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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融入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
衡量标准。而要达到这一标准，就不能
忽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其中所起到的
重要推动作用。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是重庆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引领
与导航。按照《规划》，未来 5 年，重庆市
将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和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全面提升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法
制化水平和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首先，从完善法治体系角度上来说，
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形成地方完
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础上，实行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的垂直管理制度，
被重庆市看作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
突破点。

要改善环境质量，就得从改革环境
治理基础制度入手，只有解决了制约环
保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标本
兼治地加大综合治理力度。环境监测监
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或将成为推动重庆
市生态文明建设更上层楼的新动力。

其次，从健全市场机制的角度来说，
“十三五”期间，重庆市将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的第三
方治理，并继续发挥资源和环境交易
所、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环保产业股权
投 资 基 金 三 大 平 台 优 势 ，大 力 推 行
PPP 模式。

当然，有市场参与的地方，就少不
了政府监管。在这一点上，重庆市将
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边
界，落实用途管制，并实行最严格的环
境保护制度，在排污许可、实时在线环
境监控和严格环境准入等方面做到

“一把尺量到底”。
最后，从加强环境治理能力建设

上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重庆
市还将整合环保、国土房管、城乡建设
等部门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构建生
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统一发布生
态环境监测信息。同时，还将通过探
索生态环境智能化监控和建设生态环
保云，提高环境执法监察能力。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
化，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推进，
不仅是《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
让人民群众享有天蓝、地绿、山青、水
净的美丽重庆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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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发布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

让群众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
日 前 ，重 庆 市

政府印发了《重庆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十三五”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将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一并纳入，描绘
了未来 5 年重庆市
生态文明建设的整
体蓝图。

《规划》提出，
到 2020 年，重庆市
将基本建成碧水青

山、绿色低碳、人文厚重、和谐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使绿色成为重
庆发展的底色，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的美丽之地。《规划》的出台，
将有利于重庆市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促使重庆坚持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届时，重庆市国土空间和生态格局将更加
优化，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污染
物排放总量继续减少。

为实现以上目标，“十三五”期间，重庆市环保部门将按照“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开展五大功能区域发
展战略，严守“五个决不能”底线，继续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宁静、
绿地、田园五大环保行动，做好“生态、生产、生活”3 篇大文章。充
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主力军作用，在管控五大功能区域生态空间、
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强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深化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上卯足干劲，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增
强市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跨区域污染该如何解决？过去，
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重庆市众多

“一衣带水”的区县，位于渝西的潼南
区就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由于受上游输入性污染
的影响，每年 3 月、4 月气温开始回升
时，流经潼南的琼江江面都会长出大
片的浮萍、水葫芦等浮水植物。

为了防止这些植物顺流而下，对
下游铜梁等地造成环境影响，潼南区
每年都会组织清漂船对江面进行打
捞，对防止水质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若要更有效改善水质，
则需要上下游地区共同发力。

而这样的解决思路，正是《规划》
中所“明文规定”的。

据悉，根据《规划》的具体要求，重
庆市将探索建立渝东北、渝东南两个
生态发展区与大都市区之间，以及流
域上、下游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鼓励上下游地区商定跨界断面水质目
标和核定补偿标准，并对环境质量不
达标的区域或流域实施区域限批、特
别排放限值等政策。

除了对流域进行区域联护联治，

重庆市还将针对跨区县的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
逐步完善跨区县生态保护协作机制，
共同应对环境问题。

在确定生态环境联护联治机制的
同时，重庆市还将划定生态红线写入
了《规划》，以红线为底线，为绿色发展
留足空间。

“目前，重庆市的生态红线正在划
定中。”重庆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生态红线一旦完成划定，将实行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格管控生态
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开发建设活动，确
保受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同时，对于红线
区域内的违法建设活动以及毁林、捕
猎、毁绿占绿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也将加大查处力度。

此外，为了营造出“城在景中，人
在画中，满眼尽绿”的空间格局，重庆
市还将加大对重点区域生态建设的倾
斜力度，重点建设三峡库区生态屏障，
并强化包括秦岭-大巴山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水源涵养重要区在内的 4 个国
家级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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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护联治破解治污难题，划生态红线优化发展空间

经过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可“变废
为宝”成为生物柴油和沼气用于发电
……今后，这样“稀奇”的新鲜事在重
庆将会越来越多。

据悉，餐厨垃圾中含有大量油脂、
丰富的有机物质以及生物质能，通过
油水分离和高温厌氧消化等步骤，是
可以实现资源再次利用的。通过餐厨
垃圾最终实现发电，只是重庆环保产
业发展中的“冰山一角”，随着《规划》

