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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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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是一种责任关怀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班健刘秀凤 徐卫星 聂廷勇

21公里，是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长寿经开区）
拥有的长江岸线。这座西部最大的综合性化工基地，集聚了
中石化、德国巴斯夫、韩国浦项、英国BP等300余家中外企
业，2016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

共生与发展，长寿经开区摸索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

环保“一票否决”1

在走访中，采访组也处
处能感受到园区在规划建设
中所体现的环保细节，如污
水管网不是埋在地下，而是
像供气管道那样被架设在高
处。原来，这样做不仅可以
方便环保部门监管，还能及
时发现问题堵住漏洞。

除此之外，为确保极端
事 故 状 态 下 污 水 不 流 入 长
江，园区高标准建设水风险
防 范 体 系 ，建 成 从 装 置 、工
厂、片区、经开区到河流级的
五级防线。

具体来说，一、二级位于
企业厂区内，主要是企业配
备围堰、罐区围堰和事故应
急 池 总 容 积 30 万 立 方 米 。
第 三 级 片 区 级 的 事 故 应 急
池 分 设 在 经 开 区 的 南 区 和

北区，共有 4 个，总容积 6.6
万 立 方 米 。 一 旦 企 业 事 故
废 水 进 入 外 环 境 ，事 故 废
水 可 切 换 到 专 用 收 集 管 道
内 ，引 入 片 区 级 事 故 应急
池，进行暂存和预处理，然后
通过专门管道送 至 污 水 处
理 厂 深 度 处 理 。 第 四 级 是
建 在 排 洪 沟 上 的 拦 截 闸
门 ，南 区 北 区 两 个 闸 门 总
拦截能力 25 万立方米。第
五 级 在 拦 截 闸 门 下 游 1.5
公 里 处 ，总 拦 截 能 力 25 万
立方米。

“通过五级拦截系统层
层设防，有效保障长江及下
游水环境安全。”长寿区环保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未有事故废水能越
过第三级。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班健 刘秀凤
徐卫星 聂廷勇

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调研时的寄语。
而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并不是所有
地方都能轻松把握的命题。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的
经济中心城市，也是重要的内河口岸，
近年来，重庆不仅创造并延续着西部乃
至中国的经济奇迹，同时在经济发展如
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行的命题上交出
了漂亮的答卷。

在深 入 实 施 五 大 功 能 区 域 发 展
战略的背景下，重庆按照差异化的环
境保护政策，都市功能核心区执行污
染物排放总量“只减不增”，都市功能
拓 展 区 加 大 大 气 、水 环 境 治 理 ，城 市
发 展 新 区 科 学 利 用 环 境 承 载 力 实 现

重点开发，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
渝东南保护发展区增强生态服务功能
和增加生态产品供给，加强“面上保护、
点上开发”。

2016 年，重庆市环保局进一步对环
评文件审批权进行优化调整，通过简政
放权，有力地支持了全市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全市环评审批项目涉及总投资
约 6848 亿元，环保竣工验收项目涉及
总投资约 3953 亿元，促进绿色发展和
集群发展。

以化工业集群著称的重庆长寿经
济开发区，每年为重庆经济增长贡献数
百亿元的工业产值。经开区对招商项
目有一个特殊的权力就是“一票否决”，
环境安全的底线不能逾越。不仅如此，

为了确保污水不流入长江，园区设置了
装置、工厂、片区、经开区、河流五级防
线，条条拦截。环保部门的同志说，再
突发的事故污水也难过第三关。

在经济发展与保护长江的平衡中，
重 庆 一 直 坚 守 决 不 能 污 染 长 江 的 底
线。除淘汰关闭污染企业外，重庆累计
完成三峡库区约 1400 家工业企业结构
调整，重点工业企业建成水污染治理设
施 1700 余套。

