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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缙云山
自然保护区内违建拆除面
积累计8万余平方米，中
央环保督察指出、新华社
内参反映、自然资源部交
办、绿盾行动查出的“四
个交办”问题以及我市自
查自纠发现的问题共计
340宗，完成整改333宗，
整改完成率达97.9%

■没有完成整改的7
宗问题均属于宗教历史
遗留问题，其违建部分已
做到应拆尽拆、应改尽
改，其余部分待缙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
划获批后，办理集体土地
征收转用并完善手续

■缙云山自然保护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
得阶段性成果，得到中央
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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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暮春初夏，是缙云山一年中最清新
的时节。

上山道路在高大的乔木与翠竹中
蜿蜒，阳光透过枝叶星星点点地洒落；
轻风徐来，带着山间欢悦的鸟鸣和缙云
寺杳杳的钟声。

站在一个叫马中咀的山崖边，近可
观苍茫如浪的绿色群山，远可眺玉带般
流过的嘉陵江，还可鸟瞰山脚下风光如
画的北碚城区。

这里是中国特大城市中罕有的“三
区叠加”之地：在有“物种基因库”之称
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外，是闻名遐迩
的缙云山风景名胜区，山下是繁华的重
庆主城区。

“三区叠加”，一度也为缙云山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与利用带来困扰。以前，
毗邻自然保护区的原住居民和农家乐

“靠山吃山”，蚕食林地现象时有发生；

囿于保护区的严格政策，长居于此的原
住居民生活不便，也无法新建基础设
施、发展产业，增收较为困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我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2018年6月，重庆打响
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的攻坚战，坚持“保护生态、保障
民生”的方针，实行“铁腕治山”。市委、
市政府作出决策部署，市级相关部门通
力协作，基层干部有力推进，探索“生态
美、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四
山”保护提升提供了范本。

城市“绿肺”亟待“减负”

李星华是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的
林业队长。“五一”小长假期间，他带头
巡山劝导游客。“莫乱扔垃圾，莫野外用
火。”李星华拿着喇叭巡回宣传，“这是
重庆的‘绿肺’，我们一起好好珍惜！”

这片让李星华珍惜的“绿肺”，对重
庆有着特殊意义。缙云山自然保护区
横跨北碚、沙坪坝、璧山三区，主要保护
对象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其生态系
统。这里是地球同纬度保存较为完好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之一，有
2407种植物和51种国家级保护珍稀植

物，是重庆地区宝贵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库；同时缙云山风景名胜区有着巴渝十
二景之一的“缙岭云霞”和星罗棋布的
人文景观，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山下
则是繁华的重庆主城城区，集聚着大量
的城市人口，布局了大量高新技术产
业。“三区叠加”既凸显缙云山保护区生
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又增加了保护工作
的难度和复杂性。

“我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根’，以前
没想过要离开。”李星华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就在一些邻居下山到北碚城区
买房住时，他却就地建房、装修，其中部
分房屋是“顺便”占用老宅周边的地扩
建而来。

2001年缙云山国家级保护区成立
前，山上有大量原住居民。少数人乱搭
乱建、超占超建，房屋不断“长高长胖”；
其中部分农家乐在经营过程中，有盗挖
竹笋、盗采草药等违法违规行为。

由于原有的监督管理体制不顺、执
法不严，保护区内出现违法建设、违规
经营、农家乐无序发展、乱占蚕食林地
等问题，对保护区生态系统构成一定程
度的威胁。

“三力”绘就“三张图纸”

“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涉及的

主体多，形成的时间久远，产生的原因
较为复杂，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缙
云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推进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推进办”）
有关负责人说，这些问题仅靠某个区或
某个部门难以解决。

