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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2月
14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获悉，
位于中心城区的蔡家污水处理厂二
期扩建工程、井口污水处理厂三期扩
建项目、白含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
程和李家沱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项
目日前完工投用，我市污水处理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四个投用的污水处理厂
中，蔡家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设
计日处理能力为4万吨。该项目投
用后，全厂日处理能力达到8万吨，
成为北碚日处理能力最大的污水处
理厂，大大改善附近水体质量。沙坪
坝井口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项目设

计日处理能力2万吨，可使全厂污水
处理能力达到6万吨/日。白含污水
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位于九龙坡区，
设计日处理能力4万吨，投用后使得
该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执行地表
水准提升到IV类标准，对保护梁滩
河、嘉陵江及下游三峡库区的水环境
起到积极作用。李家沱污水处理厂
三期扩建项目位于巴南区，设计日处
理能力4万吨，污水处理工艺采用
A/A/O+MBR工艺，同步配套建设
污水联络管和尾水排放管1.7公里。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新改
建城市污水厂54座，建成后城市污水
厂总规模每日达到690万吨以上。

中心城区4座污水处理厂
扩建项目完工投用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2月 1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大渡口区住房城乡
建委获悉，位于大渡口区重钢旧址附近
的重钢崖线步道，日前从全球30余个国
家（地区）数百项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2022年巴黎设计奖国际环境艺术
类别金奖。

据介绍，重钢崖线步道是市政府规
划的重点特色山城步道之一，由林同棪
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园林事业
部设计，全长约22公里，分多期建设。
目前向市民开放的重钢崖线步道是一期
工程，主线长约1.5公里，起于大渡口区
建桥大道铂桥路，走500米即可到达义
渡公园，在公园内以“心”形环绕一圈后，
再以步道桥的形式跨过快速路，而后呈

“Z”形下坡，串联起正在建设中的儿童
公园及义渡古镇。

该步道去年建成，因为一侧临崖、一
侧观江，充分体现崖线观江特色，成为各
方休闲锻炼、打卡拍照的好去处。

林同棪国际（中国）园林事业部总经
理杨静介绍，巴黎设计奖每年评选一次，
是具备全球性和多元文化包容性的国际
赛事大奖，在建筑、室内、景观、产品和平
面设计等专业领域有极强专业性。此次
重钢崖线步道获奖，很大程度得益于其
充分利用山地城市地形，彰显了人性化
特色。

杨静表示，大渡口城市建成区与滨
江路之间最高有60多米的落差，很多旅
游资源都零星分布在此。在重钢崖线步
道没有建成以前，周边居民到滨江路需
要绕行很长距离。重钢崖线步道设计的

最大亮点，是把城市建设区域、滨江空间
以及零星分布的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使
得老工业区与山城特色相结合，方便市
民通过步道到达江边以及各旅游点。此
外，这条步道的无障碍设计将骑行、步行

贯通于一体，主线能骑自行车，4米宽的
主线步道能在发生突发情况时方便车辆
进入，这在中心城区山城步道建设中是
非常罕见的。

据悉，重钢崖线步道二期正在施工，

全长17公里，计划年内开放，届时市民
可通过步道由义渡公园直达工业博物
馆。未来，重钢崖线步道还将串联长江
艺术湾区，助力“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
湾”建设。

重钢崖线步道获国际设计金奖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十四五”时期，重庆市民的人居环
境将发生哪些让人欣喜的变化？2月15
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发布《重庆市城乡人
居环境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规划》围绕自然生态、人工建设、
社会人文，明确了重庆“十四五”时期我
市提升城乡人居环境的主要任务。

开展山城公园建设专项行动
打通临江临山城市风廊

《规划》提出，开展重庆山城公园建
设专项行动，至2025年，完成100个以
上山城公园建设，绿化美化300处坡坎
崖，形成功能内容配套齐全、景观形式与
艺术风格多姿多彩的山城公园体系。重
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山城公园主要是指
依托重庆山水支撑特色，建设的各种类
型的城市公园。

同时，我市将充分发挥山城江城特
色，打通临江临山城市风廊，引江风、山
风入城。构建城市级通风廊道系统，严
禁在城市通风廊道上新建高层建筑群，
并针对两江干流严格实施规划退距，确
保长江、嘉陵江主通风廊道畅通；还将合
理规划临山建筑布局，降低山谷风的输
送损耗，保障临山风廊畅通。

