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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朝 天 扬 帆 ，到 三 峡 之 巅 ，
从缙云霞光，到武陵雪皑，巴渝
大 地 绿 意 盎 然 ，处 处 呈 现 勃 勃
生机。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近年来，重庆上下深学笃
行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积 极
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 ，认 真 落 实 美 丽 重 庆 建 设 大
会要求，坚持一体推进治水、治
气 、治 土 、治 废 、治 塑 、治 山 、治
岸 、治 城 、治 乡 ，交 出 生 态 环 境
高 水 平 保 护 的 优 异 成 绩 单 ，扎
实 推 动 美 丽 重 庆 建 设 开 好 局 、
起好步，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绘
就出一幅美丽重庆新画卷。

科学谋划 精准治污

污染防治攻坚战再向

纵深推进

2024 年伊始，位于九龙坡区
石坪桥街道的“小花集市”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小花集市”依桃花
溪而建，清澈见底的溪水不仅让
周边市民尽享生态亲水空间，更
让“小花集市”成为网友频繁打卡
的“网红点”。

但网友并不清楚，这条长江
流经重庆主城区最大的次级河流
曾经是一条“臭水沟”。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桃花
溪流域逐步被居民区和工业区覆
盖，部分主河道和支流转换为地
下排水暗涵，大量未经处理的工
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进桃花
溪，臭味难当。

为了改善桃花溪流域水生态
环境，九龙坡区狠下功夫，系统推
进桃花溪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对桃花溪入江口实施渔鳅浩
清污分流整治，拆除渔鳅浩曾用
于拦截雨污的堰坝，实现了清水
入江、污水入网。

同 样 作 为 长 江 支 流 的 濑 溪
河，穿大 足 城 区 而 过 。 为 改 善
濑 溪 河 水 质 ，大 足 区 精 准 推 进
面 源 污 染 治 理 ，关 闭 搬 迁 重 点
流域规模畜禽养殖场 324 个，全
域取缔肥水养鱼、网箱养殖，完
成 7130 亩 肥 水 养 殖 和 46 口 河
道 网 箱 养 殖 整 治 ，投 资 两 亿 元
建成大足区小微企业产业园，全
面完成“散乱污”企业整治 1682
家。如今，濑溪河 4 个国考断面
水质总体全部达到地表水Ⅲ类水
质，达标率为 100%。

截至目前，重庆境内长江、嘉
陵江、乌江干流 4012 个入河排污
口整治完成率达 93%，溉澜溪、盘
溪河等实现“水清岸绿”整体蜕
变。2023 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
质保持Ⅱ类，74 个国控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达 100%，达到“十四五”
以来最佳水平。

除 了 水 环 境 治 理 外 ，重 庆
在 大 气 治 理 方 面 同 样 下 了 狠
功 夫 。 近 日 ，位 于 忠 县 的 重 庆
海 螺 水 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以 下
简 称 重 庆 海 螺）厂 区 环 境 污 染
物 排 放 监 测 浓 度 显 示 ，氮 氧 化
物低于 50mg/m3、二氧化硫低于
35mg/m3、颗粒物低于 10mg/m3，达
到国家超低排放限值。

2023 年 12 月 26 日 ，重 庆 市
发布 2023 年第二批重点行业企
业大气污染防治绩效评级名单，
重庆海螺被认定为 A 级。按相关
规定，环境绩效水平先进的企业，
可以减少或免除应急响应措施，
相反，环境绩效等级越差的企业，
在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管控越
严，真正实现“多排多限、少排少
限、不排不限”，从而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推进行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
重庆海螺是重庆推动企业深

度治理、切 实 帮 扶 企 业 的 一 个
生 动 缩 影 。 2023 年 以 来 ，重 庆
市 持 续 强 化 工 程 减 排 ，以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和 工 业 炉 窑 深 度 治
理 、老 旧 车 淘 汰 和 纯 电 动 车 推
广、施工扬尘监管、餐饮油烟和
露 天 焚 烧 管 控 等 为 重 点 ，深 化
源 头 减 排 、末 端 治 理 。 争 取 中
央 、市 级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专 项 资
金 约 3.35 亿 元 ，鼓 励 企 业 开 展
深 度 治 理 ，完 成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企业治理、重点企业深度治理、
锅炉清洁能源改造或低氮燃烧
改造 130 余家。同时，加强指导
帮 扶 ，健 全 3+5+7 督 导 帮 扶 工
作 机 制 ，累 计 指 导 企 业 2900 余
家（次）、帮 扶 解 决 问 题 8000 多
个。全面推广执行治气攻坚八
项 惠 企 政 策 ，深 度 治 理 补 助 大
气专项资金、免费监测、减免税
费 等 ，以 重 点 行 业 绩 效 分 级 分
类管控为抓手，评定 A 级企业 1
家、B 级企业 29 家，树立行业标
杆，减少扰企频次。