的出台，将有益于重庆环保产业维持
强劲的发展势头，并为当地经济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动力。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重庆市
将 大 力 支 持 环 保 龙 头 企 业 发 展 ，力
争 到 2020 年 ，全 市 环 保 产 业 年 销
售 收 入 达 到 1300 亿 元 ，建 成 国 家
重 要 的 环 保 产 业 基 地 ，并 培 育 污
水 污 泥 处 理 设 备 制 造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设 备（产 品）制 造 、固 体 废 弃 物 收

环保产业“借东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显雏形

运 及 处 理 设 备 制 造 等 七 大 环 保 产 业
集群。

未来 5 年的时间里，借着《规划》“东
风”，蓬勃发展的将不仅是重庆的环保企
业和环保产业集群，在重庆万州、大渡
口、荣昌等地还将建起一批具有产业特
色的节能环保产业园区，为吸引国内外
节能环保企业、科研院所来渝发展，创造
良好的硬件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发展环保产
业的同时，在经济新常态下，重庆市也正
走出一条“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道路，
倡导绿色简约生活。

何为“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简单的说，“节约”是通过减少使

用量来控制总量消耗，“集约”则是通
过提高使用率来实现总量控制，只有

“节约集约”并重，才能实现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长远互利发展。

为了保护绿水青山，促进可持续
发展，《规划》指出，重庆市将加强工业
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公共
机构节能，并实施水资源管理、节约集
约用地、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
用等节能降耗行动计划，从而推进城
市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企业排污表面无异常，实则可能暗
藏“猫腻”。过去，这样的情况，一直给环
境保护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目前，重庆市的大型企业已经实现
了排污在线监测，但一些中小企业还并
未完善。受中小企业规模等条件影响，
这些没有实现污染实时监测的工业企
业，只好通过环境执法人员的主动出击
来杜绝企业偷排。

但未来，这样的状况可能会有很大
改善。

据悉，根据《规划》，重庆市将在 5 年
内，启动实施“阳光排污口”工程，建立工
业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和信息发布平
台，并编制年度排污状况报告，向社会
公开。

“‘阳光排污口’将织起一张看不见
的环境保护监管网络，让侥幸心理没有
机会，科学地丰富排污的监测手段。”重
庆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透露，随着全面
实施信息公开，重庆市还将建立“红牌”、

“黄牌”制度，对超标或超总量的排污企
业予以“黄牌”警示，限制生产或停产整
治；对整治不能达到要求且情节严重的
企业则予以“红牌”关停。

无论是监测手段的革新，还是监管
标准的提高，在重庆市环保局看来，这些
都是为了提高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

质量。在这一点上，未来，重庆市环保
部门将通过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宁
静、绿地、田园环保行动，持续改善环
境质量。

具体来说，蓝天行动方面，为了让
百姓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重庆市将
实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分类管理，其
中，主城区 2020 年计划实现 PM2.5年均
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重庆市不仅
要在 2017 年全面完成全市加油站、储
油库、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和
成 品 油 码 头 油 气 回 收 治 理 ，还 将 于
2020 年前完成 1000 蒸吨燃煤锅炉淘
汰或清洁能源改造，实现全市各区县
城区、工业园区基本淘汰燃煤锅炉。

碧水行动方面，未来 5 年，重庆将
保障长江、嘉陵江、乌江干流水质不低
于来水水质，争取到 2020 年，全市 32
条河流的 42 个国家考核断面达到或
优于Ⅲ类优良水体的比例提高到 95%
以上，其他河湖达到或优于Ⅲ类优良
水体比例提高到 81%以上。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总体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环保局还
把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建成区及
周边水体黑臭现象作为优先任务，大

向污染宣战，深入开展五大环保行动

力推进城市建成区黑臭河流及黑臭水体
治理工程，实现城 市 河 道 水 清 、河 畅 、
岸 绿 、景 美 ，全 面 改 善 城区河流生态
状况。

绿地行动方面，在“土十条”和《规
划》的双重背景下，目前，重庆市正开展
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和评估，并计划通过
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库和区域污染防
治信息管理平台等一系列措施，到 2020
年，将完成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的划定，
完成老、重工业集中区域以及影响人居
环境安全、饮用水安全等污染隐患突出
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

田园行动方面，“十三五”期间，重庆市
将继续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持续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力争到2018年，90%
农村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宁静行动方面，重庆市则将从源
头预防和治理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
活噪声、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实施系
列整治行动，努力消除一直居高不下
的噪声污染投诉。

“五大环保行动的深入实施，不仅
是《规划》的具体要求，更是重庆市重
点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的细节体现。”重庆市环保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五大环保行动的开展，将
在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为全市
人民描绘出一幅天蓝水碧、葱郁恬静
的美好画卷。

推行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垂管，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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