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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永川区“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2023年）》的通知

永川府规〔2024〕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

（2023 年）》已经政府第 6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2024年 10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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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调整方案（2023 年）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是新时代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

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重要举措。为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分区域差异

化精准管控，落实“十四五”生态环境管理目标，衔接最新“三

区三线”成果，提升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按照《重庆市“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调整实施细则》，结合我区实际，

系统调整“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形成与我区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适应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

一、调整原则

（一）坚持底线约束。坚持以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

下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硬约束。

（二）强化空间管控。落实“十四五”环境管理目标，衔接

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优化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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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三）突出分类准入。聚焦生态环境特征、目标和问题，从

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

等维度，优化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二、调整结果

（一）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调整情况，结合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实际，调整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类环境

管控单元，分区分类实施精细化管控。优先保护单元突出系统性

保护，保持空间格局基本稳定；重点管控单元突出精细化管理，

空间格局与环境治理格局相匹配。

调整后，全区环境管控单元 22 个，增加 6 个。

优先保护单元：数量保持不变，仍为 9 个，面积占比由 19.2%

调整为 18.4%，较上一轮减少 0.8%。

重点管控单元：由 5 个调整为 11 个，面积占比由 60.1%调

整为 64.2%，较上一轮增加 4.1%。

一般管控单元：数量保持不变，仍为 2 个，面积占比由 20.7%

调整为 17.4%，较上一轮减少 3.3%。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调整结果。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

要求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保持“市级总体管控要求—区县总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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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要求—单元管控要求”三个层级框架。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

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为核心，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调整后，全区总体管控要求共 19 条，在原总体管控要求基础上

删除 2 条、修改 5 条、保留 2 条、新增 12 条。

三、实施保障

（一）组织保障。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组织全区“三线一单”

发布、实施、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区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

结合本单位职责职能做好全区“三线一单”实施工作，并积极参

与评估、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

（二）强化成果应用。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组织“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更新调整工作。区政府有关部门结合本

单位职责职能推动“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政策制定、

规划编制、产业布局、工业园区管理、项目建设等的应用。

（三）资金、技术保障。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组建专业技术

团队，区财政部门负责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切实保障“三线一单”

实施、评估、更新调整、数据应用和维护等工作。

附件：1.重庆市永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2023

年）

2.重庆市永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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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重庆市永川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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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永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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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永川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2023年）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单元分类 面积（km2） 备注

ZH50011810001
永川区五间镇上游水库侨立水
务公司三水厂五间圣水自来水
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1

290.69

ZH50011810002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孙家口水库
侨立水务公司二水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2

ZH50011810003 长江上游（重庆段）珍稀特有鱼
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3

ZH50011810004 重庆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4
ZH50011810005 重庆石笋山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5
ZH50011810006 重庆云龙山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6
ZH50011810007 重庆市桃花源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7
ZH50011810008 永川区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8

ZH50011810009 永川区一般生态空间-水土保持
功能

优先保护单元 9

ZH50011820001 永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
城区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1

1014.93

ZH50011820002 永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
大安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2

ZH50011820003 永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
三教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3

ZH50011820004 永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
板桥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4

ZH50011820005 永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
港桥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5

ZH50011820006 永川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
其他镇域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6

ZH50011820007 永川区重点管控单元-长江大陆
溪

重点管控单元 7

ZH50011820008 永川区重点管控单元-小安溪双
河口

重点管控单元 8

ZH50011820009 永川区重点管控单元-九龙河矮
墩桥

重点管控单元 9

ZH50011820010 永川区重点管控单元-大陆溪湾
凼

重点管控单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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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环境管控单元分类 面积（km2） 备注

ZH50011820011 永川区重点管控单元-临江河茨
坝

重点管控单元 11

ZH50011830001 永川区一般管控单元-临江河上
游水库

一般管控单元 1
274.12

ZH50011830002 永川区一般管控单元-临江河水
厂

一般管控单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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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永川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2023年）

管控
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

空间
布局
约束

第一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
第二条 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化工、建材、有色、
制浆造纸等高污染项目（高污染项目严格按照《环境保护综合名录》
“高污染”产品名录执行），鼓励对合规园区外的高污染项目进行
淘汰或提升改造。新建、改建、扩建“两高”项目须符合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满足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碳
排放达峰目标、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相关规划环评和相应行业建设
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环评文件审批原则要求。
第三条 强化对“五山”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第四条 产业园区紧邻居住、医疗等环境敏感用地的工业地块严格
控制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所列大气环境污染物以及《危
险化学品目录》所列剧毒物质的项目建设，涉及恶臭异味物质排放
的项目应进行严格论证。

