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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块连屏显示器上，一串串数据不停闪
现，值班人员牢牢盯住屏幕，精确识别数据的变
化和异常……

这是近日记者在长寿区能源数据中心看到
的一幕。该中心负责人张召涛介绍，大数据将信
息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在大屏幕上，通过数据分
析，可以为长寿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提供决策
服务。

去年 3 月，长寿区投资 1000 余万元建设能
源数据中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
息化技术，统筹水、电、气、油等能源数据资源，
深挖数据价值，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数据
支撑。

在该中心的大屏幕上，对企业的实时监控画
面不停转换着角度，可以看到关键设备的运行情
况，大屏幕左侧的企业用电曲线图向上高高扬
起。“这两条用电数据增长曲线同时增长，就说明

他们的生产设备和环保设备同时在运行。”张召
涛介绍，根据用电数据比对，可以及时发现企业
是否按规定启用环保设备，是否存在偷排问题，
一旦发现有异常，相关部门将立即启动调查程
序，而数据将成为企业违法行为的证据。

长寿区能源数据中心的建立，不光是给企业
环保排放装上了“天眼”，更是为企业节能减排划
上了红线。去年以来，该中心打通了企业能耗数
据隔阂，建立起企业用能监测系统，实时勾勒企
业用能画像、监测碳排放等数据，通过引进新疆、
内蒙古等地清洁电力资源，全力保障全区企业清
洁能源供给，引导企业能耗向电能替代转型升
级，力争提前实现“双碳目标”。

长寿区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顾艳春介绍，长
寿区还通过能源数据中心，运用大数据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助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助力长寿工业添智、添绿。

大智慧 织密绿色“防疫网”

长寿区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是重庆传统老工业基地和新型工业化的主
战场，是重庆主城都市区四个同城化发展先行
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长寿区扎实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争当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发挥示范作
用主力军，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长寿区坚定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积极
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生、良性
互动新路子。在思想认识上，把新发展理念作
为“指挥棒”“红绿灯”，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生产
力、抓生态环境保护就是抓高质量发展的观
念，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面子与里子、近期与
长远、高增长与高质量等关系，宁可不进位也
决不要“黑色的GDP”“带血的GDP”。在规划
布局上，优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布
局，严格国土空间管控，科学编制“三线一单”
及长江长寿段岸线 1 公里范围内产业规划。
在路径方法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
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参与共建明
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严守产业准入“绿色门
槛”，否决“两高一资”项目 70 余个，全面完成

“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和能耗“双
控”目标，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完善和落实三级河（湖）长体系，切实做到一河
一长、一河一策、一河一档。在责任机制上，优
化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并科学分配绿色发展权
重，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448 件，严肃问责
24人，倒逼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

正确处理破除旧动能与培育新动能的关
系。长寿区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壮
大新兴产业“两条腿走路”，着力提升绿色
GDP 含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着力
破除旧动能。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去除永航钢
铁 90 万吨过剩产能，以壮士断腕决心关闭退
出 29 座非煤矿山和所有煤矿、环保搬迁 78 年
历史国企老厂长寿化工厂。着力防范化工污
染风险，关停沿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项目 18
个，坚决不让一滴工业污水流入长江。加快传
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升级换代，先后投入100亿
元实施企业智能化改造升级，占技改投资比重
超过75%。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新动能。紧盯
高端新材料资源利用效率高、生态效益好等特
点，引进培育新材料重点企业68家，着力推进
钢铁材料、综合化工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化、
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打造国家级新材料和先
进制造业基地。同时，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大力发展现代临港绿色经济，推动产城园
港景融合发展，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正确处理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关系。长寿区立足自身生
态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有
效路径。推动数字经济为绿色发展聚势。紧抓重庆建设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机遇，着力打造小康动力等一批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加速建设以双活数据中心、5G技术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等项
目为重点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产业，促进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循环经济为绿色发展赋能。建立健全国
家级长寿经开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构建天然气化工、化工新材
料等六大循环经济产业链，提质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循环
种植养殖经济，全面完成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推动生态经济为
绿色发展助力。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经
济，大力推动存量产业绿色转型。积极探索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推动天赐长寿湖、长寿菩提山等一批城乡自然资本加快增值，
努力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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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由长寿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长寿区凤山公园长寿区凤山公园

让让绿色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在重庆经济发展的版图上，工业是长寿的“经济坐
标”。

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长寿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到1117.4亿元，较2015年翻了一番；工业亩均投资和产
出强度分别提高到400万元、500万元，工业利润达到
44.5亿元。“十三五”期间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个、
市级绿色工厂4个，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而另一组数据显示：同样在2020年，长寿区亿元地
区生产总值能源耗用量比2015年降低 16%，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用水量比2015年降低15%……

