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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九龙坡区“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2023 年）》的通知 

九龙坡府办发〔2024〕5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

（2023年）》已经区政府第 1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6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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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九龙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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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四五”相关规划要求，

衔接最新“三区三线”成果，结合九龙坡区实际，系统调整我区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提升成果时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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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禁止降低

要求、弱化管控的调整。 

（二）强化空间管控 

结合“十四五”环境管理目标和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优化调

整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的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完善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的空间管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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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三）突出分类准入 

以调整后的环境管控单元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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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调整全区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强化刚性约束，突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针

对性、有效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进一步增强，中梁山中心城区“生态主绿肺”功能更加凸显，

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主要

污染物和碳减排指标达到市级下达目标。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

治理，空气质量稳步提高，长江、大溪河、跳磴河、桃花溪水质

稳定达标，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全区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工业大区绿色转型示范、宜居宜

业宜游山清水秀美丽九龙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生态环境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到 2035 年，生态功能完善，绿色体系健全，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广泛形成，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蓝

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常态，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全面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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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山清水秀美丽九龙基本建

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调整要求 

（一）环境管控单元调整要求 

以系统化集成为基础，基于生态保护红线与一般生态空间、

水环境管控分区、大气环境管控分区、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分区、

资源管控分区等调整结果，科学调整优先、重点两类环境管控单

元，分区分类实施精细化管控，将部分重点管控单元进一步细分。

原则上优先保护单元的空间格局应保持基本稳定，重点管控单元

的空间格局应与环境治理格局相匹配。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调整要求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要求应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保持“市

级总体管控要求—区县总体管控要求—单元管控要求”三个层级

框架，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聚焦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调整全区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新增、修订、废止的，依法依规同步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环

境要素分区管控要求调整的，同时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四、调整结果 

（一）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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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全区环境管控单元个数由 10个调整为 11个。环境

管控单元类型包括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由 8个调整为 7个，面积占比由 13.91%调整

为 13.32%，较上一轮减少 0.59%。 

重点管控单元：由 2个调整为 4个，面积占比由 86.09%调整

为 86.68%，较上一轮增加 0.59%。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调整结果 

我区结合调整后环境管控单元的生态环境主要特征、突出问

题和环境质量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提出了具有针

对性、可操作性的管控要求。调整后，全区总体管控要求共 14

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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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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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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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调整、数据应用和维护等工作。 

 

 

附件：1.重庆市九龙坡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2023

年） 

2.重庆市九龙坡区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2023

年） 

3.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总体管控要求

（2023年）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7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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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九龙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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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50010710001 九龙坡区长江和尚山水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1 

31.03平方公里 

ZH50010710002 长江大学城水厂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2 

ZH50010710003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3 

ZH50010710007 

尖刀山市级森林公园 

（重庆市九龙坡中梁云岭市级自然

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4 

ZH50010710008 重庆彩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5 

ZH50010710009 九龙坡区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6 

ZH50010710010 九龙坡区一般生态空间-水土保持 优先保护单元 7 

ZH50010720001 
九龙坡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九

龙东城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1 

201.97平方公里 

ZH50010720002 
九龙坡区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九

龙西城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2 

ZH50010720004 
九龙坡区重点管控单元-长江丰收坝

九龙坡段 
重点管控单元 3 

ZH50010720005 
九龙坡区重点管控单元-长江和尚山

九龙坡段 
重点管控单元 4 

备注：环境管控单元编码由市级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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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九龙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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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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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七条。 

第二条  以完善优势产业链发展作为方向，科学合理优化工业用地空间布局，推进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 

有序推动九龙新城园区东部片区（原九龙工业园区）“东三街”和九龙街道工业用地转型升级，重点发展制造服务业；推
动九龙西城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往下游延伸。九龙新城园区西部片区（原西彭工业园区）内紧邻居住用地、
中小学用地等的工业用地后续应严格控制高噪声、异味明显的项目入驻，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定防护距离。 

污染物排放
控制 

第三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 

第四条  以重点行业为抓手，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减缓工居混杂矛盾。 

以工业涂装、汽车维修、油品储运销等行业为重点，推动重点行业持续提升低（无）VOCs含量、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替
代比例，推进重点监管企业 VOCs 综合整治。加强投诉较为集中的重点区域废气排放企业监督检查，加强重点排污企业污
染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控建设和运维。 

第五条  以餐饮油烟为重点，强化生活污染防治。 

加大居民生活油烟排放治理，推动具备条件的餐饮单位安装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施，加强对重点区域无油烟净化设施露天
摊位的管理。 

第六条  以交通和扬尘污染治理为关键，提升环境空气质量。 

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车、汽油车，以运输企业和用车大户为重点，建立车辆档案并制定淘汰计划；严格落实
中心城区高排放车辆限行措施；大力推广新能源车；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智能交通和慢行交通，加快建设滨江步道，
鼓励绿色出行；以九龙半岛、西部片区等区域为重点，加强施工扬尘监管，逐步推进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工地安装
在线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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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别 总体管控要求 

 

第七条  以“三河六溪”污染综合治理为核心，改善次级河流水质。 

持续推进“三河六溪”污染综合治理。实施跳磴河水质提升攻坚行动，整治突出水环境问题，完成重点流域雨污分流整治、
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推进桃花溪流域雨污分流整治；实施大溪河流域整治，强化流域跨界协同治理机制；深化六条滨河
污染治理，因地制宜开展水体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增强河湖水体自净功能。 

第八条  以农业种植和水产养殖为重点，强化面源污染防治。 

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加强九龙西城西彭镇高标准农田管护运营；以九龙西城水产养殖污染
防治为重点，全面推进池塘水产养殖综合治理，提高养殖尾水治理设施覆盖率。 

环境风险防
控 

第九条  执行重点管控单元市级总体要求第十六条。 

第十条  以保障饮用水源安全为目标，完善区域环境风险措施。 

加强长江沿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及危化品仓库环境风险监管，进一步完善九龙新城园区西部片区（原西彭工业园区）
铜罐驿组团流域级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九龙新城园区西部片区（原西彭工业园区）应与下游饮用水水源取水口运营单位建
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机制。 

第十一条  以保障“一住两公”重点建设用地安全为目标，持续推进污染土壤治理，守牢土地安全利用底线。 

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合理确定土地用途，推进工业企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及治理修复。未依法完成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的地块，不得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和修复无关的项目。 

资源利用效
率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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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以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导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共治。 

结合九龙新城园区西部片区（原西彭工业园区）近零碳园区建设，深化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行业减污降碳。 

第十四条  提升工业、城镇生活、农业节水能力，推进再生水循环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工业节水改造，限制高耗水行业发展，加强重点监控用水单位监管。加强城镇节水，开展公共建筑节水改造、城镇供
水管网漏损治理工程。加强农业节水，推进九龙西城西彭镇 5000 亩农业节水设施建设。深入挖掘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潜
力，推进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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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市级总体要求详见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重庆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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