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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时节，沙坪坝回龙坝镇五云山社区公园里的

一汪碧水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休闲散步。村民王廷荣

就是这里的常客，每天早晚都得来溜溜弯。

“以前大家缺少环保意识，谁家有点洗衣、洗菜、洗

碗的脏水都是直接往外泼。污水流到潭里，水自然就

臭了。”王廷荣说，其实，五云山社区产生的生活污水总

量并不多，但因为缺少处理设备，给村民的居家环境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社区居委会的协调下，五云山社区辖区内13家

企业共同出资购置了一台日处理能力150立方米的生

活污水处理设备，解决了生活污水外排污染环境的问

题。如今，五云山社区公园里的湖水清了，岸绿了，社

区更加宜居宜业。

其实，五云山社区的变化只是重庆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政治责任，聚焦大气、水、土壤污染等关键领域，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今天的重庆，“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的壮丽画卷正逐步展现，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绿水青山“河”作画

近日，笔者沿着德感长冲渔场一路行至璧南河入

水口，只见霞光映照下的河面碧波荡漾，水清岸绿，飞

鸟游鱼，无限风光。眼前的喜人景象让人很难想象璧

南河入水口水质曾为劣Ⅴ类。

凤凰涅槃的背后，是你不曾想的沧桑。重庆江津

区长冲渔场，是璧南河水污染的“元凶”之一。这个拥

有600多亩鱼池的热带鱼良种场，曾因“温泉养鱼”名噪

一时。然而，养鱼的温泉水在流出渔场后，却成了璧南

河一个主要的污染源。由于上游水质较差，污染负荷

高，再加上高密度投饵养殖、不达标尾水排放，以及随

雨水不断冲刷入河的农药、化肥、生活垃圾，让璧南河

入水口水质一度停留在劣Ⅴ类。人工养殖的鱼儿在温

泉中优哉游哉，沿岸群众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却遭受着

破坏，这显然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导向背道

而驰。

为确保璧南河入水口水质稳定达标，在市、区各级

各部门的强力推动下，长冲渔场通过实施水资源有偿、

节约、环保使用等管理制度，开展渔场和河道清淤治

理，限期取缔所有高密度饲料养殖，规划打造长冲乡村

休闲旅游示范点等生态综合治理措施，完成了 600余

亩鱼池全部退渔和当地群众转产不减收这似乎“不可

能的任务”，长冲渔场的出水口水质也自 2019年 10月

提升到Ⅱ类后，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

长冲渔场走上绿色转型康庄大道并非个例。

为防治水污染，确保一江碧水向东流，市生态环境

局专门组建重点流域监督指导组，全年累计组织 2000

人次开展重点流域巡查检查，并建立不达标重点河流

日分析、周评判、月调度工作机制，每天分析自动站水

质波动情况，每周结合日常巡查评判流域水质变化趋

势，每月调度流域综合治理进展、评估流域整治成效，

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重庆持续完善水污染防

治管理系统，建立断面水质预警预测模型，预判预报未

来水质变化趋势，及时开展临界超标断面预警，同时完

成河流体检数据入库对比分析等工作，实现水质数据

实时同步和污染源定位导航，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提

高水环境监管水平。

如今，临江河、濑溪河等 34条河流上有了 1568个

加密监测点位，通过重点河流的每月体检、每月通报、

每月分析，按流域、按河段解剖超标原因，找准“病灶”、

深挖“病因”，靶向治疗、精准施策。2019年，重庆国家

考核断面水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比例为 97.6%，优于年

度目标 7.1个百分点，在 2019年度“水十条”评估排名

中，重庆位居全国首位。

抬头即见“重庆蓝”

