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
索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4月28日，随着《重庆市总林长令（第
1号）》发布，当日起至2022年底，全市“四
级”林长将携手聚力，针对森林资源乱侵
占、乱搭建、乱采挖、乱捕食等“四乱”突出
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标志着重庆全面
迈入林长“治山”时代。

林长制从最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
逐渐成熟，已经成为我市加快生态文明建
设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性举措。

如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全市
总林长，7位市领导分任全市副总林长、中
心城区“四山”市级林长，试点区县的各级
林长各司其职，肩负起加强山林资源保护，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重任，为筑
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加快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保驾护航。

除了林长制外，“十三五”期间，重庆还
实施了河长制，创新林地生态价值市场化
补偿机制、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生态区
位实施非国有林生态赎买等体制机制，使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日趋完善。

提高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便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步伐，为统筹兼顾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我市根据各区域的不同定位，对标
2022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目标要求，明确了
各地森林覆盖率的约束性指标。但一些地
方确实存在着国土绿化空间有限等难题。
以主城区的渝中、江北等区来说，几乎没有
荒山荒坡可用于大规模国土绿化。

为打破这一瓶颈，我市探索实施了提
高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完成森
林覆盖率目标确有实际困难的区县，可以
向森林覆盖率高出目标值的区县购买森林
面积指标，计入本区县森林覆盖率。

目前，部分缺林少绿区县主动对接并
通过向森林资源丰富区县购买森林生态服
务权来落实自身的国土绿化责任。江北区
政府与酉阳县政府、九龙坡区政府与城口
县政府、南岸区政府和重庆经开区管委会
与巫溪县政府等，就先后签订了横向生态
补偿协议，共交易森林面积指标19.2万
亩，成交金额4.8亿元。

“通过实施横向生态补偿，保护发展生
态的地方不吃亏、能受益，对促使各地履行
提高森林覆盖率职责，由被动完成植树造
林任务转变为主动加强国土绿化工作，形
成共同担责、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具有重
要的意义。”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推出林长制、河长制等，实施提高森林覆盖
率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部分区县交易森林面积指
标19.2万亩，成交金额4.8亿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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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捕鱼是违法的，今天我来放
生鱼苗，也算是对自己犯下错误的
一点补偿。”5月26日上午，在濑溪
河川渝交界的荣昌区清江镇河中
岛，因电捕鱼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的先某，在增殖放流点放生了千尾
鱼苗。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河流之一。然而，近些年
来，长江鱼类种群数量明显减少，禁
捕成为有效缓解长江生物资源衰
退、保障三峡库区生态安全关键之
举。

为进一步保护好长江鱼类，重
庆启动实施长江常年禁捕，吹响了
加快长江鱼类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
的“集结号”。

其中，从2020年 1月 1日起，
重庆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实行
全 面 禁 捕 ，禁 止 生 产 性 捕 捞 ；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重庆境内长
江干流（679 公里）、嘉陵江干流
（152 公里）、乌江干流（223 公
里）暂定实行 10 年禁捕；2021 年
1月 1日起，在除保护区及长江、

嘉陵江、乌江干流以外的水域，
暂定实行10年禁捕，让长江更好
地休养生息。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建档立
卡退捕渔船 5342 艘、退捕渔民
10489人，退捕任务全部完成。同
时，重庆开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
专项行动，2020年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10余万人次，开展水上巡查7万
余公里，检查各类涉渔市场主体13
万家次，查办违法违规案件670余
件，侦破非法捕捞水产品案600余
件。

此外，全市共建立起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217处。其中，世界自
然遗产地2处、风景名胜区36处、
森林公园85处、湿地公园26处、地
质公园 10 处，继续推进崖柏、银
杉、金佛山兰等野生植物极小种群
拯救保护和黑叶猴、林麝等珍稀濒
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有效保护
了全市90%以上的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及栖息地、90%以上的陆地
生态类型、85%以上的珍稀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群。

截至2020年底，全市建档立卡退捕渔船
5342艘、退捕渔民10489人，退捕任务全部完
成，同时开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专项行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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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里环境太好了，有树有花有
草有水，真的是大变样。”近日，在南岸区
江南新城苦竹溪滨河生态公园里，不少市
民在此休憩。说起这几年苦竹溪的变化，
大家纷纷点赞。