对此，我市依靠“三力”，绘就解决
整治难题的“三张图纸”。

依靠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指挥力，
综合整治工作定好“作战图”。2018年
6月初以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
记、市长唐良智前后9次到缙云山靠前
指挥，调研督导，听取整治进展情况汇
报并作出20余次指示；市委、市政府召
开会议研究部署综合整治工作33次，
出台《缙云山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方案》，有针对性地明确了整治重
点任务、推进措施、时序安排和任务分
工，确保综合整治工作能保持正确的方
向、高效的运转，取得扎实的效果。

依靠市级各部门谋划协调力，综合
整治工作制好“施工图”。市林业局、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
积极发挥参谋和协调作用，结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实质，在
法律空白和整治要求不明晰之处，提出
创新性政策建议和解决办法；运用最新
影像图开展为期1个月的全覆盖调查，
排查出3085宗建构筑物，并经技术人

员实地走访测量，除中央“四个交办”问
题190宗外，自查发现和认定150宗违
建，为精准施策奠定了基础。

依靠基层干部的战斗执行力，综合
整治工作绣好“效果图”。北碚、沙坪
坝、璧山三个区分别成立专班，组织500
余名干部走访原住居民，召开座谈会、
院坝会，发放宣传资料数千册；开展常
态化“现场办公”“马路办公”，征集到群
众想法、诉求5300余条，并将带有普遍
性的诉求纳入政策决策中，切实解决群
众的具体问题。

1140余名原住居民迁出

“综合整治拆迁工作，除了依法依
规，干部们更多是以情以理，将工作做
细做实。”推进办有关负责人说。

说起自己家的拆迁，李星华表示，
他从坚决反对到坚定拥护，经历了漫长
的过程。

最初镇、村干部来宣传拆迁时，李
星华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毕竟房屋是自
己花了一大笔钱、费了很多心血才修成
的。

拆违没有搞“一刀切”。镇、村干部
十余次上门宣讲政策，告诉他只需拆掉
违法部分，他勉强同意。

施工队入场拆违，干部和他一起监

督，确保应拆尽拆，不该拆的一寸不
动。为了保证合法部分房屋结构的完
整性和安全性，一间小屋前后拆了 8
天。

在8天里，干部们语重心长地向他
宣讲政策，希望他拆违后继续珍爱环
境，保护缙云山的每一寸绿色。

“政府都为我、为这座山想到这个
份上了，我还有啥可说的呢？”李星华感
慨，“这里是我的‘根’，但生态保护不
好，‘根’也不存在了。”

第八天下午，他对干部说：“全拆了
吧，我搬到北碚城里的女儿家。”

拆了自己家后，他还动员哥哥李星
庸拆迁房屋，下山居住。在两兄弟的带
动下，缙云村的拆迁整治工作很快完
成。

对于一些不愿整改的企业，各区则
采取了强制措施。璧山区大路街道有
一家工业企业位于保护区边缘的实验
区内，其建筑属于违法用地、违章建筑，
应予以拆除。但由于企业配合意愿不
强，璧山区对其实施了强制断电停产。
目前，该企业已完成拆除和厂区原址覆
土复绿工作。

近两年来，缙云山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和缓冲区内，1140余名原住居民迁
出；核心区和缓冲区全面禁止包括农家
乐在内的生产经营性活动，三个区引导
实验区内20余家农家乐退出经营。整
治过程中，没有发生集中上访或群体性
事件。

四级林长守护缙云山生态

在黛湖旁，一块北碚区林长公示牌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公示牌上，明
确了北碚区级林长是区委书记和区长，
缙云山区级林长是分管副区长，留有相
关电话、责任区面积及林长职责。

为探索整个缙云山山脉生态保护
长效管理机制，我市在缙云山山脉建立
了市、区、镇街、村居委的“四级林长”
制，共有林长261人，其中仅缙云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就有各级林长196
人，实现了“山林有人管、事情有人做、
责任有人担”。

