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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地结构做
文章，两江新区以全市 1.5%的土地贡献了
15%的 GDP，水、大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仅占全市的不足 2%，园区内主要河流御
临河国控断面常年满足Ⅱ类水质。

在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华
能两江燃机电厂冷热电三联供在自身节能
减排的基础上，还在源源不断地为园区企
业提供清洁能源。

走进华能两江发电厂，看不见烟囱高
耸，听不到机器轰鸣，遍地的草坪和随处可
见的绿植，使得整个厂区犹如一座公园。

不仅是外表看起来很“绿色”，工厂的
主机设备也采用了国际先进的 F 级天然
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设计联合循环热
效率高达 75.87%，比国内燃煤百万机组高
近 30%；在设计条件下较之于百万容量的
燃煤机组每年可节约 38 万吨煤炭。电厂
有关负责人介绍，经过测算，每发电 1 亿千
瓦时。相较于传统燃煤电厂，华能两江燃
机电厂可以减排氮氧化物 22.2 吨、减排二
氧化硫 63.4吨、减排二氧化碳 5.1万吨。

据了解，目前，两江燃机公司已向该园
区共计 7 家用户供热，用户涉及医药、电
子、酒店、物业等各个行业。生产过程中不
产生工业废水，对生活废水达标处理后用
于厂区的绿化及道路洒水，实现了废水“零
排放”；利用消音技术实现厂界外噪音水平
达到国家噪声污染三类标准……

华能两江燃机厂项目正是两江新区在
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
结构的一次大胆尝试。

“我们目前正在建设绿色生态样板城
市，构建清洁能源城市，依托华能燃气发电
余热、企业生产余热分区域规划建设综合
能源站，打造能源梯级利用的分布式能源
体系，为智慧城市提供清洁能源。”水土高
新园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华能两江燃机
已经建成供热管道 6.7 千米，供热范围可以
覆盖整个水土园区。在园区建成了一座集
中制冷站，能够满足园区周边云计算等用
冷企业的用冷需求，实现冷热电三联供。

2019 年，电厂向园区企业集中供热蒸
汽 11.6 万吨，对应减少天然气消耗量 50.6
万立方，每年节能 591 吨标准煤，减排二氧
化碳 1536 万吨、氮氧化物 23 吨、二氧化硫
46吨。

2019 年 7 月，重庆高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申报发行的绿色债券获国家发
改委批准，该支债券是全国首支生物医药
领域的绿色债券，公募资金不超过 20 亿
元，将促进优质生物医药产业项目落地，完
善产业链。

一直以来，重庆高新区将生物医药产
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也因此被授予重庆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称号。此次绿色债券的
发行将充分发挥专业的市场能力，有效地
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绿色债券专款专
用，所募集资金将用于绿色低碳项目的各
方面发展。”重庆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高新区将充分运用好这笔资金，通过
加快循环化建设与改造，促进优质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落地，提高重庆高新区生物医
药产业的竞争力，完善相关产业链。

重庆重庆：：
绿色为发展赋能 生态助产业振兴

“原则上不引进无产业发展
定位、无规划或计划支撑、清洁生
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项
目；不得随意调整、占用已划定的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 开 发 边 界 ”……2020 年 初 ，两
江新区出台的这份《强化工作措
施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实施意
见》，既是一张“负面清单”，也是
一张“正面激励清单”，敦促拟落
地的产业和项目全面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倒逼产业升级。

在这些吃了“闭门羹”的项目
当中，作为重金属排放大户的电
镀行业完成了一次从“小散乱强
制集中治理”向“高效分类精准治
理”的华丽转身——生产线投资
低于 3000 万元的电镀生产工段
被禁止引入，新建、扩建排放重金
属、剧毒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和废水排放量超过 5000㎡/d 的
工业项目受到严格控制。

如果说环境质量底线把污染
大户挡在了外面，那么河湖沿岸
保护线则是把脆弱的水生态环境

“呵护”在了里面。长江、嘉陵江

沿岸保护线不低于 50米；一级支
流不低于 30米；二三级支流、湖库
不低于 10米……“岸进人退”为水
资源的修复涵养留足了空间。

把好“上线”、绷紧“红线”、守
住“底线”的同时，两江新区生态
环境部门在污染防治攻坚方面也
不断抽丝剥茧。

在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的过程中，通过对雨污管网
排口水质进行对比分析，排查人
员敏锐地察觉到，有大量本应进
入污水管网的含磷废水，却排入
了雨水管网，而污水之所以会错
排，竟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小小习
惯造成的。