建设山水田园乡村也是此次《规划》

的一大亮点。《规划》要求，实施乡村休闲
功能区建设工程，在中心城区打造都市
微农业经济圈，环同城化发展先行区、重
要战略支点城市、桥头堡城市打造都市
精致乡村休闲旅游圈。渝东北三峡库区
城镇群重点布局“丰都—忠县—万州—
开州—云阳—奉节—巫山”长江柑橘与
人文三峡走廊，“垫江—梁平”低山丘陵
区现代“粮柚”观光带，“城口—巫溪—开
州”大巴山区乡野田园旅居带；渝东南武
陵山区城镇群重点布局“武隆—彭水—
酉阳”乌江画廊、“石柱—彭水—黔江—
酉阳—秀山”武陵山区民俗风情带、“南
川—武隆—涪陵—丰都”大武陵山乡村
休闲旅游度假带，建设渝东南“民族风
情”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区。

新建住宅限高80米以下
初步建成“无废城市”和儿童

友好型老人友好城市

为彰显山地人工建设“立体多维”的
特色，持续推动中心城区人居环境持续
提升，《规划》要求，结合《重庆市中心城

区强度高度密度管理办法》，因地制宜控
制城市中心城区密度，新建住宅高度控
制在80米以下。

城市基础设施补短板和更新改造方
面，《规划》提出一系列硬核指标。比如，
至2025年，将完成城市老旧功能片区更
新改造试点项目30个；开展管线下地
（规整）、雨污水管网混错接改造、海绵设
施改造、老旧管网改造和二次供水设施
改造等工作，力争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新增年供水能力5亿立方米以
上；通过新（改、扩）建56个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9个厨余（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以及建设一批建筑垃圾和其他固体
废物处置利用项目，力争到2025年，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覆盖率达到
100%，初步建成“无废城市”。

为保障全民住有所居，《规划》还要求
开展全民友好社会建设提升专项行动，至
2025年，儿童友好型、老人友好城市初步
建成，城市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覆盖率
达到80%，中心城区开展适老化专项设
计或改造的居住社区占比达到80%。

建设历史人文核心展示区
培育多个山城江城特色品牌

为突出“国际化、年轻化、文艺化、混
合化、烟火气”的重庆人文特色，《规划》提
出，塑造“山水、人文、城市”三位一体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推动3片历史城区建设，
以渝中—南滨—江北嘴为主体，建设
13.35平方公里的重庆历史人文核心展示
区；还将推动53处历史文化名镇、46个历
史文化名村和48个传统村落试点项目、
11个历史文化街区、20个传统风貌区和
众多历史建筑的有效保护与活化利用。

根据《规划》要求，“十四五”时期，我
市还将着力塑造“城人景”一体的城市风
貌。构建山城特色体系方面，将打造包
括山城公园、山城崖壁、山城洞天、山城
步道、山城阳台、山城交通、山城夜景、山
城故里、山城记忆等特色品牌，营造江城
特色体系方面，将培育江城绿岛、江城峡
泉、江城绿岸、江城半岛、江城湾区、江城
桥都、江城夜趣、江城人家、江城印象等
特色品牌。

重庆市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十四五”规划发布

到2025年建成100个以上山城公园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2月

15日，2022年持续深化“抓项目稳投
资”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暨全市创新
投融资模式片区（中心城区）培训会召
开，为我市一季度投资和经济运行实
现“开门红”“开门稳”增添技术保障。

据介绍，创新投融资模式主要包
括推广TOD、EOD、REITs、绿色金
融等新型投融资模式。中心城区将
强化极核引领功能，围绕城市有机更
新、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片区开
发、产业升级等领域开展投融资模式
创新。由此可以更好地提升投融资

创新能力，保障重大项目稳定运行。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担任“主讲”，重点解读了
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相关政策和如
何做好财政统筹规划，并对“抓项目
稳投资”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中心
城区各区相关负责人参会。

近期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还
将在主城新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
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分别召开
片区培训会，持续营造全市上下齐心
协力“抓项目稳投资”工作的浓厚氛
围，确保一季度投资和经济运行实现

“开门红”“开门稳”。

重庆召开创新投融资模式片区会

2月9日，大渡口区秋田齿轮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一批用
于新能源汽车的齿轮正在进行各个环节的制作。“春节前，我们充分考虑到年
后将要着手的订单，提前对设备进行了保养维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公司产品产销形势大好，全体职工正撸起袖子加油干，开足马力忙生产。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齿轮产销好 加足“虎”力使劲干

□朱芸锋

春节假期之后第一周，我市各区
县展现出了精神抖擞的新气象。有
的区县委书记到工业园区调研企业
复工复产，督导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有的区县启动作风建设年活动，
加大力度开展营商环境整治；有的区
县领导走访慰问干部职工，勉励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正是这些
场景化、形象化、具体化的政务活动，
以细化的目标、细致的态度和细密的
措施，让广大市民感知到全市上下开
年之后都“动”了起来。

2022 年将迎接党的二十大，是
贯彻实施“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

“细”处着眼开好局，下好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先手棋”，既很重要、也很有
必要。节后第一周，各区县党委、政
府领导在贯彻学习中央和市委会议
精神、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夯
实安全生产措施等方面，采取有力措
施，细化分解具体任务，给基层党员
干部“上好了开年第一课”——展现
新年新气象，并不是停留于书面表达
的抽象概念，而是蕴含于日常政务工