为防止综合整治效果反弹，我市还
推行了多项跟进措施。在拆违原址上
开展生态修复，本着因地制宜、适地适
树的原则种植各类花木50余万平方
米；及时开发巡山守卡护林员、保洁员
等公益岗位300余个，确保搬迁的原住
居民有稳定收入来源；围绕“城市绿肺、
市民花园”，突出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
自然、人文、民生、休闲等四大类功能，
在为山上“减负”同时，在山下结合乡村
振兴和产业发展，建设64.5公里的环山
道，发展生态康养休闲产业，真正实现

“生态美、百姓富”。

□本报记者 陈钧 通讯员 任江兵

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地区
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今年一季度，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简称重庆保税
港区）交出亮眼成绩单：规上工业总产
值实现168.65亿元，同比增长3.75%；
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12.32亿元，同比
增长38.1%；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9.28
亿元，同比增长53%，占全市跨境电商
交易额的63%。

作为重庆重要开放引擎，重庆保税
港区如何保持动力不减？重庆日报记
者对此展开采访。

向企业派出“驻厂服务员”
疫情中打出“组合拳”

为企业解围

今年春节，纬创资通（重庆）有限公
司（下称重庆纬创）副总经理魏国珍、行
政暨人力资源处处长何志勋，没有像往
年那样回家乡台湾省亲，而是把全部精
力投入到重庆保税港区的工厂里。

“疫情期间，要在保障员工健康的
前提下有序生产，我们需要做好每个细
节。”魏国珍说。

重庆保税港区围网内，有翊宝、仁
宝、旭硕、纬创等4家重点智能制造企
业，生产的各种智能终端出口到世界各
地，每年为重庆贡献近千亿元工业产值

和全市约五分之一的进出口额。
今年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对

这4家企业造成较大影响。由于人员流
动受到限制，截至2月底，4家企业产能
恢复仅60%，产业工人复工率仅40%。
这让今年前两个月重庆保税港区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一度同比下降14.4%。

如何稳住工业产业基本盘，保持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重庆保税港区面临
严峻挑战。

“疫情防控压力大、产能下滑、订单减
少、原材料供应不足、物流运输给合成本
上升等困难一起‘围困’企业，我们必须一
项一项解决，才能有效推动企业稳产、增
产、达产。”重庆保税港区有关负责人说。

为解决企业困难，重庆保税港区在
向4家企业派出“驻厂服务员”的同时，
还打出一套“组合拳”：

针对复工复产备案申请办理，重庆
保税港采取“一人办”“全程办”的工作
机制，快速审批。4家企业于2月11日
全部实现复工复产。

针对工人返岗难问题，重庆保税港
区积极协调市人力资源部门，在加大人
力资源招募的同时，还助力企业开通
200余辆“点对点、门到门、一站式”直达
专车，前往市内18个区县及四川广安
等多个外地城市接回员工。截至4月

28日，4家企业产业工人已达4.2万人，
较去年同期增长50%。

针对配套供应链供给不足的问题，
重庆保税港积极与供应链地区政府协
调，优先保障供应链企业复工复产，确
保全产业链快速恢复生产；针对物流运
输困难，优先推动物流运输企业复工复
产；针对企业成本上升、经营压力增大
的困难，及时帮助企业申请和兑现市政
府系列暖企政策等。

魏国珍表示，这套“组合拳”切实为企
业解围，帮助企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向高附加值环节进军
用延伸产业链和智能化

改造提升效益

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劳动力、土
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如何保持竞争力？

重庆保税港区成绩单背后，有这样
一条路径：通过推进企业产业融合升
级，延伸产业链，稳步提升加工贸易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019年6月4日，重庆翊宝智慧电
子装置有限公司（简称翊宝）首票全球
维修货物正式出区发往美国，实现全球
维修业务“零突破”；2020年，翊宝维修

业务量预计将达到100万台。
今年3月，总投资5亿元的纬创智

慧制造5G研发中心项目正式落地重庆
保税港区。纬创研发中心将打造研发、
制造于一体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实现
生产制造和生产研发的无缝衔接。