这“一增一减”的背后，正是长寿区提升绿水青山
“颜值”、做大金山银山“价值”的真实写照。

——做减法，“有舍才有得”。“十三五”期间，长寿区
严格落实环境准入和企业投资禁投清单，累计否决、劝
退能耗高、安全风险高、环境风险高、污染治理难度大的
项目达70余个；关闭高能耗、高污染水泥厂3家，环保搬
迁具有78年历史的长寿化工厂，去除钢铁过剩产能90
万吨；关闭退出29座非煤矿山和所有煤矿……

——做加法，“老树开新枝”。坚持延链补链与技改
升级并举，深入推进“百企改造”提升工程，推动钢铁冶

金、综合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建成西部
绿色智能钢铁冶金产业链；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20.1%。

——做乘法，“插柳绿成荫”。以“高”“新”“绿”产
业为导向，强化创新驱动，建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引进培育独
立法人化研发机构 17 家，建成院士工作站 3 个、博士
后工作站2个，校地合作基地2个，不断增强绿色发展
新活力。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 558 家、高新技术企业
110家。

——做除法，“废物变宝物”。长寿经开区从企业小
循环、园区中循环、社会大循环三个层面，大力推进循环
化改造，形成了副产尾气综合利用、特色副产物综合利
用、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循环经济关联
度提高到96%以上，粉煤灰、脱硫石膏、化工废弃物等综
合利用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示范基地、国家循环
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国家绿色示范园区……近年来，
长寿区平添多个“国字号”招牌，用实绩实效谱写出了产
业生态化的新篇章。

奋发有为 谱写产业生态化新篇章

仲夏的长寿，碧空如洗，远山如黛，水平如镜，一个山
清水秀的美丽之地。

长寿素有“天府膏腴之地，川东鱼米之乡”之称，生态
环境良好，生态资源丰厚。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过程中，长寿区不算小账算大账，不算眼前账算长
远账，不算地方账算整体账，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着力将
生态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做足“山水”文章，建设都市康养休闲旅游区。长寿
区依托寿山、寿水、寿湖、寿乡，打好“绿色山水游”“古色
人文游”“特色乡村游”三张牌，提升“天赐长寿·人人向
往”品牌价值。

——“绿色山水游”主要依托明月山、五华山和长寿

湖、大洪湖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休闲避暑、疗养度假、中
医康养、特色垂钓等产业。

——“古色人文游”主要依托狮子滩水电文化、巴妇
清养生文化、三倒拐历史文化等，塑造“长寿”文化标识，
做好长寿缆车、三倒拐、菩提山等人文景点包装整合、营
销推广，建设中华长寿文化旅游名城。

——“特色乡村游”以长寿慢城为引领，大力发展
特色观光游、深度体验游，建设集“慢食、慢居、慢行、慢
游、慢购、慢娱”为一体的慢游之都，为重庆中心城区市
民提供休闲度假好去处。

目前，长寿湖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4A级景区，获评
“中国（重庆）气候旅游目的地（气候养生类）”、重庆首

批十大旅游度假区；长寿菩提山、菩提古镇也成功创建
国家 4A级景区。今年 1-4月，全区接待游客 391.1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2.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2.45%、
51.56%。

做好“林田”文章，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长寿
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盛产水稻、柑橘、鲜鱼等农副产
品，曾是全国的产粮大区、优质水果基地。依托这些优
势，长寿区做好“林田”文章，加快农村“三变”（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步伐，大力实施农业产
业化六个“十万”工程，即：发展壮大10万亩现代高效粮
油优势区，加速提档10万亩塔罗科血橙、10万亩晚熟杂
柑、10万亩长寿柚优势区，发挥“两湖”优势打造10万亩

有机渔业优势区，加快建设年产10万吨鲜蛋生产基地。
与此同时，长寿区以农业产业化为支撑，推动农旅、

文旅融合发展，让“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
房”成为现实，为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升级键”。长寿
慢城是长寿区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的重要载体，也是
全市乡村振兴试验示范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它位于长寿
国家级现代农业种植园区内，依托这里的4.8万亩集中成
片的晚熟柑橘，将乡村振兴与“国际慢城”理念结合起来
打造，如今已成为“网红”打卡地。项目核心区的农民也
受益匪浅，去年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余元，高
出全市平均水平近1倍。

顺势而为 打造生态产业化新样本

长寿区桃花新城

担当作为
构筑共抓大保护新格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020年，长寿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33天，较

2017年增加 51天，为历史最佳；长江长寿段水质达Ⅱ
类，长江一级支流龙溪河、御临河长寿段水质保持Ⅲ类，
长江一级支流桃花溪碧桂园断面年平均水质达Ⅲ类，实
现历史性根本好转……长寿百姓的幸福感，写在青山绿
水间。

