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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环保助推生态文明建设—重庆环保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2015 年 6月，重庆市环境投融资改革取得新突破

整治后的化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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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重 庆 市 民 发 现 ：重 庆 城
市 建 设 日 新 月 异 的 同 时 ，环 境 也 越 来
越 好 ，不 仅 空 气 更 清 新 ，湖 库 也 越 来
越漂亮。

这些现象，侧面反映出重庆市坚持
系统推进环境治理，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所取得的成效。近年来，重庆市大力实
施环保“五大行动”，投资约 588 亿元实
施 6000 余个工程项目。

为了让天更蓝，重庆市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大气十条”及重庆市实施方案，
联防联控联治大气污染，积极应对重污
染天气。

2015 年，重庆市主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 天 数 达 到 292 天 ，比 2014 年 增 加 46
天，其他区县（自治县）城区空气质量均
达标。

为了让水更绿，重庆市通过国家
“水十条”及地方实施方案，综合运用
政策措施、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系统治
理水环境。

当前，重庆市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专项规划年度考核结果为好，玉滩
湖、长寿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绩效评
价位于全国前列。城市生活污水和垃
圾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 91%和 99%，
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全市地表水水
质良好，长江干流水质为优，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三峡库区水环
境也保持稳定。

在 此 基 础 上 ，重 庆 市 强 力 推 进
民生建设，继续做好民生实事，2015
年 基 本 完 成 主 城 区 56 个 湖 库 整 治 ，
完 成 1600 个 农 村 环 境 连 片 整 治 。
2016 年 ，计 划 提 前 一 年 完 成 2000 个
村 连 片 整 治 的 民 生 实 事 目 标 ，惠 及
千万群众。

在深入治理大气污染方面，2015
年，重庆市关闭了包括两家火电厂在
内的一批大气重点污染源，开展汽车
涂装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
淘汰黄标车 1.98 万辆，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任务。

在强化重金属污染控制方面，重
庆市重金属重点企业达标率 100%，完
成 35 块场地环境风险评估工作，治理
修复污染土壤 18.1 万立方米，提供净
地 116万平方米。

此外，重庆市还开展了专项检查
“三江”沿线、重点工业园区、饮用水水
源地等重点环境监管单位，妥善审批
重钢 FINEX、枢纽东环线、开城高速
公路等 42 个重大项目，为“十二五”收
官划上了圆满句号。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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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作人员开展空气质量监测

◆敖平富 聂廷勇

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92
天，长江干流水质为优，三峡库区水环
境保持稳定……

盘点刚刚过去的 2015 年，重庆市环
保系统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创新前行，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市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三峡库区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生态文明水平进一步提升。

■ 生态文明加快建设

2015 年，越来越多的重庆市民纷
纷通过微信、微博、论坛等平台，晒图
发帖，分享“蓝天白云下，巍巍重庆城，
湛湛长江水”的美景，并给图中的蓝天
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重庆蓝。

“重庆蓝”的出现频率越来越密，
侧面反映出重庆 市 加 快 推 进 生 态 文
明建设，推动环境质量改善，让老百
姓 感 受 到 了 看 得 见 的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

2014 年 11 月，重庆市吹响生态文
明建设的“集结号”。重庆市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环境保护、生态等词汇出现达 338
次，7 项主要任务中环保部门整体牵

头的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两项，其他 5
项任务中也均有环保部门牵头推进的相
关工作。2015 年，重庆市将 194 项生态
文明建设任务一一落实到 47 个市级部
门和区县（自治县、经开区），涉及环保部
门的任务有 126 项。环保成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主战场，环境质量成为衡量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

目前，重庆市 2015 年的生态环保年
度目标已全面完成。此外，在加快推进
全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72 项改革
任务也顺利完成，产权清晰、多元参与、
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正逐步建立。

“新设乡镇环保机构后，可以解决
大量以前难以直接发现、却事关老百
姓生活的环境小问题。”巴南区南彭街
道环保员杨波介绍，乡镇环保机构的
设立，很快便被当地居民接受与点赞。

而在整个重庆市，通过下沉基础
网络来解决基层环境问题，已成为一
项常态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 1017 个乡镇（街
道）全部设立了环保机构，在全国城市
中率先实现乡镇环保机构全覆盖，乡镇
专兼职环保工作者也从无到有，增加到

3988人，形成纵向到底的“市—区县—乡
镇（街道）”三级环境监管网络。

同时，全市投入 3 亿多元，强化乡镇
（街道）环保机构能力建设，配备了 1017
辆环保执法车等设备，每年安排 5000 余
万元为乡镇（街道）解决环保工作经费，
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执
法的通知》，强化环境监察网格化和属地
化管理。

重庆市 部 分 区 县 ，如 丰 都 县 还 在
村 一 级 配 备 了 环 保 监 管 员 ，真 正 打 通
了环保工作服务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 三级监管体系形成

环境保护不仅要依靠当地政府及环
保部门的投入，也要加入市场的因素，重
庆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

2015 年 6 月，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
所、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和重庆环保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三驾马车”正式揭
牌。由此，正式揭开了重庆市环保金融
机制创新的神秘面纱。