2016 年 ，重 庆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7558.76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0.7% ，较
2016 年全国 GDP 增速 6.7%高出 4 个百
分点。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动绿色
发展，重庆用自身的发展经历证实了
如 何 让 经 济 发 展 和 环 境 保 护 相 得 益
彰。

山城有三层，年年登三层。一说到重庆，脑子里
蹦出的印象是山城，往往忽略了她与“波涛交汇三江
水”的关联。通过几天的走访，真切地感受到重庆是
把山、水、城融合得如此紧密的地方，称为山水之城
更为贴切。

“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重庆得山水而
灵。在巴渝三千年历史长河中，山川相抱、渝水
绕城的美丽画卷留下了太多诸如“江声带雨远
来急，山气映入夏日寒”“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
今朝画巨然”“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等唯美诗篇。

在朝天门码头，嘉陵江在此汇入长江，观音
桥这头是嘉陵江，南坪那头是长江，它们在交汇
处天然地划分出界限。去往三峡的游船静静地
停靠在岸边，游人们团簇在江堤台阶上拍照，抓
紧留住日新月异的城市掠影。

遥想过去以水运为主的年代，船上大量的
货物依赖人工转运，重庆由此活跃着一群人，他
们肩挑一米来长的竹棒爬坡上坎，被当地人称
为“棒棒军”。在现在的三峡博物馆内，还陈列
着这样一组照片：1932 年天旱，重庆各供水站
挤满了等待取水的孩子，一群“棒棒军”挑着木
桶从长江、嘉陵江挑水。

如今，这个当地独有的文化符号再难寻见，
但这一江水仍源源不断滋养着这座城市，充盈
着人们的生活。

夜幕时分的南山，已被通红的火锅点亮，热
气腾腾、欢声笑语。从山上俯瞰城市一隅，真如
同在太平山顶一览维罗利亚港的夜景。而与朝
天门隔江对望的地方，江北嘴的广场上尽是耍
着陀螺的市民，挥汗间，感受着江边吹来的丝丝
清风。

这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能从每一位我们接
触的重庆人身上感受到。

69 岁的沈观微是土生土长的老重庆，谈起
这座城市难掩一脸自豪。让他津津乐道的除了
那一口重庆小面，就是几年间环境的变化。面
前的河道清了，吃的水放心了，人们的幸福感提
升了。2010 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在观音桥街
道富力海洋社区做起了志愿者，希望身体力行
感染更多的人一同守护这片山水。

顺着长江，距离主城两百多公里的
万州，深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三峡水
库是我国重要水资源战略储备库，而重
庆段占库区整个库容 80%以上，水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清晨7点不到，万州长江清漂队的小
船已驶离万州港，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刘
松是其中一员，江面打捞垃圾这份工作已
干了 8年。3个小时后，天也渐渐热了起
来，他和同船的同事满头是汗。

这些年，采访刘松的媒体已多得数
不清了，江面上的垃圾越来越少，长江
的水质越来越好。

最好的证明是 679 公里长江流经
这座超千万人口城市的旅程中，出境断
面的水质要优于入境断面，常年保持在

Ⅲ类以上，基本可以达到生活饮用水水
源标准。

守护美丽长江，让母亲河更清，有
刘松们的一份功劳，更与重庆从上至统
筹规划下到点滴行动所付出的智慧与
努力密不可分。

说来也巧，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顶
层设计与数字“五”有不解之缘，从“五
大功能区域”的划定，“五个决不能”的
红线要求，到“蓝天、碧水、宁静、绿地、
田园”五大环保行动，重庆通过“五”让
打造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目标有了明
确指引。

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街道的化龙湖，
过去由于水体流动性差，成了一潭黑臭
水，周边群众反映强烈。如今，修复后

不仅是对面“重庆天地”的“水空调”，还
是消防取水应急基地，同时也变身成渝
中区最大湿地公园。成荫的绿树倒映
在湖里，像极了一幅画，吸引了不少情
侣在此拍摄婚纱照，湖上的拱桥因此有
了仙名儿——“鹊桥”。