作的行为细节当中。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虎年

开好头，不能空洞说教，而是要有
“日拱一卒”的务实状态，用更多群
众看得见、学得到的身边实事，引
领大家一起加油干。荣昌区龙集
镇抱房村农业综合体员工忙着完
善种养设备，为开展数字乡村试点
做准备；涪陵区“长涪汇”美食经营
户热情招呼客人，对“开门红”“开门
稳”充满期待……“细”处着眼开好
局，就是要避免目标上的大而化之，
摒弃措施上的“胡子眉毛一把抓”，
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地理资源禀赋、
产业形态、利益群体分类施策，用

“真功夫”赢得基层干部群众认同，
激起不负春光团结一心加油干情感
共鸣。

“致广大而尽精微。”“细”处着眼
下好虎年新局“先手棋”，关键在于放
眼“全市一盘棋”、摆正个人“棋子
观”。对于全市党员干部来说，就是
要多用有血有肉的奋斗细节，让广大
人民群众沉浸到乡村振兴、城镇品质
提升、高新科技发展等真实场景中，
凝聚起我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建高
品质生活的浓烈氛围；要以实打实的

“过细”措施，为群众和市场主体当好
“店小二”，让“先手棋”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细”处着眼下好开局“先手棋”

重报时论

□本报记者 陈维灯

2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
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市生态
环境局牵头编制的《规划》，经市委、市政
府审定并印发。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吴盛海介绍，
“十三五”期间，重庆实现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同比增加41天，PM2.5浓度从57微
克/立方米下降到33微克/立方米，首次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42个国考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同比上升14.3个百分点；生态
环境领域纳入国家考核的9项约束性指
标全面完成。

为推动重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重庆编制了《规划》。

《规划》共10章36节，约4.3万字，
总体上分为三个部分：总结分析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形势，
提出“十四五”时期全面开启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建设新征程的目标；明确了六
方面具体举措，包括以碳达峰碳中和为
总抓手引领绿色转型、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领域重大风险、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
境共保、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等；提出工程项目和规划实施的制度
保障。

《规划》明确，到2025年，重庆生态
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进一步提升，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
少，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环境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城乡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更加巩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显著增强。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7项
核心指标上，包括：“单位GDP能耗降
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这
两项指标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地表水
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2.6%，森林
覆盖率达到57%，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不低于43%，主要污染物（化学需
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重点工程减排量分别达到4.32万吨、
0.18 万吨、3.68 万吨、1.06 万吨。同
时，《规划》对2035年远景目标也进行
了展望。

吴盛海介绍，《规划》内容翔实、措施
具体，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特点：

突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的统领
作用。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是习近平
总书记着眼全局、心系重庆长远发展，
为重庆量身定制的目标定位。《规划》紧
紧围绕“2025年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2035年基本建成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总体目标，明确“十
四五”期间开启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
的新征程，进一步彰显重庆山水自然之
美、人文精神之美、城乡特色之美、产业
素质之美。

突出绿色发展转型的根本要求。深
化能源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有
序落实碳达峰行动是重点，“一区两群”
整体推进绿色发展是关键。比如，《规
划》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
比要达到20%以上，将重庆建成全国页
岩气勘探开发、综合利用、装备制造和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示范区，建成绿色低碳
发展示范城市、全国低碳发展先导示范
区；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城市开发
（EOD）模式试点；除在安全生产或者产
业布局等方面有特殊要求外，禁止在工
业园区外新建工业项目。

突出科学系统治理的整体观念。《规
划》坚持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按照
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
律，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统
筹流域左右岸、上下游、干支流、地上地
下水环境治理，统筹细颗粒物（PM2.5）、

臭氧等大气污染物治理，统筹城市生态
品质提升和乡村生态振兴。在任务安排
上囊括发展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各部
门、各领域工作。

突出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思维。《规
划》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加强对
生态环境领域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对
放射性物质、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重金
属等风险要素管控作出全面安排。比
如，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市大宗工业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0%以上、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
处置率达到100%；开展新污染物调查
与治理；全市环境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应急响应更加完善。

突出川渝共治共保的协作机制。如
何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
纲要》，推进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
态环境联防联控、绿色赋能？《规划》用了
较大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主要措施包
括推动生态共建，共同打造一批以水体、
道路为骨架的生态廊道，集中建设泸州、
内江、荣昌、永川、大足等一批森林城市
群；深化污染共治，完善跨界水体环境治
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危险废物跨省市
转移“白名单”制度等；共推绿色发展，联
合打造绿色技术创新中心和绿色工程研
究中心，推动重庆经开区等打造国家绿
色产业示范基地。

《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印发
到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2.6%，森林覆盖率

达到57%，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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