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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构建上游生态屏障

—
—

重庆一体推进绿色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的最后一道关口，在推进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处于重要位置。2016 年 1 月

和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重庆考察

调研。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重庆统筹高水平保

护、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不断强化“上游意

识”，担当“上游责任”，坚持更高质量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更高水平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更好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

作用，加快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先

行区。

2023 年以来，重庆迭代升级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

治岸、治城、治乡，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持续

筑牢。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 7 年保持Ⅱ类，74

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创“十四五”

时期以来最佳水平；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考核中，连续 4 年获得优秀等级；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 325 天，连续 4 年稳定在 320 天以上⋯⋯

2023 年，重庆市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重庆

采取了哪些创新做法，取得哪些成果，有哪些经

验做法对沿江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经济日报

记者深入重庆长江沿线展开调查。

数字赋能护绿水青山

沿着石阶登上重庆市巫山县长江北岸的神

女峰，从山顶俯瞰，高峡出平湖、碧水映青山的美

景尽收眼底。巫山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

流经重庆的最后一站，境内的长江干流和支流水

域岸线总长达 180 多公里。

巫山县境内的大宁河是长江一级支流，自北

向南流经龙溪、福田、大昌等 7 个乡镇后汇入长

江。作为大宁河流域重要的生态湖泊，巫山大昌

湖过去水体黑臭、垃圾漂浮，如今水清岸绿、百鸟

翩飞，以湖为中心形成了

一 个 1000 多 公 顷

的 国 家 级

湿地公园，成为当地的一张生态名片。

大昌湖的蝶变是巫山县生态环境治理的一

个缩影。在这背后，数字技术起了重要作用。巫

山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鹏表示，他们在长江干

流和次级河流的重要点位安装了 10 个 360 度旋

转的“全球眼”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江面垃圾漂

浮物情况。同时还建设了大宁河水生态健康综

合评估数字化系统，接入河湖及水库视频监控

136 个，实现对大宁河巫山段全流域水生态环境

的动态监控。

数 字 赋 能 让 治 水 从“ 人 治 ”转 为“ 智 治 ”。

2023 年以来，重庆市全面推进数字重庆建设，运

用数字技术打造了一批多跨协同的典型数字

化场景应用，加速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巴渝治水”

水环境管理大数据应用系统

的建设使用，大

大提升了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治

理能力和水平。

走进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指挥中心，“巴渝治

水”应用系统高清大屏幕上，重庆市 120 条河流的

实时水环境情况一目了然。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水

生态环境处处长杨科军介绍：“这套系统整合了

22 个部门 690 余项数据，监测感知点达 1.5 万余

个，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数字水生态智能

感知网。问题发现及解决时效由此前平均 7 天缩

短为 24小时以内，问题销号效率提高 80%。”

重庆还建立了流域大数据“画像”指标体系，

从水质量、水资源、水生态、水污染、水监管等多

个维度入手，为每一条河流量身定制“数字化管

水一张图”，以此提升大数据分析研判能力，实现

水环境“可视”“可查”“可分析”，为环境要素感

知、污染分析和精准溯源提供数据基础支撑。

在重庆梁平区碧山镇新元村，碧水清波的铜

钵河蜿蜒流淌。作为长江四级支流，铜钵河发端

于四川大竹县观音镇，流经重庆梁平区七星镇、

碧山镇后，又流回四川大竹县。

“过去我们为了监测河流水质，三天两头儿

往村里跑，如今通过手机 APP 就能随时掌握水质

状况。”梁平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江毅介绍，他们

联合大竹县在铜钵河流域建设了 6 个水质自动

监 测 站 ，实 现 了 水 质 自 动 监 测 和 流 域 可 视 化

监控。

记者在碧山镇新元村的铜钵河上河坝水质

自动监测站看到，水样采样器、氨氮测试仪、高锰

酸盐指数测试仪等设备不停运转。江毅说：“自

动监测站每 4 个小时对水环境样本进行自动采

集、自动分析，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到‘巴渝治水’

数字化管理平台。水质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

自动预警，并将预警信息发送至管理员的手机终

端。我们根据预警情况开展联合巡查检查和应

急处置。”得益于智能化的管护模式，铜钵河水质

稳定保持在Ⅲ类以上。

既治水兴水，也守山护绿。在三峡库区腹心

的重庆市忠县，智慧森林防火系统的建成投用让

当地实现了对 170 万亩森林的数字化巡护和智能

化管理。记者在忠县林业局指挥中心看到，系统

大屏幕上忠县各林区的防火关键部位尽收眼底。

“我们建设了 100 多个视频监控前端，一旦

发生火情，系统将自动识别烟火、定位、传输图

像、报警，实现 1 分钟发现、3 分钟核实、5 分钟出

动处置的工作闭环。”忠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欧应群说，“自从去年 4 月智慧森林防火系统运