2023 年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达 325 天，连续 4 年稳定在 320 天
以上，连续 6年无重污染天。

在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方 面 ，重
庆市在全国率先推行建设用地
土 壤 污 染 程 度 分 级 和 用途分类
管理，修复污染地块 24 块，提供
净地 2260 亩。

生态修复 提级保护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

屏障

事实上，重庆市在“精准”上
下足功夫，不仅有治污，还有生态
保护与修复。

在三峡库区云阳段，泛舟逆
流而上，满目青绿映入眼帘，这片
长江上游最大的人工防护林如同
巨人一般，守护库区脆弱生态。

1958 年 5 月起，云阳县响应
“绿化长江”号召，先后调集 3 万
余劳动力上山，开展群众性造林
运动，新中国通过植树以求改变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最早实践，
正是从云阳发端。

2016 年 1 月，推动长江经济
带 发 展 座 谈 会 在 重 庆 市 召 开 。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为长江生态保护定向定调、
立下规矩。

云 阳 县 又 以 长 江 林 场 为 核
心，对“一江四河”（长江和澎溪
河、汤溪河、长滩河、磨刀溪）的长
江防护林进行查漏补缺、扩林增
绿，彻底消灭石质荒山。

根据重庆市林业局的评估，
长江林场林区每年可涵养水源
1520 万立方米，可阻止 74.5 万吨
泥沙注入库区，在一定程度上维
护了三峡工程的安全运营，延长
了三峡工程的使用寿命。

党的十九大以来，云阳县完
成人造林 167.55 万亩。这百万亩
林海，加上三峡库区的茂密森林，
截至 2022 年年底，重庆全市森林
覆盖率已经达到 55.04%，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进一步筑牢，美
丽重庆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从云阳县顺江而下便是诗城
奉节，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曾
经废旧的矿山如今也焕发新生，
成为热门旅游地。

大窝社区由四川省国营企业
一磺厂与大窝村共同组成，平均
海拔超过千米，这里在历史上盛
产硫磺和煤炭。但是资源的过度
开采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

重破坏，土地长年受硫磺侵蚀，酸
性严重，导致森林覆盖率低，厂部
核心区域寸草不生。

为改变工业发展对自然生态
的持续破坏，大窝社区先后开展
补植补造 10 余次，改造荒山 4000
余亩，种植各类植被 90 万株，造
林 2500 余亩，大窝社区目前森林
覆盖率高达 90%。

此外，大窝社区还大力发展
集体经济，饲养高山冷水鱼，种植
石榴、芍药、脆李等经济作物，实
现年产值 200 万元，既保护了青
山绿水，又丰富了大窝社区的生
态景观。

此外，结合一磺厂遗址，大窝
社区利用高山奇峰、峡谷沟壑、地
下溶洞，先后打造出工业旅游体
验区、望月湖休闲游乐区、海豚湾
自然观光区和爱情堡极限体验
区，为重庆高质量“治山”书写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态赋能 魅力城乡

打造美丽重庆的“金

名片”

群山环绕、流水潺潺……北
碚区柳荫镇东升村，一个生态宜
居的美丽乡村展现在眼前。

曾经的东升村，房屋破 旧 、
人 烟 稀 少 ，流 经 村 里 的 小 河 垃
圾 漂 浮 ，环 境 与 数 公 里 外 秀 美
的 金 刀 峡 景 区 相 差 甚 远 ，几 乎
没有游客。

为此，北碚区下 决 心“ 由 外
而 内 ”强 力 推 动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东 升 村 成 为 该 区 整治的
先行示范点。

柳荫镇以“既见新村又见乡
音、既见新貌又留古韵”为标准，
对村民院前院后房前屋后和道路
沟渠进行“整容美化”，先后转运
垃圾 18 吨，清理河道垃圾 8 吨，村
庄环境大为改观。在北碚区生态
环境局的指导和帮扶下，东升村
生活污水处理厂已建成投用，农
村污水不再直接排入河流，小河
的水也变得清澈。

