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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3月21日下

午，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审议重庆市加快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五年行动方案，听取

第五届西洽会和2023陆海新通道国际合

作论坛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2023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总体方案，研究部署

有关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

署，是支撑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

我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核心支撑。我们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高政

治站位、战略站位，聚焦改革、提升能力，集

中力量、持续用力，加快建设更加经济、更

高效率、更为安全、更可持续的西部陆海新

通道，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努力为新时代

新征程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提升

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地位

和竞争力，坚持系统观念，抓好整体谋划，

紧紧围绕“西部”和“开放”两个关键词，抓

好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打通堵点卡

点，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地带动西部地区开

发开放。要提升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

的战略地位和竞争力，紧扣重庆作为通道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的定位，做强做优区

域综合运营平台，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做强通道经济、枢纽经济，持续提升通道辐

射带动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做好内畅外联

文章，坚持需求导向，深化国际合作，织密

通道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促进多通道协同，

加强与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良性互动，

提升通道运行效率。要抓好清单化落实，

突出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革、重大

政策，以更大力度招商引资，推进制度型开

放，带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共商共建共

享。要以行动方案实施为契机，积极加强

与国家部委的对接，适时召开推进大会，高

效整合各方资源，携手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取得更大突破。

会议指出，西洽会和陆海新通道国际合

作论坛是西部地区推动发展、扩大开放的重

要窗口。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开局之年、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开局之

年，举办这次盛会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要

突出成果落地，开展好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努力把签约项目转化为发展成果。要高水

平办好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紧扣新趋

势和新变化，体现开放发展新理念，加强对

接合作，更好打造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通

道、创新通道、绿色通道。要做到周全安全，

抓好统筹协调、联络对接、服务保障，确保工

作有力有序、高质高效。要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扩大活动影响力。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续高标准办好智博

会、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重要指

示要求，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扩大品牌影

响力、行业引领力，确保智博会办出新意、

办出实效，推动重庆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

台阶。要突出专业化国际化，聚焦数智领

域热点，创新办会机制，坚持政府搭建平

台，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作用，激发企业积极

性，以专业化引领国际化，把大会办得更出

色、更精彩。要围绕论坛、展示、赛事等活

动板块，搞好重磅成果发布，充分展示新科

技、新产品、新成果、新解决方案，全面体现

数字经济和智能产业发展最新水平。要加

强组织领导，优化主题设置，抓好工作对

接，彰显重庆辨识度，确保大会圆满精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

研究部署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工作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重庆日报讯（记者 左黎韵 见习记者

于鹏程）每年的 3月 21 日是“国际森林

日”，3月20日，重庆市森林防火集中宣传

主题活动在巴南区鱼洞街道启动。重庆

日报记者从现场获悉，近年来，我市森林

资源总量持续增长，森林面积达到6800

万亩，蓄积量达到2.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达到55.04%，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

护。

据了解，黔江区、江津区、涪陵区、巫山

县四个分会场，也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

了启动仪式，此次森林防火集中宣传主题

活动将持续至4月。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了“国土绿

化三年提升行动”、“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等重点建设工程，推进城乡绿化一

体化，仅去年就完成营造林 510.7 万

亩、“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 50.1 万

亩。

接下来，市林业系统将联合有关

部门集中组织开展进林区、进景区、进

学校、进村社、进农户的“五进”宣传活

动。同时，各林区、自然保护地等还将

围绕信息化、数字化变革，着力构建

“人防＋物防＋技防”的森林安防体

系，使森林火灾做到早杜绝、早预防、

早发现、早扑灭，持续筑牢森林防火

墙。

重庆森林面积已达6800万亩

重庆日报讯（记者 刘翰书）今日是第

三十一届“世界水日”,3月22日—28日是

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3月2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水利局获悉，重庆创新实施

全市5300余条河流“一河一策”方案，增强

江河治理能级，极大提升了河流管护水平。

自去年4月列入全国首批、西部唯一

幸福河湖建设试点以来，永川区临江河幸

福河湖建设迈入“快车道”，5公里河道综

合治理、7个节点生态修复、6处沿河水文

化节点建设等快速推进，目前任务形象进

度达到100%。

“我们全面规范‘一河一策’方案编制

内容、编制单位、审查流程，将其纳入河长

职责进行监督问责，从而提升其科学性、实

用性和权威性。”重庆市水利局水生态建设

与河长制工作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将

“一河一策”纳入相关法规外，全市还统筹

各级资金180亿元，用于河流综合治理、管

网建设修复、污水处理厂改扩建等，为推动

河流水环境全面改善提供资金保障。

与此同时，我市还细化“一河一策”方

案内容，明确实施技术路线，列出37项“一

河一策”方案评审重点清单，邀请第三方专

业机构、河长制专家库专家深度参与24条

市级河流“一河一策”方案编制，全程指导

参与区县“一河一策”方案编制，确定河流

治理保护的“最优路线”。

“清单化管理和智能化调度，让‘一河

一策’方案实效得以凸显。”该负责人称，方

案编制是为了落地见效，为此，我市一方面

清单化分解任务、细化措施，全覆盖下发年

度目标任务，做到定时限、定任务、定措施、

定责任，实行问题动态管理、闭环处置、限

时销号。同时在“智慧河长”系统中开发

“一河一策”实施监管子系统，地图化、矢量

化“一河一策”方案措施任务，实现了对目

标任务的及时更新、实时查看、定期调度。

在统筹推进“一河一策”方案实施方

面，市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公安、检

察等部门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

整治、非法采砂打击、不达标河流整治、管

网排查无盲区等专项行动30余项。2022

年，全市纳入国家考核的74个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为98.6%，超国家考核目标1.3个百

分点。四级河长巡河履职70万人次,贯彻

落实第1号、第2号、第3号、第4号市级总

河长令，累计排查整治问题8800余个，河

流水质持续改善、河库面貌焕然一新。璧

南河、大溪河等曾经让人摇头叹息的“黑臭

河”，成为拍手点赞、驻足流连的“幸福河”；

玄天湖、塘河等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

丽河”，成为远近闻名、打卡自拍的“网红

河”。

此外，我市还强化暗查暗访和激励问

责“双向监督”：一是对长江、嘉陵江、乌江

等流域“一河一策”方案实施开展全覆盖暗

访，并通过市、区县、乡镇（街道）三级调度

机制推动整改；二是将“一河一策”方案实

施纳入市委、市政府考核内容和督查激励

范围，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一河一策”方

案年度任务落实不到位的进行通报约谈。

2022年，有3个区县因“一河一策”年度任

务未完成、虚假整改被全市通报批评。

增强江河治理能级 提升河流管护水平

重庆5300余条河流实施“一河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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