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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万州区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

的重要讲话和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坚定践行“两

山论”、走好“两化路”，积极

融入新发展格局，谋定实施

“一心六型”两化路径，以提

升全域水质为中心，大力发

展智能循环型工业、山地高

效型农业、集散融合型文化

旅游业、绿色智慧型物流

业、休闲养生型康养业、功

能共享型金融业六大产业，

加快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示范区。

核 心 提 示

谋定实施“一心六型”两化路径

万州加快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

□本报记者 栗园园

4月1日清早，万州，小雨初歇，晨雾未散。
登山远眺，一江碧水穿城而过，平湖两岸，绿意
盎然。

在这暮春时节，漫行于城乡之间，到处生机
勃勃：五桥机场改扩建项目、三峡公共卫生应急
医院、北部新城新型城镇化PPP项目等重大项
目在火热推进之中；金龙精密铜管、威科赛乐等
企业加大马力发展生产；玫瑰香橙也进入产销
旺季，果园采摘正忙……

这一幅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动人画
面，正是万州在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辩证关系上交出的“绿色”答卷。

万州地处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心，肩负着
三峡库区生态安全重任。近年来，万州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深走实“两化”
路，谋定形成“一心六型”两化路径，以提升全域
水质为中心，大力发展智能循环型工业、山地高
效型农业、集散融合型文化旅游业、绿色智慧型
物流业、休闲养生型康养业、功能共享型金融业
六大产业，建立起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种养循环，效益究竟咋样？
走进高梁镇天鹅村的“百万头生猪生态

养殖项目”示范基地奇昌养猪场，没有浓烈的
臭味传来，圈舍干净整洁，几百头猪睡在“网
床”上，好不惬意。

“自从采用架网床养殖以后，节省了不少
人力，同时猪圈干净多了，疾病发生率也降低
了。”养猪场负责人介绍，该猪场采取的是“低
架网床＋益生菌＋异位发酵”养殖技术，让生
猪排出的粪便从安装的网孔漏下去，待粪污
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下方安装的刮粪机会自
动将其刮出去进行发酵。

在万州，如今大部分猪场都用上了这套
技术。背后皆因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在“百万
头生猪生态养殖项目”实施过程中制定的《生
猪生态养殖场建设标准》。

有了这套标准，万州依托四川德康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与当地的家庭农场合作，采用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经营模式，统一提供种猪、饲料、兽药、技术
等，并统一回收育肥猪，推动生态养殖。同
时，区财政按每个养殖单元40万元的标准，
奖补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家庭农场，提高生
猪产能，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户增收。

“猪圈不用冲洗，既节约水、节约电，还省
了人工成本，猪也更健康、品质更好。”猪场负
责人满意地说。

同样满意的还有果农。由于有机肥替代
化肥、绿色防控技术等措施，使得柑橘品质更
好，口感更甜，万州临江柑橘专业合作社如今
每年收益达到100万元，社员户均实现增收1
万多元。

不仅如此，“双百亿”工程的实施，还引来
了饲料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食品加工、兽

药生产等企业前来投资，去年万州区与重庆
农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20万吨生
物有机肥生产线建设投资协议，加快推进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近年来，
万州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生态美上，21条主要次级河流水质稳定
向好，长江干流万州段水质总体保持Ⅱ类，
全区和长江两岸森林覆盖率增至 56%、
70%，分别比 2017 年提高 11 个、8个百分
点，城区空气质量全面达标，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持续筑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美
景常在。

产业兴上，工业五大重点产业集群加速
集聚，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个；农业“双百
亿”工程纵深推进，农业增加值和增速均居全
市前列；大三峡旅游集散中心建成投用，2021

年接待游客数量、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比2017
年增长43.9%、45.2%，“畅游三峡·万州出发”
成为趋势；货运总量超1亿吨、港口货物年吞
吐能力达 4000 万吨，分别比 2017 年增长
46.7%、73.9%；建行万州分行成为系统内全
国3家绿色金融试点行之一，2021年末绿色
信贷余额达67.5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49
亿元；去年，万州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迈上千
亿元新台阶。

百姓富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全国全市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7年的2.6缩小至2.43，10.76万贫困人口
全部达标脱贫，2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破百万，

“空壳村”全部消除。
站在新起点，面向“十四五”，万州区将持

续深化“一心六型”两化路径，提出加快建设
“一区一枢纽两中心”奋斗目标，即基本建成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区、全国性综合交通
物流枢纽，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面提升，三峡
库区经济中心地位更加凸显，争当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排头兵。

绿色效益释放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作为渝东北三峡库区的区域中心城市，
万州城市历史悠久，水陆通达，人口众多，是
三峡库区经济中心、三峡科技文化高地、区域
教育高地、渝东北公共服务高地和消费集聚
地，辐射和带动着开州、云阳、奉节、忠县、梁
平、巫山、巫溪、城口及湖北利川等地区。

但同时，作为老城区，以前当地工业以传
统制造业为主，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
占比较大，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占比低，智能产
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不
强。

