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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

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大渡口府发〔2020〕2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意见》（渝府发〔2020〕11 号），坚定贯彻“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方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就落实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以下统称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结合大渡口区

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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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

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建立以三线一单

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硬约束，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突出差别准入。针对不同的环境管控单元，从空间布局约束、

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制定差异

化的环境准入要求，促进精细化管理。

实施动态更新。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环境保护要求提升、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等因素变化，三线一单相

关管理要求逐步完善、动态更新。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国土空间和生态格局更加优化，能源资源利用

效率明显提高，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取得实效，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生态文明关键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生态文化日益深

厚，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水平明显提升，努力把大渡口区建设成为

碧水青山、绿色低碳的生态宜居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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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生态系统稳定性

明显增强，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环境保护水平与

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使大渡口区成为碧水青山、绿色低碳的生

态宜居新区。

到 2035 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改善。

二、分区管控

（四）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

单元三类。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主要包

括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重点管控

单元指涉及水、大气、土壤、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重点管控

的区域，主要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规划区和产业集聚的工业园

区。一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其他

区域。

全区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两大类划分为 7 个环境

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 5 个、重点管控单元 2 个。

（五）分区环境管控要求。

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

建设，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

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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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效率，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

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

三、工作要求

（六）实施与应用。

具体单元管控要求数据上传至市级数据应用平台集中管理、

查询、应用、展示和交换，实行信息共享共用。

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

选址应将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相关

政策、规划、方案需说明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在政策制定、规

划编制、执法监管中不得变通突破、降低标准，不符合不衔接不

适应的于 2020 年底前完成调整。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规划应将落实到具体空间的生态、水、

大气、土壤、资源利用等红线、底线和上线要求作为编制的基础。

区域产业发展应将三线一单提出的要求作为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编制基础，具体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作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在具体区域、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

监管开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时，应将三线一单作为重要依

据。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重点区

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内容。

（七）更新与调整。

五年内因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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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调整，三线一单确需进行更新的，按程序报

批。

四、保障措施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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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资金、技术保障。

区生态环境部门牵头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区财政

部门安排专项财政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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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2.大渡口区环境管控单元划分一览表

3.大渡口区总体管控要求表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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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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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渡口区环境管控单元划分一览表

序号
管控单元分

类
管控单元名称 面积

1

优先保护单
元

大渡口区长江丰收坝水厂水源地

18.29km2
2 大渡口区水土保持功能区
3 重庆市大渡口森林公园
4 大渡口区四山禁建区
5 大渡口区一般生态空间-水土保持

6
重点管控单

元

大渡口区重点管控单元-长江丰收
坝大渡口段

84.37km2

7
大渡口区重点管控单元-长江和尚

山大渡口段



— 8—

附件 3

大渡口区总体管控要求表

管控类
别

总体管控要求

空间布
局约束

第一条 优化工业区与居住区、旅游区布局，逐步减少混杂
现象。
建桥园区 A 区应重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环境影响
较小的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建桥园区 B 区周边居住开发时
与现有工业企业应满足相应防护距离要求；建桥园区 C 区内
部应合理布局，临近大渡口森林公园、规划及现有集中居民
区和旅游区的工业用地应布局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的项目。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第二条 推进废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强化与相邻区域大气的联防联控机制；加大防治力度，控制
工业污染；强化监督管理，控制交通污染；提升管理水平，
控制扬尘污染。
第三条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改善次级河流和长江环
境质量。
加快 A 区工业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加快推进伏牛溪
城市集中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不断提高污水收集处理率。
第四条 加快推进污染地块场地评估及修复，确保用地环境
安全。
持续推进污染地块的修复与治理工作，并在修复过程中注重
防止二次污染。

环境风
险防控

第五条 严格落实沿江工业企业布局要求，实现风险的源头
控制。
强化沿江现有风险源的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水环境安全保障。

资源利
用效率

第六条 严格落实长江岸线管控要求，推进码头的规范布局。
对现有码头进行资源整合，对规划码头进行优化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