化龙湖水质变好，只是这些年水环
境治理的一个缩影。在重庆全境，有无
数这样的湖库还有河流小溪最终汇入
长江，要保障长江的生态环境，就要保
证它们的清洁、安全。

2013 年起，“碧水行动”重点整治了
污染较重的 28 条次级河流、主城区 56
个湖库。像化龙湖一样，彩云湖、华岩
水库、沙坪公园碧湖等湖库都已岸绿水
清，成为周边居民散步休闲的地方。与
此同时，污水处理设施也正向所有乡
镇、村落覆盖开来，全市的黑臭水体、水
源基本消除。

守护美丽长江，重庆人付出了辛劳与智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化龙湖上的“鹊桥”。

给长江做“保洁”的人

重庆市万州区的清漂工人在进行江面保洁。

◆长江生态行采访组
本报记者班健 刘秀凤
徐卫星 聂廷勇

每天早上七点，一叶扁舟准
时出现在重庆市万州港的江面
上，清漂工刘松和老李站在船头，
不断用网兜打捞水中的垃圾，包
括树叶树枝、杂草、矿泉水瓶、废
弃装修材料等。今天，老李还捞
起了一条死鱼。

清漂是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
的重要一环，通俗来讲，就是给长
江做保洁。由于三峡蓄水，河床
变宽，水流速度减慢，自净能力变
差。为应对江面上的漂浮物，更
好地保护母亲河，2003 年起，万
州开始开展系统清漂工作。

万 州 区 内 沿 长 江 干 流 为 83
公里，共设有 7 个清漂点，每个点
常年安排有两艘清漂船只进行日
常保洁。到了垃圾比较多的时
候，长江万州段每天作业的清漂
船会达到六七十艘，除了清漂队
自有船只，还会租用很多渔船等
社会船只参与。

刘松说，他们每天有 9 个小
时在江面上工作，上午 7 点到 12
点，下午 2 点到 6 点。“现在还好，

夏天特别热，船头甲板上温度有
四五十度，鸡蛋都能热熟。冬天
的江面上，风特别大，手也会特别
冷。”刘松干清漂已经七八年了，
说起自己的工作轻描淡写。实际
上，清漂是个力气活，几十吨垃圾
就靠清漂工一点一点打捞上来，
体力消耗特别大。

干了十几年清漂工作的熊船
长告诉记者，在夏季，尤其是暴雨
过后，库区江面的垃圾最多，最多
的时候每天就能打捞起 200 多吨
垃圾。其余时间属于江面保洁阶
段，每天也要打捞三四十吨垃圾。

提 起 长 江 万 州 段 的 清 漂
工 作 ，当 地 人 都 会 提 起 一 个
名 字 —— 刘 古 军 。

刘古军出生在渔民世家，在
做清漂之前，他主要在长江上跑
轮渡。随着三峡工程二期蓄水，

大量漂浮物出现在库区，刘古军毛遂
自荐组建清漂队，担负起为长江保洁
的工作。

曾有人把刘古军称为“清漂王”，
因为他跑遍了万州区大大小小每一条
河流，绘制了一份库区万州段水域图，
把 23 个洄水区、27 条支流熟记于心，
还设置了 4 个漂浮物观测点。他还摸
准了漂浮物的规律，教队员们用巧劲，
打捞效率明显提高。

随着工作深入开展，清漂的自动
化程度也在提高。记者看到，4 艘机
械化清漂船停靠在清漂码头。与完全
靠人工打捞的传统方式不同，机械化
清漂可以实现自动作业，而且能够实
现边收集边压缩，有效节省空间。这
样 的 一 艘 船 ，一 天 就能收集 40 吨垃
圾。熊船长说，在江面漂浮物多的时候，
这些自动化的装备就能派上用场了。

