设“六区一高地”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
场），围绕2025年重庆市怎样推进美丽中国
先行区建设介绍相关情况。

发布会提出，按照“新春第一会”的安排
部署，我市制定了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重点措施，将实施七
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余国东介
绍了有关情况。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袁尧，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韩列松，市住房城乡建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席红，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廖聪全，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市农业农
村委副主任秦大海回答记者提问。市委宣
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何涯主持。

实施七个方面重点工作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重庆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
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
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九治’攻坚
取得了显著成效，建设美丽重庆迈出坚实步
伐，青山常在、蓝天常驻、碧水长流的城乡大
美画卷在巴渝大地徐徐展开。”余国东介绍，
今年，重庆将从七个方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
区建设。

以治水治气治土为牵引，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首先是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
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今年重点完成涪
江、綦江、阿蓬江等5条重要支流入河排污
口整治，累计建成30条美丽河湖、50条幸福
河湖；其次是打好蓝天保卫战，完成4家钢
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动150家重点行业
企业提升环保绩效等级，淘汰治理3.8万辆
老旧车辆；第三是打好净土保卫战，全面落
实耕地分类管理措施，持续推进污染地块修
复治理，切实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全。

以治废治塑为抓手，提质建设全域“无
废城市”。通过推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和厨
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序推广竹木制品等塑
料替代产品等，让更多固体废物“变废为
宝”；到2025年底，重庆将累计建成“无废城
市细胞”4000个以上。

以治山治岸为基石，提升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持续性。今年，重庆将建设“两岸
青山·千里林带”35万亩、国家储备林50万
亩；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严格落
实长江十年禁渔；开展三峡库区危岩治理攻
坚战，完成431处存量危岩隐患综合治理。

以治城治乡为重点，打造全市域整体大
美风貌。一方面，重庆将高水平建设山地特
色生态之城，累计完成“两江四岸”治理70
公里，新增城市绿地面积1000万平方米；另
一方面，将高品质建设巴渝和美乡村，今年6
月底前实现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完成
500个行政村社环境整治，新建巴渝和美乡
村达标村2000个以上。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统领，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发展。开展企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
化改造，推动近零碳园区、近零碳公共机构
试点建设，发展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产业；实
现“长江绿融通”系统与“绿效码”互联互通，
力争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0000亿元；通过

“碳惠通”平台建立个人碳账户，老百姓只要
多乘坐公共交通、消费节能环保商品等都可

以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奖励，将“衣食住
行”中低碳元素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以改革创新为突破，重塑超大城市“大
综合一体化”生态治理系统。深化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迭代升级生态环保数字
化平台，拓展“巴渝治水”“巴渝治气”“巴渝
治废”等重点应用实战成果；持续优化生态
环境监测网。

以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后半
篇文章”为契机，着力提升生态环境问题管
控效能。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打表推进第三
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任
务，集中攻克和解决一批成因复杂的重点
难点问题。

持续深化水环境治理
全面开启排水管网改造建设攻坚行动

“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余国东介
绍，2025年，重庆将持续深化水环境治理，
推动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扎实抓好长江大保
护。

“我们将全力守护群众饮水安全。”余国
东介绍，今年重庆将持续推进饮用水源保护
区内环境问题整治，加强涉水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环境监管，强化城乡供水突发水质污染
应急处置，健全完善突发水环境事件预警、
响应、处置体系。

“2025年，我们将以中心城区城镇生活
污水治理改革为抓手，全面开启排水管网改
造建设攻坚行动。”席红介绍，今年重庆计划
建设改造城镇排水管网2500公里、新增污
水处理能力50万吨/天以上。

为此，重庆将着力补齐管网“短板”，按
流域逐片、逐段、逐线开展管网排查；坚持排
查问题“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清零一处”，实
施九宫庙片区雨污水管网整治工程等项目
300余个；加快推进排水管网数字化建设，
对风险区域加密布设液位计、摄像头等感知
设备。

“我们还将持续对污水处理厂提标扩
容、改造升级。”席红介绍，鸡冠石污水处理
厂四期扩建工程将在今年6月底建成，建成
后将新增污水处理能力40万吨/天、总规模
达到120万吨/天，位居西部第一；万州区江
南污水处理厂、合川区污水处理厂三期等6

座污水处理厂也将于年内建成。
重庆还将实施中心城区城镇生活污水

治理改革攻坚行动，建立完善排水设施“统
一谋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新机制；优化
施工组织，让更多项目在今年主汛期前完工
投用。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近年来，我市围绕保障三峡库区水生
态环境安全的总体目标，系统推进三峡库区
腹心地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工程，工程整体进度已达96%。”韩列松介
绍，2025年，重庆将从三个方面做好三峡库
区腹心地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
复工作。