污染
物排
放控
制

第五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六条 新建燃煤发电（含热电）、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制浆造
纸行业依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制定配套区域污染物削减方
案，采取有效的污染物区域削减措施，腾出足够的环境容量。严格
按照国家及我市有关规定，对钢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电解铝
等行业新建、扩建项目实行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国家或地方已出
台超低排放要求的“两高”行业建设项目应满足超低排放要求。加
强水泥和平板玻璃行业差别化管理，新改扩建项目严格落实相关产
业政策要求，满足能效标杆水平、环保绩效 A 级指标要求。
第七条 ①九龙河流域：全流域实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配套一、二、
三级管网全覆盖，各乡镇污水处理厂实现达标排放。②临江河流域：
临江河流域容量有限，严格落实市区两级政府对总磷、氟化物的管
理要求，严格审批涉及总磷、氟化物废水排放的项目。加快流域污
水处理厂建设，并完善污水收集管网。③切实加强大陆溪河的环境
整治，严防农业面源污染，强化对沿岸企业监管，耗水量较大企业
积极开展中水回用，提高中水回用率，为港桥新城发展腾出环境容
量。④小安溪流域工业废水实现全达标排放，加大乡镇污水管网覆
盖力度，提高乡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
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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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
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

第八条 实施长江干流和支流大陆溪等上游和下游、左岸和右岸、
城区和农村协同治理，形成系统治理、共建共治的工作格局。实施
岸上整治各类污染源，岸下生态治理的方式，开展不达标水库整治。
针对港桥、三教、凤凰湖等重点园区及化工、造纸、玻璃等重点行
业，鼓励实施污染防治设施“分表计电”改造，对企业污染治理水
平进行全过程监控、精细化管理，实现对生产企业生产过程和治污
过程的在线监控。
第九条 推进汽摩等工业涂装、印刷包装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协同治理，推进水泥厂、燃煤锅炉、工业炉窑、砖瓦企业等重点行
业氮氧化物协同治理，制定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方案。推
进煤电、水泥、陶瓷等重点行业氮氧化物超低排放改造。开展燃煤
锅炉、建材、火电、铸造等重点行业无组织排放全过程深度治理。
第十条 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铁水联运”，
提高铁路、水路在综合运输中的承运比重；推动港口、机场、货运
枢纽装卸机械和运输装备实施“油改电、油改气”工程；严格执行
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国四排放标准，推进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更新。
第十一条 督促涉重金属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推进重金属企业
排查整治，切断重金属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途径。对重点区域制定环
境风险大、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逐步开展防
渗监测评估工作。
第十二条 加快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等跨区域调水工程并落
实《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受退水区水污染防治规划（修编）》
的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深入推进再生水循环利用和水系连通，增
加枯水期下泄流量，保障生活和生产用水，促进河道干流生态系统
平稳恢复。科学制定完善水资源优化调度体系，保障临江河、小安
溪、九龙河干流主要控制节点生态基流占多年平均流量比例在 10%
以上。

环境
风险
防控

第十三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第十四条 加强对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物质的有关设施的布局、选
址管理。各工业园区加强对企业环境风险源的监督管理，建立园区
级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五条 加强危险化学品全过程监管，推动“两重点一重大”的
化工装置或储运设施全部实现自动化控制。督促化学品生产企业采
取防渗漏、防垮塌等措施，并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井进行监测。加
强危险化学品水上运输安全管控。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国、省、
县道和桥梁，设置防撞栏、建设桥面径流收集池等应急防护工程。

资源
利用

第十六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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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
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备注

效率 第十七条 围绕玻璃、陶瓷、水泥、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全面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和评价认证。对取用水量大、废水排放量大、改造
条件相对成熟、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电力热力、造纸、有色金属等
行业，稳步推进废水循环利用技术改造升级。拟建项目应对照能效
标杆水平高起点设计建设，以玻璃、陶瓷、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
为重点，引导未达到基准水平的存量和在建项目对照能效标杆水平
实施改造升级。
第十八条 在严格执行工业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规定标准的基
础上，加大用地容积率，控制规划区绿化率。完善各工业片区与居
住区分区，进一步整合完善工业用地布局，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土
地集约利用效率。
第十九条 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煤改电”“煤改
气”工程。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逐步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烧。
严格控制造纸、水泥等重点用煤行业煤炭消费，提高煤炭用于发电
的比例。推进造纸、水泥、冶金等行业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
力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耗改造、供热改造、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
有序淘汰达不到环保、能耗等标准要求的燃煤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