行以来，所有野外荒火均实现了早发现、早处置，

未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绿色低碳促工业转型

放眼巴渝大地，绿色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底色。重庆在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的同时积极发展绿色制造，工业绿色转型升级迈

出新步伐。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新产业、新技术、

新业态在长江沿线各区县加速成长，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澎湃

动力。

在 重 庆 万 州 区 ，长 江 过 境 流 程 80 多 公

里。走进万州经开区的

重庆湘渝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绿树葱茏、

绿草茵茵。湘渝盐化公司科技规划部负责人徐

建华说：“前不久，公司投资 1.9 亿元实施的热电

系统优化节能改造项目已经竣工投产。”这一项

目通过锅炉产能置换更新以及锅炉烟气脱硫技

术改造，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1.9 万吨，减排二氧化

碳、氮氧化物及烟尘约 4.5 万吨。

湘渝盐化是全国最大的井矿盐和联碱生产

基地之一，拥有 120 万吨盐、100 万吨纯碱、105 万

吨氯化铵生产能力。这几年，该公司通过技术升

级、设备改造、工艺优化等措施，积极实施节能降

碳行动。

湘渝盐化公司董事长刘行忠说：“眼下，我们

正积极推进联碱装置绿色固碳、分布式光伏发

电、空分尾气回收利用等多项节能环保升级改造

和循环利用项目，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 2.9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氮氧化

物及烟尘共计近 5 万吨，产能增加 30 万吨。”

同样身处万州经开区的施耐德（重庆）电工

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在这家企业

的车间里，所有设备互联互通，从产品装配、测试

到包装，全程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施耐

德（重庆）电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舒宗品说：“数字

技术的应用，让公司生产效率提高 139.18%、产品

不良率降低 34%、运营成本降低 28.5%、单位能耗

降低 14.74%。”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万州区

近年来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全面

推动现有企业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能源消费低

碳化转型、生产过程清洁化转型、资源利用循环

化转型，迈上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共赢之路。

“2023 年，万州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重

庆市第一位。”万州区经济信息委主任汪海云说，

截至目前，万州区已累计推动实施智能化改造项

目 179 个，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2 家，市级绿色工

厂 6 家，市级数字化车间 11 个。

工业园区是降碳的主战场。近年来，重庆持

续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和节能降碳改造，累计创

建 12 个国家级绿色园区、17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133 家绿色工厂。

去年，重庆启动了首批近零碳排放试点园区

建设，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桥工业园、西彭工

业园、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璧山高新区、潼南高

新区等 9 个试点园区从碳排放管理、产业绿色低

碳转型等多方面积极开展探索实践。

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的重庆数智产业园是国

家级绿色园区，也是重庆首批近零碳排放试点园

区之一。重庆数智产业园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华

告诉记者，园区不断完善碳排放管理制度和体

系，同时探索水源、风电等清洁用能设备替代燃

煤、燃油、燃气锅炉，提高企业生产生活用能清洁

化水平。近 3 年园区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7%，清

洁能源使用率已达 82.88%，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达 89.83%，多项指标超过近零碳排放园

区创建要求。

长江之畔，先进制造业发展脉搏强劲。作为

重庆制造业大区，涪陵区瞄准新材料赛道，布局

打造聚氨酯、聚酰胺、聚酯、轻量化汽车部件等多

条特色产业链，建成重庆市首个千亿元级材料产

业集群。涪陵区经

济 信 息 委 副 主 任 夏 涵 说 ：

“2023 年，材料产业完成规上工

业产值 1203.7 亿元，占涪陵区产值

总量近一半。”

