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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调整方案（2023 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酉阳自治县“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方案（2023

年）》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4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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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自治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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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十四五”相关规划要求，实施我县“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调整，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衔接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建立与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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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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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管理目标，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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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调整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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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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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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单元对生态保护红线予以整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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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单元根据产业园区和城镇开发边界进行细分；一般管

控单元保持基本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预留空间。

调整后，全县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

划分为 26个环境管控单元。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14个，面积占

比 50.9%；重点管控单元 7个，面积占比 0.8%；一般管控单元 5

个，面积占比 48.3%。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调整结果。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保持

一定的延续性，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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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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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差异化管理。调整后，形成 14

条总体管控要求。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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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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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渝府发〔2020〕11号）和本次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调整结果，

深入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将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成果充分应用在服务国家、重庆市和我县重大发展战略实施

的全过程，应用在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治塑、治山、治岸、

治城、治乡等生态环境治理的各方面，应用在政策制定、规划编

制、产业布局、工业园区管理、用地审批、项目建设等重要领域，

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底线约束和决策支持作用，保障我县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附件：1.酉阳县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分布图（2023年）

2.酉阳县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2023年）

3.酉阳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县级总体管控要求（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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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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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酉阳县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统计表

（2023 年）

表1 酉阳县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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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50024210001 酉阳县母猪洞地下水酉阳县钟多宜人供水有限公司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2 酉阳县泉孔地下水酉阳县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3 酉阳县桃花源镇小坝二级水库酉阳县自来水公司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4 大板营市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5 三黛沟大鲵县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6 桃花源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7 巴尔盖国家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8 青华山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09 翠屏山市级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10 酉水河国家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11 酉阳县生态保护红线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12 乌江百里画廊风景名胜区 优先保护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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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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50024210013 酉阳县一般生态空间—生物多样性维护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10014 酉阳县一般生态空间—石漠化 优先保护单元

ZH50024220001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城区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20002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小坝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20003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板溪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20004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龙潭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20005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麻旺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20006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铜鼓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20007 酉阳县工业城镇重点管控单元—其他镇域片区 重点管控单元

ZH50024230001 酉阳县一般管控单元—阿蓬江红花村 一般管控单元

ZH50024230002 酉阳县一般管控单元—甘龙河小河 一般管控单元

ZH50024230003 酉阳县一般管控单元—龙潭河妙泉入口 一般管控单元

ZH50024230004 酉阳县一般管控单元—乌江鹿角酉阳段 一般管控单元

ZH50024230005 酉阳县一般管控单元—酉水河大溪 一般管控单元

注：优先保护单元中的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由市级调整确定，各区（县）直接引用市级调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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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乡镇（街道）环境管控单元调整结果（2023年）

序号 区域
优先保护单元
面积占比

重点管控单元
面积占比

一般管控单元
面积占比

1 钟多街道 37.8% 5.6% 56.6%
2 桃花源街道 37.2% 6.8% 56.0%
3 龙潭镇 62.1% 2.1% 35.8%
4 麻旺镇 27.3% 1.4% 71.3%
5 板溪镇 52.5% 3.2% 44.3%
6 铜鼓镇 30.7% 0.8% 68.6%
7 丁市镇 34.4% 0.4% 65.2%
8 黑水镇 80.4% 0.3% 19.2%
9 苍岭镇 54.8% 0.2% 45.0%
10 泔溪镇 62.3% 0.3% 37.4%
11 龚滩镇 23.6% 0.8% 75.7%
12 大溪镇 52.1% 0.5% 47.4%
13 李溪镇 55.9% 0.5% 43.6%
14 酉酬镇 37.2% 0.4% 62.5%
15 酉水河镇 67.6% 0.4% 32.0%
16 涂市镇 42.6% 0.3% 57.0%
17 万木镇 28.5% 0.3% 71.2%
18 五福镇 26.6% 0.4% 73.0%
19 小河镇 35.5% 0.4% 64.1%
20 兴隆镇 69.5% 0.3% 30.2%
21 南腰界镇 66.1% 0.7% 33.3%
22 车田乡 50.6% 0.2% 49.2%
23 官清乡 30.0% 0.1% 69.9%