原来，很多居民习惯于将洗
衣机放置于只有雨水管道的阳
台 ，而 非 设 有 污 水 管 道 的 洗 手
间。于是，洗衣机排水时，大量含
磷的洗衣粉、洗衣液就通过雨水
管道排入了外界。

弄清了污水来源后，两江新
区住建部门专门制定相关规定，
要求新建住房阳台一律安装污水
管网，可谓标本兼治。

“控边界”并非简单地划出生
态空间，而是要达到保障城市基
本生态安全，维护生态系统的科
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的目的。
那么，两江新区划出的大片空间
要用来做什么呢？答案是“建公
园”。

最近，刚从沿海城市来到重
庆一家科技企业上班的张伟，带
着 6 岁 的 儿 子 在 礼 嘉 智 慧 公 园

“泡”了一整天。园中能唱歌跳
舞、弹钢琴、磨咖啡的机器人，VR
虚拟驾驶和沉浸式自行车等设施
不仅让孩子们流连忘返，就连见
多识广的张伟也感到十分新鲜。

礼嘉智慧公园，是两江新区
建设公园城市、推动“百园之城”
建设的范本之一。截至 2019 年
底，两江新区建成公园 116 个，建
成区绿地率 32.08％、绿化覆盖率
42.17％ 、人 均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15.05 平方米，均高于国家园林城
市标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利环境。未来三年，两江新
区还将新增公园 56 个，人均公园
绿地将超 20平方米。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以
来，两地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
共建西部科学城，是实现动能转
换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一年过去了，曾经的重庆高
新区如今已成为西部（重庆）科学
城“一核四片多点”布局中的核心
区域，和两江新区一道，共同组成
了引领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两架
马车”。

“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发展定
位。这里拥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自贸试验区、国家级高新区、
西永综保区等多块“金字招牌”，
汇集了重庆大学等高校 28 所、市
级以上研发平台 272 个、西永微
电园等产业园区 14 个。未来，这
驾满载梦想与希望的“金马车”将
与两江新区双轮驱动，共同提升
重庆中心城区发展能级。

作为国内知名的增材数字化
制造企业与研发机构，安德瑞源
3D 打印服务是重庆高新区金凤

园区重点引进的大数据智能化企
业。在它的生产车间里，看不到
成群结队的工人身影，只有各种
智能化设备在有序运转。

“制造企业是智能化改造的
重点方向。”园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产业园也积极从其他角度推
动智能化改造，培育其新动能。

在笔记本、手机、家电、航空、
医疗等领域，触控板环保型表 面
处理工艺一直是困扰业界的难
题 ，位 于 重 庆 高 新 区 的 瑞 娃 科
技（重庆）有限公司攻克了这一
难 题 。 凭 着 自 主 研 发 的 产 品 ，
先后与惠普、戴尔、联想、小米、
华 为等大型企业达成了合作关
系。

“对于比较复杂、数据量大的
产品来说，传统的生产线已经不
足以应付了。”相关负责人许兴飞
介绍，“智慧工厂建成后，我们可
以生产智能化的设备，研发出的
产品可以直接在生产线上应用调
试，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许兴

飞说，目前企业正逐步从传统的
半自动生产向智能化工厂转变。

围绕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重庆高新区大力引
进有优势、有市场、有前景、牵动
能力强的重点企业，加快明略科
技城市后台中心建设、力促甲骨
文、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龙头
大数据公司落地重庆高新区，加
快园区大数据数字化产业发展。

这些平台的建立，再加上人
才、资本等服务要素的聚集，将实
现智能生态圈的构建，利用自身
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为有潜力
的项目和企业提供支撑，吸引更
多智能化、大数据上下游产业进
入，形成良性“循环”。

2020 年智博会期间，西部(重
庆)科学城一举拿下签约项目 43
个，总投资额高达 1012.4 亿元，囊
括了百度、小米等一众互联网科
技巨头。领域覆盖大健康、新一
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高技术服
务业等科学城主导产业。这些项
目落户后，将进一步集聚科技创
新资源要素、推进核心技术攻关
和成果转化，为西部(重庆)科学
城建设添注强劲新动能。

运用大数据与智能化，是转
型升级的必要路径。当前，重庆
高新区正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和中国西部（重庆）科学城的战
略机遇，强化西部（重庆）科学城
创新引领功能，通过创新政策跨
区域协同、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
产业链跨区域联动，为产业园区
创新转型赋能，为“一区两群”协
同发展赋能，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赋能，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赋能。