首先，强化高水平保护，提升生态品
质。保护好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资源，
维护长江原生生态空间；严格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要求，重点保护好忠县皇华岛、石柱藤
子沟国家湿地公园以及涪陵武陵山、丰都双
桂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其次，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扮靓库区“颜
值”。实施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七曜山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项目，进一步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重点区域生态
本底，在丰都龙河打造以休闲游憩为主题的
立体郊野空间，在万州武陵镇建设以原乡山
水为主题的最美江湾等。

最后，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壮大产业“价值”。依托库区江、
湾、沱、溪、湿地、高山等特色资源禀赋优势，
巩固提升云阳凤鸣、石柱冷水、万州溪口等
生态修复成效，持续推广“生态修复+”模式，
积极引导企业、村民、村集体共建、共享生态
红利。

“长江十年禁渔是恢复长江生态环境、
提升水生生物多样性的战略性举措和标志
性工程。长江干流监测鱼类较禁捕前增加
47种，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珍稀鱼类出
现频率增加。”秦大海介绍，下一步，重庆将
进一步强化上游担当，健全长江十年禁渔长
效工作机制，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切
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首先是在水域生态保护修复上做好文
章，更新发布重要的鱼类产卵场名录，落实

水生生态补偿措施；实施珍稀鱼类保护计
划，开展“水密子”（圆口铜鱼）、“龙丁”（中华
沙鳅）等特色鱼类人工繁育。

其次是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上狠下功
夫，继续实施“亮剑”“平安长江”等专项行
动，保持“水上打、陆上管、市场查”的高压态
势；协调周边省份，持续同步发力，确保长江
沿线政策一致；加快推进“数字政务·长江治
渔”应用上线运行，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执法
监管效能。

第三是在垂钓管理上走好群众路线，为
了保护主要江河鱼类的自然繁殖，重庆将每
年3至6月设为禁钓期，在此期间全市所有
禁捕水域不能垂钓。

深入实施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创造更多惠民有感的优质公共空间

“‘十四五’以来，我市以年均2.4%的能
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6%的经济增长，
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袁尧介绍，2025
年，重庆将从六个方面深入实施绿色低碳转
型行动，推动重庆绿色发展的底色更足、成
色更亮。

一是推动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
项。深入实施长江大保护三年行动，统筹中
央预算内、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污水
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改造、重点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黑臭水体和锰污染治理等。

二是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升
级。推动“重庆造”整车上量焕新、扬帆出
海，力争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30万辆、汽
车产值增长12%；加快培育人工智能、空天
信息等未来产业；不断延伸轻合金材料、纤
维及复合材料等优势产业链条，力争产值增
长10%；实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行动，力争
累计建成绿色工厂400家、绿色园区34个。

三是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
体系。统筹市内市外能源资源，坚持“内增
外引”双向发力，稳步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
力，加快建设“百万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
建成投运“疆电入渝”工程，可再生能源装机
容量达到3844万千瓦。

“重庆还将推动回收循环利用产业高
质量发展。重点培育壮大报废汽车、废旧
动力电池、再生金属、废旧家电和工业设备
等回收循环利用产业，大力推广再生材料
应用。”袁尧介绍，在此基础上，重庆将推动
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用好绿色多补、非
绿少补、不绿不补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鼓励市民节水节电、绿色出行、践行“光盘
行动”。

最后是推动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领域投
资；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我们将高标准推动绿道建设，构建与
超大城市相适应的城市绿道系统，创造更多
惠民有感的优质公共空间。”廖聪全介绍，重
庆将重点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

统一规划建设标准，“一盘棋”建设实
施。编制《重庆市中心城区绿道专项规划
（2024-2035年）》及相关导则、标准，将绿道
分为山地森林型、滨水江岸型、历史人文型、
都市街巷型四大类型；到2035年，中心城区
建成各级绿道共计1000公里。

实施市级绿道示范项目，带动城市品质
提升。由市级整体统筹，统一设计，串联城
乡绿色资源和历史文脉，充分衔接文化、教
育、医疗、体育等城市公共服务点位，形成一
批独具重庆辨识度的城市绿道。

指导实施一批区县级绿道项目，提升百
姓获得感。将指导各区县建设山城绿道
100公里；通过强化与现有道路、居住区、景
区衔接，发挥休闲健身、生态保护和文化旅
游等多元功能。

以治水治气治土为牵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治废治塑为抓手，提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

以治山治岸为基石，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以治城治乡为重点，打造全市域整体大美风貌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统领，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以改革创新为突破，重塑超大城市“大综合一体化”生态治理系统

以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为契机，着力提升生态环境问

题管控效能

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七个方面重点工作

♦

♦
♦

推动环境基础设施补短板强弱项

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推动回收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推动绿色低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

■
■ ■

■

■
从六个方面深入实施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记者陈维灯整理）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