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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效果：（A） 

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  
 
 
 
 

渡环函〔2023〕33 号 

 

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区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 70 号提案 

的答复函 
 

孟奂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运用数字化推动区域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建

议》（第 70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迈入“十四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既要减

污，为实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继续打基础、补短板；

又要降碳，为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和 2060 年前碳中和开好局、

起好步。数字经济是当代经济的主要形态之一，数字化转型已成

为社会共识，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对我区绿色低碳转型具有巨大

的推动作用。感谢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提案科

学精准，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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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20 年印发的《大渡口区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2020--2022 年）》中明确要求“建设天地一

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全域立体智能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大

气、水、土壤、生态等领域时空分析、精准治理、重点区域管控

等智能化应用，为强化污染源监管、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社会化

服务水平提供智能化支撑”。 

（二）将数字化纳入《大渡口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提出，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助力生态环保向智慧化迈进。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

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将

加快推进全区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产业绿色发展，推进老重钢片区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并将推

动全区“雪亮工程”视频监控与环保数据信息系统融合发展，提

升大渡口区生态环境监管水平，提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能力，

立体化、专业化、智能化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 

（三）摸清底数探索减污降碳统筹融合。每年完成全区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准确掌握全区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

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准确把握关键排放源，为实施碳

达峰提供科学支撑。指导督促辖区 5 家重点控排企业完成碳排放

信息报告核查、配额清缴履约工作。将减污降碳协同工作纳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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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大数据管理体系，摸索减污降碳统筹融合管理评价考核机

制。 

（四）强化污染防治与碳减排协同增效。加强污染源监管，

充分发挥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大数据管理优势，保证污染源在线

监控系统应装尽装，在线数据应传尽传，强化数据分析研判，提

升非现场监管水平。截止目前，重点污染源监控平台共接入企业

10 家、视频监控点位 14 个、废气排污口 5 个、废水排污口 9 个。

实施数字化大气污染源监管，通过工地扬尘在线、加油加气站油

气回收在线、居民油烟集中管理APP、企业污染治理设施震动监

控等在线监控手段，确保污染治理设备正常运行、应急预警天气

下错峰生产。譬如在全市率先完成月光小区居民楼公共烟道颗粒

物集中治理示范一期工程，采用净化效率 90%以上的无动力独立

烟道净化设备，完成小区 48 个烟道油烟治理，每年减排颗粒物

4.17 吨。已先后争取落实 1097 万市级资金，目前正在实施二期

244 个烟道油烟治理项目。我区自建跳磴河跨境断面水质自动监

测站 1 个，确保实时掌握情况，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检查。依托重

庆市土壤污染AI视频监管系统对正在进行修复的土壤污染地块开

展视频监管，确保污染土有效处置。 

（五）重庆华韶智算中心落地。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数据采集、应用能力，我区大力推动重庆华韶智算中心落地。

项目总投资 380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 15000 个机柜，拟

于 2025 年投产。项目 PUE 值 1.18，属于 1 级能效，处于行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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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平。项目建成后建面向工业、金融、科技、环保等场景应用

的大型 PaaS 服务，实现本地“AI 发电厂”，服务于本地科技和产

业发展，打造产业智能互联网络，充分带动我区数字产业发展，

有利于探索大数据、数字化管理控制污染物和碳排放，助力数字

化减污降碳。 

（六）建桥工业园区积极申报重庆市近零碳园区试点。今年

建桥工业园区已成功入选近零碳园区试点，成为全市首批 9 家之

一。建桥工业园区将严格按照《重庆市建桥工业园近零碳园区建

设方案》，探索符合我区实际情况的低碳发展路径，积极落实各项

目标任务，在低碳发展规划、绿色低碳发展配套政策、低碳产业

体系、数据管理体系、目标责任考核、低碳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

取得成效。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持续落实好各项规划中的要求和任务。提升污染物和

碳排放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推进人工智

能技术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实现各领域污染物和碳排放数据共享，

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实现数字化减污降碳技术落地应用。推动数

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化转型、发挥绿色

化转型对数字产业的带动作用，推动实现构建城市运行绿色化转

型监测体系、全面倡导数字化绿色化生活，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 

（二）构建绿色低碳的数字化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立大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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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数字生态环保应用跑道“1+3+N”整体架构，即 1 个“生态

环境平台+大脑”，3 条数字生态环保子跑道:污染防治攻坚战、生

态环保助企惠民、自然资源一本账，N 个三级贯通的重大应用。 

按照市生态环境局统一部署，结合市生态环境局前期重点推出的

“重庆蓝”“大渝治水”“无废成渝”3 个应用，开发建设区级涉

及大气、水和土 3 个方面的应用。 

（三）全力打造近零碳示范园区。依托国家环保产业发展重

庆基地，通过《重庆高新区建桥园低碳建设招商引资机会清单》，

促使建桥园区绿色低碳产业更具规模，逐步形成园区低碳品牌，

在低碳产业培育上形成示范。通过建设包括能源供应优化模块、

监测赋能模块、精细管理模块、决策服务模块等功能模块在内的

园区双碳数智平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在

低碳数智赋能上形成创新示范。 

（四）实施数字化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支持企业挖掘管理减

污降碳空间，建设重点领域管控系统，协同推进污染物排放数据

与碳排放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管理。积极引导企业融入全市重点

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基础数据平台，统筹绿色低碳数据和工

业大数据资源，推动数据汇聚、共享和应用，提升碳足迹、水足

迹等追溯分析能力。健全绿色制造体系，加快绿色园区、绿色工

厂建设，鼓励支持企业申报双化协同示范工厂，鼓励支持建桥园

区申报国家级绿 色园区。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快构

建以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为特色的生态环保产业体系，推动再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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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成果转化。 

（五）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用能，增

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引导形成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遏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举措。通过“全国低碳日”、六五环境日、全国节能周、全国

生态日等宣传活动，利用多媒体持续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科普

宣传，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 

此复函已经周娟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

写在回执单上寄给区政协提案专委办公室、区政府督查室和我单

位，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8 月 22 日 

联系电话：13436008323，61510909 

联 系 人：张 皓 
 

 

 

 

 

 

 

抄送：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协提案委。 

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