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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更清、天更蓝、山更绿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雨后的8月，蜿蜒流淌的大溪河南川段水清岸
绿。河畔，许多市民在此休闲漫步。

曾几何时，随着南川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
速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磷石膏堆场渗漏、城镇
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污染，导致大溪河水质一
度恶化至Ⅴ类。

“250万吨磷石膏废料堆成了一座高40米的
‘石膏山’，要提升大溪河水质，首要任务就是‘移
山’。”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徐红阳介绍，南川
引进建材企业制造石膏板等建筑材料，将250万吨固
体废物“变废为宝”。

在此基础上，南川在大溪河流域深入开展“三乱”整治
专项行动，完善乡镇污水处理厂二、三级管网建设，完成城区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推进旧城区雨污分流和新城区管网修缮，累
计关闭搬迁禁养区内养殖场253家。

如今，大溪河南川段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及以上，两岸还打造了绿色
生态带，实现水质、景观双提升。

大溪河的蝶变，是重庆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生动实践的一个
缩影。

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城市污水管网建设
快速推进，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清洁取暖改造减少散煤污染，可再生
能源快速发展……近年来，重庆一体推进治气、治土、治废、治山、治水、治
岸、治城、治乡、治塑，统筹高水平保护、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努力为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以缙云山为例。2018年6月之前，仅在北泉村就有农家乐28个、度
假村7个。

“仅在黛湖周边就有4家酒店和农家乐，占地面积2.23万平方米、房
屋面积1.62万平方米。”北泉村党委书记龙天真说，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启动后，黛湖区域生态修复工程总面积约达到6.5万平方米，通过恢
复湿地水文，增加湿地植被覆盖面积，恢复生物多样性，建设高效的“山地
溪塘复合生态系统”，打造出“缙云山生态修复的样本”。

据统计，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累计拆除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62
万平方米，269个突出环境问题全部清零。

不仅是缙云山，越来越多的绿色在巴渝大地铺展开来——
2022 年，重庆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资金达 1100.2 亿元，同比增长

16.0%；全市完成营造林面积33.3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55.0%，比上
年提升0.5个百分点；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2.5%，人均公园面积达
16.33平方米；全市完成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护工程试点，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1617平方公里，水土保持及生态功能持续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群众满意度为94.1%，较
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
增强。

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走出一条环保与发展相协调的新路径

位于黔江的小南海是重庆东南地区开发最早的景区。然而，一段时
间以来，长期过度的旅游开发，超过了小南海的生态承载力极限。

“小南海是黔江3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之一，为城区四个主要
街道约20万人提供水源，年供水量2000万吨，是黔江城区的生命之源。”
黔江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印正友介绍，旅游开发、游船及周边农家乐带来
的污染，严重影响了小南海的水质。

为此，黔江关闭了小南海旅游景区，49艘游船全部封存，关闭了小南
海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8家农家乐，新建了3个污水处理厂和
30公里污水管网。

可关闭了景区，过去吃旅游饭的村民怎么办？
“出路还是旅游业，关键在于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小南海镇长王

勉说，他们一方面严格保护生态，一方面在小南海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外
发展“十三寨”景区，并引导一些村民发展中药材等生态产业，提供家门口
的就业岗位。

如今，小南海水质稳定保持Ⅲ类及以上，土家十三寨景区也成功创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均游客接待近10万人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理念引领重庆8.24
万平方公里大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占地35平方公里的高新区，集聚了115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规上企
业，实现520亿元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2.7%——这是璧山交出的

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成绩单。
时光回溯到十多年前，璧山被称为“西部鞋都”，

低端制造业野蛮生长，城区遍布作坊式制鞋、建材
水泥等粗放型加工业，污水横流，流经城区的璧
南河臭不可闻，水质为劣Ⅴ类。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一时的经济
发展，这条路注定是走不通的。璧山开始大
力治污、转变发展方式，近年来更是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重大战
略机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和璧山一样，重庆各区县都在不断探索与
实践中，转变发展思路，逐渐走出一条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新路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如今，重庆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比分别达到19%、31.1%，2022年环保产业营收约1268亿元，
比2018年（751.4亿元）增长68.8%，绿色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0%。