去年上半年，两江新区的 GDP 增速坐
上了重庆市的“头把交椅”，高质量发展势
头强劲，但它的废水、废气排放强度却是中
心城区最低的区域之一。如何做到“既让
马儿跑，又让马儿少吃草”呢？两江新区的
答案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绿色发展。

2019 年，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被工信
部认定为“绿色园区”。以该园区的“制造
业大户”京东方为例，该公司产生的剥离液
占了危险废物的 50%，但通过产业链绿色
化改造，其每年通过实施再生循环可重复
利用量就达 8000 吨以上。

日前，该公司环保负责人介绍，工厂的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二次处理达标后排
放；废气收集经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后均能
达标排放且远低于排放标准；废水、废气均
已设置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局联
网，实时监控保证废水废气稳定、达标排
放。固体废弃物则交由资质完善的专业废
弃物处置公司进行回收和再利用。生产产
生“三废”均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
进行处理处置。

“我们在产能饱和的前提下，还实施了
节电、节水等专项改造项目共计 100 余项，
通过对厂区内动力、工艺设备改造及产线
工艺运行方式改善。”上述负责人介绍，每
天可节电 8.9 万 kwh，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 53.76 吨。废水回收利用率可达到 75%，
可节约自来水用量 23735 吨/天。2019 年
较 2017 年，年用水量降低 9.45%，用电降低
4.49%；温室气体总排放降低 3.06%。

建设绿色生态样板城市，不仅仅是提
供 清 洁 能 源 ，还 必 须 构 建 起 绿 色 循 环 经
济。坐落于重庆主城“上风上水”位置的两
江新区和重庆高新区，不仅在高质量发展
方面要“领跑”，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同样肩负着重要使命。在重
庆正于全市范围试点“无废城市”建设的当
下，它们也不约而同选择了循环经济和资

源化利用这条路。
以两江新区江北嘴江水源热泵集中供

冷供热项目为例，它通过水循环原理进行
能量转换，利用蕴藏在江水中的冷热能，并
配合其他制冷制热方式，采取冷热能集中
生产的方式获取用户所需的冷热能，再通
过区域管网输送给各用户使用。如此一
来，不仅避免了噪音、热排放、空气污染等
弊端，还有明显的节能减排作用：在供冷
季，绿色环保的“水空调”与传统空调相比，
可节能 30%左右；在供暖季，“水空调”则采
用江水源热泵系统取代了燃气锅炉；而耗
电量的降低，则直接减少了火电厂燃煤产
生的污染物数量，节能减排效果拔群。

2020 年，两江新区印发实施《“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将目标直指固体废
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的全面提
升。而重庆高新区也正在实施工业绿色生
产，引导企业实现产品绿色化、生产洁净
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一大批企业
获批市级绿色工厂，为以节能减排、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建设树立了典范。

2019 年 9 月，来自重庆高新区的重庆
方正高密电子公司和隆鑫通用动力股份公
司上榜重庆市第二批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
位，2020 年，作为富士康集团在重庆的主
要生产基地，位于重庆高新区鸿富锦精密
电子（重庆）公司又入选了第三批的“绿色
工厂”榜单。

以重庆方正高密电子公司开发的高端
存储印制电路板为例，在选择绿色高速原
材料的同时，还使用了无卤阻燃环氧树脂，
满足性能和环保的双重要求。在开展 5G
通讯印制电路板绿色设计时，企业对制造
中的材料、设计、加工技术和减排节能等环
节进行技术攻关，最终实现消耗少、污染
轻、投入低、产出高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工业体系。

此稿由中国环境报重庆记者站丁凤然
采写

控边界：打造“百园之城”

换动能：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调结构：构建清洁能源城市

转方式：循环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图片说明：

①明月山下，刚建成的两江协同创新

区明月湖及周边湖区景观风光旖旎。

张锦辉摄

②位于重庆高新区的重庆大学。

武孔波摄

③在两江新区金州公园，市民在跑道

上跑步。这里曾是一片废弃的渣场，弃土

被精心打造成了水影丘、童趣丘、运动丘等

10 个特色山丘，不仅实现了土方的场内平

衡，节约了建设成本，还体现了重庆立体多

变的山地公园特色。

张锦辉 摄

④重庆高新区国家生物产业园。

武孔波摄

⑤位于重庆高新区的九凤瑶池。

武孔波摄

铺开重庆主城航拍图，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犹如两台绿色发动机，为母城的创新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双翼；又如两桅鼓满的风帆，为老牌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蓄积了澎湃动力。控边界、换动能、调结构、

转方式等一系列举措，成为重庆这两个最大发展平台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强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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