这只是三峡库区清漂工作的缩
影。现在，清漂已经成为一项常态化
工作。不仅在万州，下游的云阳、巫山
等地也有专业的清漂队伍。自 2013
年重庆启动新一轮“碧水行动”以来，
全市已累计清理水面漂浮物约 150 万
吨、消落带垃圾 306 万吨，通过常态化
清漂工作，确保了长江干流及次级河
流江清岸洁。

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是
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企
业，厂区依江而建，生活区、
供排水厂、码头离长江最近
的地方仅百米，化工生产装
置离长江超一公里。

在 企 业 污水处理厂，供
排水车间主任告诉记者，企业
不久前刚投资3亿元对污水处
理设施完成升级改造。改造
后污水处置能力从每日1.1万
吨增加到了 4.2 万吨，处置工
序流程也大大延长，污水停留
约60个小时方才出厂入江。

截至 2016 年底，经开区
及园区企业累计环保投入逾
100 亿元，建成污水处理厂 5
座，总日处理能力达 11 余万
立方米；累计投资 15 亿元，
建成园区污水干管超 60 公
里，确保管网建设与园区发
展同步，实现废水全收集。

不过，在环境管理部门
看来，除了硬件设施跟上以
外，很多企业还亟待提升自
身环保软实力。

在环境执法过程中，企
业对存在的环境问题不够重
视的现象时有发生。长寿区

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开玩笑说，
有时候罚款不是最有效的手
段，倒是向企业的上级部门反
映更来得直接管用。“与国内
企业相比，国外企业在环境风
险防控能力建设上要超前得
多。他们把这些工作视为企
业责任关怀的一部分，比如巴
斯夫会要求员工每天下班前
反思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

为了切实提高园区企业
环境应急水平，长寿经开区
开展了环境应急预案深化管
理试点，对34家重点化工企业
871个风险源进行评估，并制
作了“一源一事一案”911个、
岗位应急卡片 1259 张等。

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环
安处处长向记者展示了他随
身携带的现场应急小卡片，
巴掌大小的纸片上密密麻麻
写了很多字。

他表示，对于当班的一
线操作工人来讲，如果遇到
紧急事故在第一时间应采取
何 种 措 施 ，卡 片 上 一 目 了
然。有卡片在手，可以时刻
提 醒 工 人 增 强 应 急 防 控 意
识，避免乱中出错。

从重庆主城区驱车近一
个小时，载着“长江生态行”
采访组的车不自觉地慢了下
来，此行的目的地——长寿
经开区到了。

“进入园区的车辆特别
是危化品运输车辆，要执行
限速规定。”长寿经开区环保
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园区内
涉危化品企业众多，危化品
年进出量约 300 万吨，安全
保障格外重要。

初入园区，采访组就感
受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息。在
应急指挥中心，过往车辆的
监控画面被实时传送到了大
屏幕上，各厂区和道路实现
无 死 角 布 控 。 这 个 集 110、
119、120、12369、视 频 监 控 、
在线监测于一体的应急综合
指挥平台，与市环保局环境
风险管理系统实现了互联互
通，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

快速有效处置。
应急指挥中心大楼的后

院，就是长寿区公安消防支
队 特 勤 中 队 的 驻 地 。 12 辆
消防车一字排开，配备了涡
喷双发、三项射流、举高喷射
等一批“高、精、尖”装备，射
程可高达 80 米，为园区企业
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生态环保、安全稳定成
为长寿经开区立足长远发展
的生命线和保障线。”长寿经
开区环保局负责人介绍，从
园区规划一开始，经开区就
坚持把环保放在首要位置。
在招商时对高污染、高风险
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从源
头上控制环境风险。在产业
布局上，对产品关联度高、原
料互供性强的企业及项目，
集约集中布局在同一区域，
缩短原料及产品运输距离，
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五级防线

软实力

重庆市长寿经开区的运输码头，对面就是搬迁过来的重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