此外，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43.7%，建成市
级绿色园区20个、绿色工厂249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覆盖全市，
清洁能源电量消纳占比超过47%，轨道交通在公交出行中占比超过
40%，绿色建筑在城镇新建建筑中占比达72.5%，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蔚然成风。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前不久，三峡集团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在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开
展长江中上游珍稀濒危野生植物调查时，在江津到四川省宜宾市等10余
个区县的沿江砾石滩上，发现了极度濒危物种——野生疏花水柏枝种群。

疏花水柏枝是一种耐淹植物，夏秋休眠，冬春繁殖，生长在长江水位
涨落带的砾石滩。

每年长江丰水期，疏花水柏枝在水下休眠，到了枯水期又迅速生长繁
殖。其根系发达，对河滩水位涨落带能起到保土固沙和绿化的作用，对恢
复长江生态环境和提升长江沿线两岸风貌有着积极意义。

今年5月31日，历时3年的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调查工作完成，发现了“三峡白前”“巫溪马铃苣苔”2个新种，以
及“离萼杓兰”“中华叉柱兰”“龙头黄芩”等8个重庆新记录种。

今年2月，重庆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崖柏繁育基地人工繁育的
崖柏幼苗首次成功移栽至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后又在内
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天
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移栽。

这一切的背后，是重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绿色发展举措在
重庆扎实推进——

在全国率先发布“三线一单”成果，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禁止
在长江干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等，严禁
项目违规触碰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红线……

今天的重庆，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
湖泊、一片片森林和草原有了专属守护者。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重庆严格落实长江保护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圆满完成，重庆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启动实施，严守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
口；持续育林，全面推行林长制，深入开展“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森
林蓄积量净增加25%，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5%；完成长江“十年禁渔”
退捕任务，全市退捕渔民安定有序，非法捕捞得到有效遏制，水生生物多
样性初步呈现恢复向好趋势；实施中心城区“两江四岸”“清水绿岸”“四
山”治理和城市提升行动，城市“绿肺”功能得以恢复，城市建成区绿化率
达到42.5%……

新发展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新征程上，重庆全体人民正携手同心、不懈奋斗，汇聚起更加磅礴的
伟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这是一份写在绿水青山之间的重庆答卷，更是一份
写在重庆人民心里的答卷。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昨天是首个“全国生态日”。晚上7
点，32个亲子家庭共百余人来到南岸区
南坪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参加“送你一
朵小红花”节电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之

“小红花游园会·爱在山野艺术共创”主

题公益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和家长一道，以青山、绿草、
鲜花为主题，共同创作完成了6卷长幅画，拼接成一幅长约
8米、宽约5米，主题为“爱在山野”的艺术巨幅画，以此向公
众传播“守护绿水青山”的理念。之后，北京传益千里讲师
罗燕妮为到场的亲子家庭带来了一堂“千羽课堂”分享课，

主题为《猛禽——凤头蜂鹰》，普及物种保护知识。
作为“送你一朵小红花”节电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中的一场

线下活动，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指导，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主办，南坪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少年先锋报社、重
庆陆海国际传播公益基金会、北京传益千里社会组织能力建
设发展中心承办，重庆市南岸区绿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办，
腾讯公益支持。 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蓝天下的黑山谷蓝天下的黑山谷

盛夏时节，北碚
区澄江镇北泉村的缙
云山居，村民黄丽维
家一楼一底、白墙黑
瓦的新楼，掩映在一
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之
中。

“你看像不像独
栋别墅，安逸得很。”
黄丽维一边打扫房前
屋后的清洁，一边
说。她以前住在缙云
山深处的北泉村范家
沟社，土坯房阴冷潮
湿，且交通不便。

改变，源于2018
年开始的缙云山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

伫立于嘉陵江畔
的缙云山脉，林海苍
茫，四季叠翠，是重庆
中心城区的绿色屏
障。可一段时间以
来，由于无序开发，缙
云山的生态遭到局部
破坏。

痛定思痛，重庆
对缙云山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拆除违规建
筑，实施生态搬迁，修
复自然生态，谋划产
业升级，逐渐走出了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绿色发展新路。

生态兴则文明
兴。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
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重
庆牢记嘱托，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全方位、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不断创造着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不俗
“战绩”。

这是一份写在绿
水青山之间的重庆答
卷，更是一份写在重
庆人民心里的答卷
——

长江干流重庆段
水质已连续6年达到
Ⅱ类标准，74个国控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8.6%；今年上半年
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157天；全市土
壤、声、辐射环境质量
保持稳定……

倡导环保节能“小红花”共创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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