在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珞 璜 临 港 产 业

城，重庆市鼎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新

能源汽车压铸零部件精密加工数字化

车间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中。“项目完成

后，公司将具备年产 60 万件新能源汽车

压铸零部件的生产能力。”鼎喜实业公司总

经理杨天浩说。如今，江津区已集聚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65 家，形成产业链条

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2023 年产

值超过 89 亿元。

生态效益变经济效益

忠县乌杨街道杨峰村里满山的竹林郁郁葱

葱，在长江南岸构筑了一道生态屏障。

见到 57 岁的村民陈珍兰时，她正在竹林里

进行管护作业。“家里之前闲置的 6 亩土地如今

全部种上了竹子。土地流转的租金加上竹林管

护的务工收入，每年能为家里带来 6000 多元的

收益。”陈珍兰说，竹子收成后会运往附近竹材加

工点，最后生产制作成竹纤维环保餐具。

竹纤维碗、竹纤维餐盘、竹纤维打包盒⋯⋯

走进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展厅里琳

琅满目的竹制品令人目不暇接。

“依托长江沿线丰富的竹资源，公司加大创

新研发力度，开发出近百种竹纤维产品，远销德

国、意大利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

1.5 亿元。”瑞竹公司董事长王建忠介绍，他们采

用“公司+基地+农户”等模式发展了 5000 多亩竹

子种植示范基地，带动发展竹材基地 8 万余亩，

建成 12 条“以竹代塑”自动化生产线，推动竹资

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忠县拥有竹林总面积超过 17 万亩，像瑞竹

公司这样的竹产品加工企业共有 6 家。忠县经

济信息委副主任谭文伍说，秉承绿色发展理念，

他们从基地建设、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入

手因地制宜发展竹制品产业，竹产业年产值超过

1.5 亿元，带动近 10 万竹农增收致富，走出了产业

发展高质量与绿水青山高颜值的生态富民新路，

实现了生态效益到经济效益的高度转化。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近年来，重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积极

有益的探索实践，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协同

推进，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重庆合川区，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

汇，“三江六岸”岸线总长达 450 多公里。立足生

态环境优美的水域岸线资源，合川区建设了 20

多个滨江亲水休闲公园，打造出一批水上观光和

游乐项目，推出了滨水特色旅游线路，生态旅游

业蓬勃发展。

合川区文旅委主任谢瑜说：“得益于生态旅

游的强力拉动，2023 年合川区共接待游客 2550

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155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 32%、85%。”

为破解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

难变现”问题，重庆积极探索开展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工作，助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重庆

市梁平区成立了湿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工作专

班，建立健全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我们

通过实地调研明确核算区域，编制数据目录清

单，确定核算模型方法与适用技术参数，建立核

算程序，最后核算出 2022 年梁平区试点区域湿

地生态系统的产品总值超 177 亿元。”梁平区统

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冯正福说。

重庆还打造了“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平台，是全国首个集“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

3 项功能于一体的开放性平台，打通了碳资源的

价值变现渠道。截至目前，“碳惠通”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平台注册人数超过 200 万人次，累计完成

碳排放交易 418 万吨，交易金额 1.06 亿元。

青山景色新，碧水东流去。重庆正全面推进

美丽重庆建设，推动自然之美、城乡之美、人文之

美、和谐之美、生活之美整体跃升，打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市域范例。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重庆重庆

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

关口关口。。近年来近年来，，重庆坚持降碳重庆坚持降碳、、减减

污污、、扩绿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增长协同推进，，大力推进大力推进

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发展，，努力处理好生态环努力处理好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运用运用

大数据智慧化手段实现科学治污大数据智慧化手段实现科学治污、、

精准治污精准治污；；发展绿色制造发展绿色制造、、智能制智能制

造造，，推动工业低碳绿色转型推动工业低碳绿色转型；；探索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等，，为长江为长江

经济带城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经济带城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提供了有益示范和高水平保护提供了有益示范。。

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重庆在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在于，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全市域、全过程、

全方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态

保护、生态修复、生态建设、生态利用有

机结合，走出了生态保护修复一体化、系

统化、数智化的新路径。

筑牢长江生态屏障是一项系统工

程 ，需 要 统 筹 兼 顾 、系 统 谋 划 、整 体 推

进。只有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

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处理好生

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真

正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重

庆，我们看到大昌湖从“臭水沟”蝶变为

“生态湖”、中梁山废弃矿山变成植物主

题公园、缙云山从“靠山吃山”变成“养山

富民”⋯⋯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

例，无一不是系统治理后的结果。

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可以丰富和拓

展生态环境治理路径，对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的系统性、协同性和精准性具有重

要促进作用。“巴渝治水”“智慧林长”等

数字生态应用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监管对

象实时监控、全过程监管，有效提升生态

环境监测感知、预警预报、风险防范和应

急处置等能力，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现

代化水平。

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由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沿

江各地应深刻把握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

统一关系，树牢“一盘棋”思

想，强化系统性思维，从生

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

性 出 发 ，把 自 身 发 展 放

到 协 同 发 展 的 大 局

中 ，协 同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和 高 水

平保护。

系 统 施 策 协 同 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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