苦竹溪又名长生河，为长江南岸一级
支流，由南向北纵贯江南新城（茶园），在
广阳湾汇入长江。过去由于污染严重，苦
竹溪一度成为臭水沟。

为彻底改善苦竹溪生态环境，南岸区
启动实施了苦竹溪环境综合整治。南岸
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我市
首批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项目和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试点项目，总投资25.08亿
元，将整治河道共计29公里。目前，近4
公里的示范段整治已进入收尾阶段，滨河
风景带风貌初显。

记者沿着苦竹溪栈道前行看到，经过
对黑臭水体进行整治，苦竹溪水质已大为
改观，靠近河岸的地方能一眼望见水底。
河道岸线两旁栽种了各类树木和花草，在
一些河湾处还有小型生态湿地，水生植物
长于其中，还有鱼儿不时游过。

“政府真是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
事。”正在栈道散步的长生桥镇同景社区
居民陈潓玲说，前两年一到夏天，这里就
臭味难闻，根本没人愿意来河边，甚至住
在附近的人都不敢开窗户，“现在好了，我
在家里推开窗户就是一片美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污
染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重庆
加快治水步伐，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着
力推进清水绿岸、主城区湖库整治、乡镇
污水处理全覆盖、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等重
点工程，狠抓工业污染整治，深化城乡生
活污染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全
力推进黑臭水体整治，解决群众身边的突
出环境问题，长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十三五”期间，我市累计建成80座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建成乡镇和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2500余座；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规模养殖场、大型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分别提高至
84%、98%、100%，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
治理比例达93%以上；累计建成95个工
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实现市级及
以上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覆
盖；累计建成16处船舶污染物专用接收
点、1650个船舶污染物固定或移动接收
设施，全市2391艘400总吨以上船舶全
部完成生活污水收集处置装置改造。

截至2020年底，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为优，取得了长江干流重庆段42个国
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重庆105个市考断
面水质达标比例、消除长江支流劣Ⅴ类水
质断面比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比例、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比
例“五个100%”的成绩。

截至2020年底，重庆取得了长江干流重
庆段42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重庆105个
市考断面水质达标比例等“五个100%”的成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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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是重庆的生态绿肺。过去因
紧邻城区、多头管理、发展受限等原因，缙
云山保护区内村民一度靠山吃山，农家乐
无序粗放式发展，对缙云山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影响。

如今，如果你来到位于半山腰的雨鸣
涧，就会惊奇地发现，这里变样了——曾
经的鱼塘变回了清澈见底的山涧。

“雨鸣涧是缙云山上重要水系的交汇
点。”北碚北泉公司总经理李绚介绍，雨鸣
涧处于缙云山半山腰，其水系上接黛湖等
3个山间湖泊，下接多条溪流，水体总面
积达4900平方米。地形呈现3个梯度，
形成自然的高山流水景观，是缙云山护山
理水的重点工程之一。

也正因这里水量丰沛，过去附近多户
村民搭起简易水坝，把山涧分割成若干池
塘用来养鱼。2018年综合整治启动后，
这些鱼塘全部被拆除，被禁锢的水重新流
动起来。

在此基础上，北碚开展了生态修复和
复绿工作，拟建设富有山地特色的山地溪
塘复合生态系统，仅复绿就达到4600平
方米。现在的雨鸣涧周围，巴茅草、狼尾
草、黄金菊等本土植物重新生长起来，随
风舞动，绿意盎然。

一直以来，推动生态保护与修复都是
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十三五”

期间，我市累计实施国土绿化提升行动、
新一轮退耕还林、长江防护林、岩溶地区
石漠化综合治理、国家储备林、中央财政
造林补贴和森林抚育等林业重点工程，推
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生态环境发生
了显著、可喜的变化。

巫山对长江两岸110余处“创面”“天
窗”和20处非法码头进行了生态修复，重
点在长江、大宁河沿线营造红叶景观林，
共栽植黄栌、乌桕等红叶树1200万余株，
新（改）造红叶景观林5万余亩，初步形成