“再也不用跑到川西去看蓝天了，我拍了许多蓝

天白云想要与你们分享，感谢你们的努力！”今年 5

月，一封市民感谢信通过市政府公开信箱转到了市生

态环境局。

写信人叫张涤平。他说，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

他喜欢通透的蓝天，更喜欢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重

庆城。

据了解，为有效防治大气环境污染，重庆以实施八

项国家标准和柴油车整治为重点控制交通污染，以工

业废气深度治理和发放臭氧告知书为重点控制工业污

染，以扬尘控制示范创建和落实十项规定为重点控制

扬尘污染等。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制定蓝天

保卫战作战图，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分解下达 70

条2000多项工程和措施。

截至目前，累计淘汰治理老旧柴油车 5.5万余辆，

发展新能源车 2.2万余辆，完成 1100余家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工业炉窑、烧结砖瓦、锅炉废气治理升级改

造。累计淘汰燃煤锅炉92台，完成19台共802万千瓦

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建设和巩固扬尘控制示

范工地、道路 2200余处，主城都市区主要道路机扫率

达到93%。主城都市区城市建成区全部划为烟花爆竹

禁放区。

同时，重庆坚持以督导帮扶和污染预警应急为重

点增强监管能力。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成立

5个综合巡查组、2个督导帮扶组和1个执法监测组，实

施空气质量日预警、周调度、月通报、季约谈。2018年

来，启动空气污染应对预警 32次，督导帮扶企业 2200

余家，曝光重点污染源 165个、会商约谈 36次、执法监

测企业1500余家。

2018年，重庆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16天，比上

一年增加 13天，无重污染天气。2019年，重庆市主城

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再次达到 316 天，同时，PM10、

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六项指

标均同比下降，全年无重污染天气。

今年截至 9月 26日，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46天，同比增加 15天，“重庆蓝”已成常态，屡屡刷爆

市民朋友圈。

巴渝净土齐守护

“庄稼生长靠扎根，废膜影响根不深……”眼下正

值秋收，綦江区永新镇供销社农膜回收点门口的宣传

栏前，停了不少农用车。附近的村民们进进出出，忙着

把自家的废弃农膜从车上卸下来，而回收点内，废弃的

棚膜和地膜已经堆得满满当当。

“过去，农民普遍不知道废弃农膜的危害。”永新镇

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说，在建立专门的废弃农膜回收点

后，綦江区发放了倡议书，编制了顺口溜，对废弃农膜

的危害进行了广泛宣传。如今，已有不少农民主动拿

着废弃农膜来回收网点。

“一百、两百、三百……”回收点门前，村民母世容

靠在农用车上，数着手里崭新的钞票。秋收期间，母世

容把地里的废弃农膜收集到一起，往回收点运了4趟，

卖了1192元，赚了一笔不小的“外快”。而在綦江区的

合民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里，这些废旧农膜

被粉碎、清洗后，通过热融、挤出，变成了再生塑料颗

粒，用来加工塑料板凳、警示筒等塑料制品，实现了变

废为宝。

近年来，重庆市不断健全废旧农膜回收机制。据

统计，重庆已建成乡镇回收网点 1130个、村级回收网

点1096个、农膜分拣贮运中心35个，确定了39家回收

企业和 18家加工企业，负责全市废旧农膜回收、加工

处置任务，全市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已基本形

成。更多像母世容一样的农民已经加入回收废弃农膜

的行列。

废弃农膜回收，只是重庆推进净土保卫战的举措

之一。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态环境处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通过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全市净土保卫战重点

工作推进顺利。

在加强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保障人居环境

安全方面：重庆市建立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名录制度，将 104 块污染地块动态更新至名

录。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一修

订工作程序，建立专家库，将部分评审备案工作下放至

区县。各区县均建立了疑似污染地块清单，将地块纳

入全国污染地块管理系统进行监管。

在农用地方面：重庆在印发《重庆市耕地土壤环境

类别划分工作方案》、编制《重庆市农用地土壤环境质

量类别划分实施方案》的基础上，明确了市级统一组织

划分、区县进行边界核实的工作机制，下达了各区县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具体任务。截至目前，

已完成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任务量的95%以上。

目前，全市27个尾矿库已完成26个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编制、25个污染防治方案编制，基本完成 23

个尾矿库环境整治，未发生因尾矿库引发的重特大突

发环境事件。

（黎静/文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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