东 升 村 是 传 统 的 农 业 村 ，
但借助如火如荼的美丽乡村建
设，迅速融入当代艺术元素，建
起农耕文化园、接待中心、儿童
乐 园 、望 渠 书 屋 、休 息 住 宿 、稻
草 园 等 6 个 区 域 ，建 筑 所 用 的
石材、木料都来自拆除的材料，
风 貌 和 旧 式 村 居 浑 然 一 体 ，不
仅唤起和丰富了乡村的文化底
蕴 ，更 是 将 村 里 的 闲 置 资 源 进
行盘活，用生态美勾勒出了“美
丽经济”新风貌。

“美”不仅仅在乡村，更在城
市里。伴随着重庆轨道交通 18
号开通，位于其起点站的半山崖
线步道迅速出“圈”，成为重庆市
民争相打卡“网红地”。

半山崖线步道是一条横跨沙
坪坝区、渝中区的临崖步道，该步
道以半山悬廊和重庆记忆为基
底，打造集文化、民生、生态、活力
于一体、“最重庆”的可持续性步
道体系。

为 了 保 留 原 生 古 树 ，半 山
崖 线 步 道 采 取 了“ 现 有 步 道 改
造 +新 建 架 空 栈 道 ”的 方 式 ，将
虎 头 岩 公 园 步 道 、佛 图 关 公 园
步 道 连 成 一 体 ，解 决 原 有 步 道
连 通 不 畅 的 问 题 ，既 不 影 响 栈
桥 下 方 植 物 生 长 ，也 能 拉 近 游
客与自然的距离。

如今，半山崖线步道也成为
周围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重要
目的地。在半山崖线步道主线虎
头岩—佛图关段，全长 1505 米，
依靠中心城区原生态山崖，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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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作人员就全市碳市场政策对企业进
行指导。

谢智强摄

有步道基础上，通过现代工程技
术，在山崖边上建设一个全贯通
的慢行交通系统，像一条“悬在半
空的步道”。

半山崖 线 步 道 将 重 庆“ 小
故 宫 ”红 墙 、“ 开 往 春 天 的 列
车 ”等 网 红 景 点 串 联 起 来 ，还
能 俯 瞰 嘉 陵 江 美 景 ，让 市 民 和
外地游客充分感受重庆山水园
林 的 独 特 魅 力 ，不 断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生 态 宜 居 环 境 、高 品 质
生态产品的需求。

焕新科技 绿色动能

低碳引领城市向绿前行

目光从田间转回现代化的城
市。沙坪坝区赛力斯凤凰智能工
厂（以下简称赛力斯），机械臂转
个不停，在这里，智能化、数字化
设备代替人工操作，将各种装配
制造误差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确
保质量控制稳定。

而在焊接车间，全自动的焊
接设备不仅不需要人工操作，整
个工厂也是几乎不见扬尘，刺激
性气味更是难以闻到。

作为重庆本土的新能源汽车
企业，赛 力 斯 还 采 用 了 多 种 节
能环保措施以及可再生资源和
循环利用技术，实现零排放、零
污 染 ，确 保 真 正 达 到 绿 色 环 保
工艺标准。

赛力斯是沙坪坝区稳妥有序
推进“双碳”工作和产业升级的缩
影之一，新能源车企的蓬勃发展，
也为地方经济提供了澎湃的绿色
动能。

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沙坪坝区
兴起，而毗邻的重庆高 新 区 ，同
样在“新能源”赛道上跑出了加
速度。

2023 年，重庆高新区引进 30
辆新能源渣土车投入使用，成为
重庆市首个全面推广新能源渣土
车并实现落地运行的区县。

“ 新 能 源 渣 土 车 拥 有 零
排 放 、零 污 染 、低 噪 声 等 优
点 ，即 使 在 深 夜 作 业 也 不 会 影
响 到 居 民 休 息 ，安 全 性 也 更
高。”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副
局 长 罗 雪 雅 向 笔 者 介 绍 ，为 解
决 新 能 源 重 卡 续 航 短 、换 电 站
少 的 问 题 ，2023 年 7 月 ，农 马 立
交“新能源充电+智慧停车示范
站 ”建 成 ，成 为 重 庆 市 内 首 个

“ 光 +储 +充 +换 +放 +检 +智 慧
停车”七位一体的示范站，可满
足 180 辆 车 同 时 充 电 、8 辆 重
卡 依 次 换 电 。

2023 年 ，重 庆 市 工 业 结 构
不断优化，以智能化、绿色化为
引 领 ，推 动 六 大 高 耗 能 行 业 降
本增效和转型升级。2023 年前
三 季 度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由 2022 年 的 31.1% 提 高 至
31.9% 。 2023 年 1 月 —10 月 ，全
市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32.1 万 辆 ，
同比增长 13.7%。