— 9 —

序号 区域
优先保护单元
面积占比

重点管控单元
面积占比

一般管控单元
面积占比

24 后坪乡 61.2% 0.3% 38.6%
25 花田乡 83.8% 0.3% 15.9%
26 宜居乡 59.8% 0.2% 40.0%
27 双泉乡 21.9% 0.4% 77.7%
28 天馆乡 43.5% 0.2% 56.3%
29 可大乡 62.5% 0.2% 37.4%
30 浪坪乡 48.2% 0.6% 51.2%
31 两罾乡 14.0% 0.3% 85.7%
32 板桥乡 6.5% 0.3% 93.2%
33 毛坝乡 82.2% 0.1% 17.6%
34 庙溪乡 59.0% 0.3% 40.8%
35 木叶乡 87.5% 0.2% 12.4%
36 楠木乡 70.5% 0.2% 29.4%
37 偏柏乡 37.5% 0.1% 62.3%
38 清泉乡 24.8% 0.3% 74.9%
39 腴地乡 74.0% 0.2%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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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酉阳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县级总体管控要求

（2023 年）
管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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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

第二条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筑牢长江上游武陵山区重要生态屏障，确保重要生态空间应保尽保，

推进城乡产城景融合发展，优化重点区域、流域、产业的空间布局。

第三条 严格执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重庆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试行）>的通知》（酉阳府办〔2018〕34号），促进产业绿色发展。新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完善立项审

批、用地条件、环境影响评价等论证后方可实施。

第四条 涉及环境防护距离的工业企业或项目应通过选址或调整布局原则上将环境防护距离控制在园区边界或

用地红线内，提前合理规划项目地块布置、预防环境风险。园区临近环境敏感目标的工业地块合理控制环境防

护距离，应限制引入可能会产生异味扰民的工业项目。小坝组团原则上不新增工业企业，并推进小坝组团及城

区现状低效污染型企业逐步退出，引导相关企业向其他工业组团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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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六条 小坝新城、菖蒲盖片区新建生活污水处理厂全部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标及以上排放标准设计、施工、验收，小坝新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去向

合理论证，严禁直接排入暗河。建制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不得低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排放标准，麻旺、龙潭、板溪等重点镇结合城市发展和污水负荷情况推进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加快完善小坝、龙潭、麻旺、板溪、菖蒲等重点片区雨污管网建设，对新建的排水管

网，全部按照雨污分流模式实施建设；对现有截留制排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改造，针对无法彻底雨污分流的区

域，尊重现实合理保留截留制区域，提高截留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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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类型 管控要求

第七条 采取封禁治理、生态修复、坡面综合治理、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推进龚滩镇、龙潭镇、酉酬

镇、酉水河镇、黑水镇、泔溪镇、腴地乡、庙溪乡、车田乡、清泉乡、两罾乡、天馆乡、可大乡等石漠化主要

分布区域的综合治理。

环境风险

防控

第八条 电解锰渣场地块限制作为工业用地，不再新设电解锰渣场，通知和公告场地潜在风险。限制渣场影响

区域地下水作为饮用水和农业灌溉水。实施防渗改造，对导流涵洞、导排渠、排水沟等截水设施进行修缮和维

护，确保渗滤液全收集处置。完善渣场监测体系，定期开展渣场地下水、土壤等监测。

第九条 深入开展行政区域、重点流域、重点饮用水源、重点渣场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建立区域突发环

境事件风险评估数据信息获取与动态更新机制。落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制度，推进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分类分级管理，严格监管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企业。

第十条 工业园区内的企业破产或关闭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超过风险管控标准的，在不改变用地性质（仍

为工业用地）、落实好风险管控措施且可以安全利用的前提下，可以引进新的工业项目。但在土地使用权转让

或者租赁过程中，应当将土壤污染调查的主要结果作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或者租赁合同的附件，利于后期区分土

壤污染责任。土地实际使用人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应确保风险管控措施持续有效，采取日常监测等措施，确保污

染不扩散。

第十一条 工业用地性质发生改变，须开展土壤环境风险评估工作，若存在污染，须开展土壤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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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推进节水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多元、梯级和安全利用；结合现有污水

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扩能改造，系统规划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设施，新建小坝新城污水处理厂应配套建设再生水利

用设施，钟多污水处理设施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进一步扩大再生水利用范围、利用量和完善再生水管网“末

梢”，逐步提升再生水利用率。

第十四条 根据城区建设推进情况，适时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优先将小坝新城纳入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禁燃区内禁止新建、改扩建采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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