“北有香山红叶、南有巫山红叶”的大格
局。

永川以“楠木行动”为抓手，利用该区
960亩国家林木种子资源库桢楠资源，大
力培育和推广栽植楠木，每年免费发放两
年生轻基质容器苗100万株以上，在宜林
地、农村“四旁”隙地、茶叶基地、城区公共
绿地、中小学校园，以及低效残次林改造
中大力种植楠木，打造“楠木之乡”。

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截至2020
年底，重庆森林面积从“十二五”末的
5611万亩增加到6494万亩，增加883万
亩；森林覆盖率从“十二五”末的45.4%提
升到52.5%，提高了7.1个百分点；森林蓄
积量从“十二五”末的2.05亿立方米增加
到2.41亿立方米，增加3600万立方米，
绿满巴渝成为市民眼中的常态。

截至2020年底，重庆森林覆盖率从“十二五”
末的45.4%提升到52.5%，提高了7.1个百分点，
绿满巴渝成为市民眼中的常态

夯实绿色发展本底夯实绿色发展本底 重庆绘制山清水秀美丽重庆绘制山清水秀美丽画卷画卷
□本报记者 王翔

随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广阳岛正逐渐变成“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6月 10日，在这个重庆长江段最大的江心岛上，记者看到花草繁密，树木茂盛，

乡村小屋点缀于山坡、溪流、梯田之间，数只赤嘴鸥在草地上嬉戏，不时振翅翱翔于

长江之上。
重庆，扼守着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最后一道关口。境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长江干

流流程长达679公里，与好山好水好风光相伴的是独特而敏感的生态环境——其质量
不仅关系到全国35%的淡水资源涵养，更关系到长江中下游3亿多人的饮水安全。保
护好长江“母亲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重庆重任在肩。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下，重庆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随着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污染防治攻坚战、河长制、林长制等快速推进，重庆的长江两
岸森林面积不断增加、治水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重庆强化“上游意
识”，担起“上游责任”，展现“上游担当”，巴山渝水间一幅山清水秀美丽新图景，正在
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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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市林业
局、市环保局

资料整理：记者王翔
制图：丁龙

林 业

●“十三五”期间，全市森林面积从“十二五”末的5611万
亩增加到6494万亩，增加883万亩；森林覆盖率从“十二五”末
的45.4%提升到52.5%，提高了7.1个百分点

●全市科学设置防火检查站（卡）3000余个，建立国有林场
森林消防专业队伍25支，落实巡山守卡人员3万余人，森林火灾
受害率小于0.3%

●实施林草生态系统修复，累计完成营造林3086万亩。启
动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完成收储林100万亩、营造林20万亩

●创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区县6个、全国林下经济示范区
县6个、国家森林乡村156个、绿色示范村1570个、各类森林康
养体验养生基地31处，发展森林人家3750余家

●全市发展特色经济林近 400万亩，经济林面积累计达
1685万亩。累计培育市级以上林业龙头企业150个。林草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年均递增约8.9%，占全市GDP比重4.4%左右

环 保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重庆42个国考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首次达到100%，优于国家考核目标4.8个百分点，较
2015年上升14.3个百分点

●重庆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33天，其中
优的天数为135天。与2015年相比，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增加41天，优的天数增加80天

●在全国率先发布“三线一单”空间管控指导意
见，探索建立“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其中
2019 年全市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 0.73吨/万
元，优于全国平均水平30%以上

●全市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的19条
河流全部签订生态补偿协议；累计建成 80座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累计建成乡镇和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500余座

●累计建成 95个工业集聚区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实现市级及以上工业
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覆盖

2月19日，轨道交通2号线佛图关段，
一列单轨列车穿行在花海中，犹如开往春
天的列车。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数据截至2020年底）

3月4日，九滨路，实施“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后，九
龙滩滨江公园扮靓长江江滩。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3月22日，万州区陈家坝街道向坪社区，志愿者在长江消落
带栽种了1000株中山杉。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22月月1919日日，，南滨路南滨路，，雪白的红叶李花盛开雪白的红叶李花盛开，，把长江之滨装扮得美不胜收把长江之滨装扮得美不胜收。。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钟志兵钟志兵//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2020年3月4日，广阳岛生机勃勃。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月28日，农业农村部巫山渔政执法基地的执法人员在长江流域
重庆巫山至湖北秭归段开展执法巡航。 特约摄影 王忠虎/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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