绿色点金 融资春天
金融打通绿色前行道路

2023 年 7 月，位于重庆两江
新区龙兴工业园区的重庆两江长
兴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
热力）生产技术部主任何孝基心
中一块大石落地：公司通过重庆
市气候投融资“政银企”平台的牵
线搭桥，成功向中国银行贷款 4.7
亿元。这意味着该公司负责建
设、管理、运营冷热电三联供的能
源站将有充足的资金保障。

在重庆，像长兴热力这样通
过绿色金融促进企业或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故事还有很多。近年
来，重庆市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
品创新力度，不断优化金融营商
环境，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为金
融业拓展了市场。

在武隆，重庆三峡银行以当
地碳汇收益权作为质押，向武隆
方面授信 5 年期、5000 万元专项
贷款，促成仙女山部分区域改造
项目最终落地；重庆银行则推出
了排污权抵押贷款，通过向拥有
排污权的企业提供抵押融资服
务，不仅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助力
生态环境改善，还拓宽了企业的
融资渠道，让企业经营者意识到
排污权不仅仅是一纸证书，更是
一笔珍贵的无形资产。

重庆市积极推进绿色金融数
字化建设，完善标准体系，牵头制
定全国性行业标准《碳排放权质
押贷款业务服务流程指南》，参与

《绿色项目库》等 3 项全国性行业
标准制定，推动“绿色票据评估与
管理指引”等十余项地方绿色金
融标准；落实信息披露要求，营造
良好政策环境，完善市场体系，如
今已在绿色金融发展的诸多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2022 年 8 月，重
庆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正
式成立。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3 年 年
底，推进纳入重庆碳市场的重点
排放单位数量翻一番、增至 308
家，实现碳市场累计成交 4753 万
吨，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达 6600 亿
元，气候投融资试点入库项目达
497个。

产业转型 绿色赋能

环保产业的新方向

事实上，绿色金融赋能的仍
然是实体经济，助力重庆绿色产
业迅速发展。

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区内，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峰环境）垃圾焚烧炉
总装基地，生产、检测、装配等各
环节一片忙碌。

三峰环境是大渡口区百亿级
生态环保产业培育打造的重点企
业之一，其所在的建桥工业园区，

2023 年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工业
园区。

“延伸链条、扩大增量”是大
渡口区对生态环保、大数据智能
化、新材料 3 个重点产业定下的

“小目标”。2023 年，大渡口区紧
紧围绕百亿级生态环保产业集群
建设目标，围绕碳中和、固废处理
及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汽
车产业，聚焦固废处理、生态修
复、环境监测、新能源汽车供应链
上下游等领域进行招商。截至目
前，大渡口区环保企业已累计达
到 156 家，其中，规上企业 16 家、
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为百亿级生
态环保产业壮大增添了新动能。

实际上，无论是环保产业还
是绿色金融，归根结底是提升经
济发展的“含绿量”和“含金量”。

2023 年 12 月，重庆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就提出，要谋深做实进
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的有形载体和有效抓手，一体推
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
治山、治岸、治城、治乡，持续提升
全域生态环境质量，深入实施绿
色低碳转型行动，持续用力绘制
城乡整体大美画卷。

新的一年，将如何在绿色低碳
上开新局？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围绕美丽重
庆建设中心任务，有节奏、分步骤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强化碳强度下
降的导向作用，推动能耗“双控”
逐步转向为碳排放“双控”。

在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
改革上，深度参与全国碳市场联
建联维，完善重庆碳市场配套政
策体系，常态化抓好碳排放核查、
报告、履约等工作；深化排污权交
易改革，腾出环境容量，服务支撑
重大项目落地；建立健全“碳惠
通”平台管理机制体制，常态化推
动“两山”价值转化。

在持续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上，狠抓措施任务落地落实，组
织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城市和
园区试点；探索制定“降减扩增”
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和协同创新发
展指数，推动创建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

同时，进一步推动气候投融
资试点，加快形成“1+N”试点格
局，引导资金向绿色低碳领域聚
集；探索开展碳远期、碳回购、碳
资产管理等碳金融业务。

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不
断加强，重庆的积极探索也证明，
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着力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不
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路径，社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定能积蓄澎湃的绿色动能。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如今，重庆市正统筹高
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迭代升
级“九治”新目标，全力打造美丽
重庆“金名片”，为协同推进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提升持续贡
献“绿色”和“美丽”力量。

陈娟 程竹青

光伏发电。 张跃民摄

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内，机器人在生产线上
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