市环保局介绍，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
所成立后，在全市范围内建起了统一的污
水、垃圾、废气排污权指标交易平台，共计
完成交易 4000 余次，收益两亿元。

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则在获得重

庆农商行等金融机构授信 150 亿元的基
础上，整合了国家、市级和区县投资形成
的 110 多亿元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资产，
并通过 PPP 模式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
一维护全市 1584 座（其中已建 809 座）乡
镇污水处理设施，与 34 个区县签订建设
运营合同，到 2017 年将实现污水处理设
施所有乡镇全覆盖。

此外，规模为 10 亿元的全国第一支
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计划重点投向
三峡库区重大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将努
力实现其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 环境金融创新推进

单干烦劳多，抱团好发展。如今，这
样的思维也渗入到重庆市的环保产业发
展当中。

2015 年 2 月，重庆市政府第 80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环保产业集群
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市环保产
业年销售收入达到 1300 亿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市万州、大渡
口、大足、荣昌、垫江等地正加快建设环
保产业园，不久的将来，这些产业园将成
为各区域内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5 年以来，通过实施“五大功能
区差异化”环境政策，执行禁投清单，重
庆市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

据悉，重庆市累计关闭搬迁 256家重
污染企业，主城区实现“四个没有”（没有钢
铁厂、燃煤电厂、化工厂、燃煤锅炉），推进

了产业结构调整，大幅削减了污染物排放
并为主城发展腾出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还在全
国率先实行环境影响评价豁免管理制
度，豁免了 1570 个建设项目，涉及投资
250 亿元。承接国家下放的 21 项审批权
限，依法将 111 项市级环评审批权中的
85 项（占 76.5%）分类下放到区县，并加
强指导和监管。

在严守法律底线、政策底线、环境底
线的同时，审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2.6 万
个，涉及投资 3.1 万亿元，是“十一五”期
间的 2.3 倍，助推了全市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

截至 2015 年年底，重庆市已超额完
成“十二五”总量减排任务，完成进度位
居全国前列。

■ 助推经济快速发展

破坏环境、拒不整改的后果会有多
严重？

2015 年 1 月，重庆市 3 个企业老板
因“坚持”非法排污且而被拘留。而某企
业则因连续违法排污行为，被按日 10 万
元累加，共处罚 110万元。

环境执法必严的背后，是有法可依
的坚强后盾。

当前，在贯彻落实新《环境保护法》
的背景下，包括《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草案）》、《VOCs 治理规范》、《场地污
染治理标准》等 10 多个地方环保法规及
标准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

在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方面，重庆

市环境监察工作考评连续3年在全国排名
第一，生态文明宣教工作、辐射环境监测
质量、危废规范化管理也于全国领先。

在新环保法实施的第一年，重庆市
着力推进着装执法、规范执法、阳光执
法。全市处罚环保违法案件 2450 件，罚
款 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6%、47%。

此外，重庆市还构建了“刑责治污”
工作格局，公、检、法均设立了专门的环保
侦查、审判机构，梁平县、忠县、城口县等县
公安局在当地环保局设立了环保警务室。

2015年，全市办理环境污染行政拘
留案件 31 起，拘留 27 人；刑事案件立案
128 起，采取强制措施 131 人，法院判决
12起 18人。

■ 执法力度逐步提高

环境问题不仅要防范于未然，更要
解决得当。

去年 12 月，一场以储油罐发生泄漏
为背景，引发火灾等次生环境污染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在重庆市环保局、
江津区政府的联合组织下按计划如期
进行。

“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市区两级环
保系统 4 级应急处置中的协同配合、科
学决策、快速响应、统一指挥和联合处置
能力。”重庆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重庆市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开展企
业环境风险评价，实施重大项目社会风
险评估制度，并督促区县及 2.5 万家企业

完成整改 15万余次。
据了解，按照环境应急“五个第

一”（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第
一时间监测、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
公开信息）要求，2015 年，重庆市响应
易引发环境污染的突发事件 158 件，
未引发较大以上环境污染事件。

为了增强公众对环保的参与度，
维护群众环境权益，重庆市环保部门
还及时办理群众信访投诉 24.5 万件，
并在全国环保系统率先设立网络信息
办公室，扩大公众环保参与渠道，加大
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依法全面公开环
境信息 9万余条，凝聚环保正能量。

■ 环境安全充分保障

2015 年 11 月 ，是 重 庆 市 吹 响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集 结 号 ”一 周 年 ，重 庆 市
委 、市 政 府 督 查 室 会 同 市 环 保 局 对
全 市 生 态 环 保 工 作 进行了专项督查，
结 果 显 示 ，生 态 环 保 工 作 取 得 积 极
成效。

据悉，2015 年，重庆市坚持督企与
督政结合，按照“考实、实考”要求，不断
完善生态环保考核制度，生态环保工作
在区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中权重增

大，并按“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实
行差异化考核。其中，渝东北生态保
护涵养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
权重高于 GDP。

重庆市委、市政府还将生态文明
建设重点任务纳入市级有关部门年
度目标绩效考核，重庆市环保局开展
区县环保部门年度工作评价，生态环
保责任得到更好落实，齐抓共管格局
加快形成。

■ 环保工作形成合力

■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