如何扬长避短，激发城市新活力，走出发
展困局？

万州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
2018年起先后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会7次、区委常委会会议18次、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动员大会暨生态环保大会等重
要会议，不断凝聚发展共识，逐步明确了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发展方
向。

方向既定，路径待明。
2018年2月，结合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

行动，万州区委主要负责人牵头，选择区内28
个镇乡街道，开展了历时3个多月的专题调
研，形成了《万州区践行“两山论”调查与思
考》。接着，又先后到渝东北8个区县学习考

察，共同协商探讨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形成了渝东北8区县考察调研报告。

两份调研报告，得到市委高度肯定，也让
调研组摸清了全区实情、找准了突出问题。

从水里看，全区水资源多年平均总量
22.3亿立方米，可开发利用量6.7亿立方米，
年供水量4.1亿立方米，水资源十分丰富。
同时拥有三峡库区最大的深水良港新田港，
也是重庆“1+3”枢纽港。但水生态还存在次
级河流水质不稳定、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工业园区和镇乡污水处理设施负荷率低等
问题。

从山上看，全区森林覆盖率为50.5%，长

江两岸森林覆盖率为65%，先后荣获“全国林
改百强县”“重庆市级森林城市”“重庆市退耕
还林工程先进区（县）”“重庆市天然林保护工
作先进区（县）”等称号。但也存在造林落地
难、管护力度弱等问题，丰富森林资源转化为
源源不断财富的力度还不够，在利用好森林、
促进资源保值增值上还任重道远。

从地里看，土地资源稀缺，水土流失问题
较突出，但通过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生
态修复工程，发展起了柑橘等特色农业。可
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并未跟上，产
品附加值没能得到有效提升。

立足这一实际，万州区加强与国家部委、
市级部门的对接汇报，多方征求意见、精心讨
论研究，最终谋定形成“一心六型”两化路径，
提出打造“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
范区的目标。

全面绿色转型 谋定实施“一心六型”两化路径

走进位于万州经开区的金龙精密铜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条条流
水线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很少看到工人的身
影，其间还有多个圆形转盘像“纺车”一样旋
转不停，一根根铜管随之被收卷成盘。

“这就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一种新型收卷
装置，它可以直接大卷重软态金属管，获得了
中国专利优秀奖，这也是万州首个获此奖项
的发明专利。”公司安环综合部部长史绪寅介
绍道，该技术的研发使得此前复绕和退火两
道工序合二为一，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起到了
节约生产成本的作用。

史绪寅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公司大力
推动科技创新，开展节能环保改造及绿色回
收项目，如利用生产过程中空压机产生的热

量，配套余热回收系统，将回收热量用于办
公室冬季采暖和木盘烘干房使用，月均节约
用电1.3万度以上；对退火炉进行设备升级
改造及工艺创新，更换退火炉表冷却器，增
大退火炉表冷却器散热面积等，年节约电量
97万度；将生产车间原有30%直接排放的中
水，经专用管道进入消防水池，用作消防水
以及冲洗厕所、打扫卫生，每年节约自来水
3.2万吨等。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公司生产成本大
幅度下降，同比2019年，内螺纹铜管、光管铜
管两种产品每吨成本分别降低548元、468
元，以 2021 年总产量计算，总计节约成本
3582.48万元。

事实上，金龙铜管坚持清洁低碳、节约资

源、综合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正是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在万州全区上下形成共识
的生动体现。

按照“一心六型”发展路径，近年来，万州
按照“+生态”的思路走好产业生态化之路。
加快现有产业智能化、循环化改造，培育发展
资源利用高、能耗排放少、生态效益好的新兴
产业，实现产业绿色化发展。

为守好一江碧水，万州坚守长江干支流
岸线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1公里范围红线”
规定，严把产业准入关，坚决遏制高污染高能
耗项目盲目发展，推动长江沿线落后产能“清
零”。

从3个月时间拆除年产值约2亿元的国
有企业三阳化工，到拒绝年可创税收千万元，

但每天产生3吨污水的再生纸板企业落户，
目前，万州已无钢铁、煤炭、电解铝、平板玻璃
等高污染高能耗产业。

随之而来的是威科赛乐半导体项目、塔
雷斯测量设备等一大批绿色化、智能化、集约
化项目落地，以及长安跨越、施耐德、金龙精
密铜管等30余家企业的绿色智能化改造。

曾经，万州土地质量不高，农业效益不
强。在生态产业化实践中，万州按照“生态+”
的理念，提出打造种养循环的“双百亿”工程，
建成生态猪、经果林两大产业集群，即通过养
殖标准化，推动生猪养殖生态环保、提质增
效，同时将养殖粪污深度发酵成有机肥，用于
经果林种植，实现种养循环、绿色发展。

此举也有效助力了农业绿色防控和化肥
农药减量行动，万州现已成功创建全国化肥
减量增效示范县、全国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
肥试点县、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
县。

坚持“两化”路 筑牢库区生态屏障

4月8日，万州区甘宁镇玫瑰香橙产业园，
果农正在装箱玫瑰香橙。

4月2日，万州区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4月9日，蓝天白云下的万州区，美不胜收。 本版图片由记者齐岚森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