重庆保税港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一
季度，保税港工业增加值率实现38.1%
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企业扩展上游和下游
产业链，实现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增
强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重庆保税港区还推动企
业加大智能化改造力度，进一步提升生
产效率。

今年以来，保税港区重点企业新启
动了3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总投资近2
亿元。其中，旭硕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将
建成投用一条全自动化组装线，成为港
区首家实现单条计算机产品组装产线
工序全自动化生产企业。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重庆
保税港区智能终端企业已投入智能化改
造资金10亿元，企业整体生产良品率已
提升至98.5%，平均降低生产成本10%，
生产效率提升30%，人力减少30%。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产业政策扶
持力度，大力推动企业进行智能化改
造，力争到2020年港区智能终端产业

加工制造整体自动化率提升至90%，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平均达到50%。”重庆
保税港区产业一部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称，今年重庆保税港区还
将加快围网外工业产业布局，围绕“芯屏
器核网”全产业链，依托现有电子产业体
量，重点打造核心零部件配套产业集群，
力争今后网外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

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53%
抓住发展“风口”充分

释放服务贸易活力

今年受疫情影响，传统产业受到较
大冲击，但跨境电商却迎来了发展“风
口”。而重庆保税港区提前布局，充分
把握住了这次机遇。

近年来，重庆保税港区吸引阿里巴
巴菜鸟、唯品会、考拉海购等全国前三
强跨境电商企业；在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的引领下，又累计吸引了32家运营企
业、170余家平台企业，带动形成了中小
跨境电商企业集群协同发展的产业生
态。这让跨境电商行业在疫情期间展
现出逆势而上的活力。

今年一季度，保税港区跨境电商交
易额突破9.28亿元，同比增长53%，占
全市跨境电商交易额的63%，其中进口

交易额约7.44亿元，成交订单475万
票，约占全市订单总量的78.77%，实现
跨境电商综合税6977万元，约占全市
进口业务综合税的58.94%。

虽然疫情阻挡了部分市民出国消
费的步伐，但在重庆保税港区的“一带
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仍可买到货
真价实的海外特色商品。

“一带一路”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以国
家馆的形式汇聚全球一流商品，目前已
打造了包括德国馆、捷克馆、马来印象
馆、俄罗斯商品馆、泰国生活馆、意大利
馆、澳洲馆、新西兰馆-澳新生活体验中
心、肯尼亚风情馆、瑞士馆、美国馆、波兰
生活馆、斯里兰卡馆等20个国家馆。

该交易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内，
展示交易中心将新增5个国家馆，特色
商品种类也将由 5万个增加到 5.5 万
个。目前展示交易中心正向重庆海关
争取“保税网购+线下自提”模式。该模
式下，消费者可直接在展示交易中心购
买并提货，增加购物体验。

推进业态创新是保税港区服务贸
易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今年4月初，在
重庆海关的支持下，重庆保税港区跨境
宠物食品也取得实质性突破。自今年2
月中下旬至3月底，港区空港仓已累计
到货入库宠物食品10808件，累计发出
1596单，且随着备案品种日益增多，订
单呈现爆发式增长。2019年底，阿里巴
巴旗下天猫国际进口超市宠食直营仓
落地空港菜鸟保税仓，今年3月空港考
拉海购仓直营宠食项目也启动运行。
同时，保税港区还引入海内外优质企业
入驻宠食项目，目前已引进全球11个
品牌，备案近百个品类。

重庆保税港区一季度交出亮眼成绩单背后

开放引擎如何保持动力不减

铁腕治山 为城市“绿肺”减负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报道之一

4月26日，春季的缙云山满目翠绿。 记者 万难 摄

下图：拆违治理后的缙云山葵莲养心谷入口。
记者 万难 摄

上图：拆违前的缙云山葵莲养心谷入口。
（北碚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