风物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天地宽。
近年来，长寿区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落实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
定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
展，让绿色成为长寿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的鲜明底色和亮丽成色。

——源头严防。科学编制《长江长寿段岸线1公里
范围内产业规划》及“三线一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范围 332.22 平方公里，坚决禁止沿江 1公里范围内新
建化工项目，严控与主导生态功能不符的开发建设活
动；推进国家排污许可环境管理改革，实现排污许可

“全覆盖”。
——风险严控。建成全国一流、全市领先的“装置

级、工厂级、片区级、经开区级、流域级”五级水污染风险
防控体系和在线监测系统，坚决不让一滴工业污水流入
长江；深入实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完成146家重点企
业环境信用评价，构建企业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

——过程严管。坚持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
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24
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构建三级河（湖）长体系，设立
三级河（湖）长448人，覆盖河流173条、水库107座；在
全市率先设立独立的街镇环保所，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
员95名；督促重点排污企业全面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并
确保正常运行，完善企业环境治理信息主动公开机制。

——后果严惩。创新“生态环境+公安+检察院+法
院”联合工作机制，在全市率先探索出“提前介入”与“线
索移交”相结合的联合侦办模式，铁腕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448件。

——共建共享。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细胞创建，引导市民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近年
来长寿区累计完成植树造林58.5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
至47.5%，城市绿地率达45.6%；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99平方公里，水土流失率下降到32%以下。

踏歌而来，向绿而行。如今，一幅产业兴、生态美、
百姓富的动人画卷正在长寿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以崭
新的奋斗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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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66%%

森林森林
20202020 年年 ，，森 林 覆 盖 率森 林 覆 盖 率

4747..55%%

土壤土壤
20202020 年年，，污染地块安全利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达到用率达到100100%%

固废固废
20202020 年年，，危险废物规范化危险废物规范化

处置率达处置率达100100%%，，工业固体废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达物综合利用率达9999..11%%

长寿湖寿岛长寿经开区长寿慢城

长寿区范家桥水库下游，吕家湾2号隧洞掘进
现场，庞大的山体被120米长的盾构机“啃”出1700
米长的隧道，龙门吊不停起重装载，运渣车来回转
运……

这是长寿区龙溪河——桃花溪水系连通工程，
取水口位于龙溪河六剑滩电站处，出水口位于桃花
溪范家桥水库大坝下游，工程全长8061.91米，总投
资31185.28万元。

斥资3亿多元建设这样一个水系连通工程，意
欲何为？长寿区水利局局长王涛说，只为修复桃花
溪生态，还市民一条水清景美的“母亲河”。

桃花溪是长江一级支流，全长63公里，流域面

积361平方公里，是长寿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区域，被长寿人民誉为“母亲河”。

然而，早前由于沿岸工业、农业以及生活垃圾
的污染，桃花溪积垢成疾，治理桃花溪的呼声越来
越高。2014年，长寿区举全区之力，以铁腕手段打
响了桃花溪污染综合整治攻坚战，制定了“流域治
污、河道清淤、景观打造、生态修复、集中整治、长效
管理”的总体思路。

河底淤泥，挖；河面垃圾，清；城市管网，改；沿
岸绿树鲜花种起来，景观园林建起来……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件接着一件办，如今的桃花溪迎来了蝶
变：河面的漂浮物不见了，看到的是清澈见底的一
湾碧水；沿岸难闻的恶臭消失了，看到的是五彩斑
斓的景观带；泥泞的小路没有了，看到的是通畅无
阻的休闲步道和宽敞整洁的休闲公园……俨然成
了百姓的桃花源！

生态治理不仅要面子更要里子。桃花溪污染
综合整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长寿区委、区
政府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实施了该区近年来斥资最
大的民生工程——桃花溪、龙溪河水系连通工程，
引龙溪河源源不断之活水，保障桃花溪生态基流，
以此改善和修复桃花溪河道水生态系统，确保桃花
溪水长流、水长清。

迎着仲夏的朝阳，熙熙攘攘的市民漫步在桃花
溪的滨河步道上，欢声笑语不断。“过去那个桃花
溪，又回来了！”大家纷纷点赞。长寿区桃花溪

大手笔 打造百姓“桃花源”

长寿发展的滚滚车轮一直在机遇与挑战中奋进！
从国家“一五”计划、“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寿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发展，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

大企业、大园区，狮子滩水电站、中国石化四川维尼纶厂、国家级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应运而生。
进入新时代，迎接新挑战，展现新作为。长寿区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在危机中

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绿色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