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9〕7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工作方案

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增强基础设施对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
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8〕10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聚焦短板。围绕“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着力补齐铁路、公路、水
运、机场、水利、能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
领域短板，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

（二）协同发力。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项目建设，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创造性。加强补短板重大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审核进度。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
作用，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三）分类施策。加大对储备项目的协调调度力度，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推动尽
早开工建设。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统筹保障在建项目合理资金需求，推动在建项目顺利
实施，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

（四）防范风险。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严格项目建设条件审核，合理
安排项目建设，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管控好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门”，牢
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重点任务

（一）脱贫攻坚领域。



1﹒深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大力实施以工代赈。（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
委负责）

2﹒加强贫困地区特别是武陵山和大巴山连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扶贫办负责）

3﹒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资源枯竭、产业衰退地区加快发展。（市交通
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扶贫办、市民族宗教委负责）

（二）铁路领域。

1﹒加快推进高速铁路“八纵八横”主通道项目，拓展区域铁路连接线，进一步完善铁
路骨干网络。（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局负责）

2﹒加快推动一批战略性、标志性重大铁路项目开工建设。（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
局、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负责）

3﹒推进地区城际铁路规划建设。（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局、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负
责）

4﹒加快国土开发性铁路建设。实施集疏港铁路、铁路专用线建设和枢纽改造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局负责）

5﹒加快推进在建城市轨道建设，推动规划内城市轨道前期工作。（市住房城乡建
委、市发展改革委负责，重庆交通开投集团配合）

（三）公路、水运领域。

1﹒加快启动一批国家高速公路网待贯通路段项目和对“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
发展等重大战略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高速公路项目。（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重庆
高速集团配合）

2﹒加快推进三峡枢纽水运新通道等前期工作，加快启动长江干线等一批干线航道整治
工程，同步推动实施一批支线航道整治工程。（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负
责）

（四）机场领域。

1﹒加快江北机场第四跑道及T3B航站楼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国际枢纽机场建设，提升
国际枢纽机场竞争力，扩大地区航空运输覆盖范围。（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局负责）

2﹒推进武隆、巫山、万州、黔江等支线机场新建、迁建、改扩建项目建设及前期工
作。（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五）水利领域。

1﹒加快向阳、跳蹬等一批重点水源和江河湖泊治理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及前期工作。
（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水投集团负责）

2﹒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负
责，市水投集团、有关区县政府配合）

3﹒加快推进中小河流治理等薄弱环节水利建设。（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六）能源领域。

1﹒加快乌江白马电航枢纽等重大水电项目开工建设。（市能源局负责，市生态环境
局、市交通局配合）

2﹒加快推进跨省跨区输电，优化完善全市电网主网架。（市能源局负责，国网市电
力公司配合）

3﹒继续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市能源局负责，国网市电力公司、重
庆三峡水利电力公司配合）

4﹒继续推进燃煤机组超低排放与节能改造，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做好天然气产供
储销体系和重点地区应急储气能力建设。积极推进一批油气产能、管网等重点项目建设。
（市能源局、市经济信息委、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七）农业农村领域。

1﹒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加大高标准农田、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农业农村委负责）

2﹒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市农业农村委负责）

3﹒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支持农村改厕工作，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村庄综合建设。（市农业农村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卫生健康
委、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八）生态环保领域。

1﹒加大对天然林资源保护、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重点工程支持
力度。（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2﹒支持城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建设，加快黑臭水体治理。（市
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务资产公司、市环投公
司负责）

3﹒支持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负责）

4﹒支持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水利局负
责）

（九）社会民生领域。

1﹒支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养老、婴幼儿托育等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市教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旅游委、市体育局、市民政局、
市住房城乡建委负责）

2﹒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公共设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市住房城乡建
委、市城管局负责）

3﹒加快推进水电气路邮“最后一公里”建设。（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管局、市邮
政管理局、市水务资产公司、国网市电力公司、市燃气集团负责）

三、配套政策措施



（一）加强项目储备和开工建设前期工作。加强补短板重大项目储备制度建设，明确
储备范围、工作程序和推进机制，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分近期（半年内实施）、中
期（1—2年内实施）和长期（2年及以上实施）三类，及时补充新的储备项目，形成滚动接
续机制。充分依托市政府重大项目调度机制，在定期推动既定年度计划内重大项目进度的
同时，将项目储备进展、以及前期手续办理情况和遇到的困难问题等一并梳理和协调。结
合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加快各阶段审批手续办理进度，推动储备项目尽
快纳入年度计划并开工建设。（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能源
局，市地产集团、市城投集团、市水务资产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区县政府按属地管
理责任负责）

（二）确保项目合理投融资需求。切实落实项目资本金，加大财政资金对政府投入为
主的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的支持力度。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保障项目建设。确保专
项债券发行收入迅速使用，重点用于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资
本金到位、运作规范的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目的信贷投放力度。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
资优势，通过债权、股权、股债结合、基金等多种形式，积极为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
目提供融资。细化工作安排，抓紧梳理并向银保监部门提供补短板重大项目清单，允许平
台公司在不扩大建设规模和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与金融机构协商继续融资。（市财政
局、市发展改革委、重庆银保监局负责）

（三）充分服务引导民间投资。尽快在交通、油气、电信等领域推介一批投资回报机
制明确、商业潜力大的项目。积极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支持再担保公司开展业
务，推动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补短板重大项目。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构建合理、清晰的权责利关系，发挥社会资本管理、运营优势，提高项目实施效
率。规范有序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将回收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和补短板重大项
目建设。加大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应用力度，推动投资管理向服务引导转型，
对各类投资审批事项实行“一码运转、一口受理、一网通办”，切实压减审批时间。严格
落实《重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聚焦工程设计管理体制、施工
许可环节等，压减报建审批时间。（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重庆市税务局、市教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市交通局、市能源局、市通信管理局、市扶贫办、市生态环
境局、市金融监管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工商联、重庆银保监局、重庆证监局负责）

（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政府建设投资应当量力而行，要
加大财政约束力度，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充分论证资金筹措方案。严格项目建设条
件审核，区分轻重缓急，科学有序推进。严禁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府投资基
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金融机构要审慎合规经
营，尽职调查、严格把关，按照市场化原则评估借款人财务能力和还款来源，综合考虑项
目现金流、抵押质押物等因素审慎授信。（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
区县政府按属地管理责任负责）

附件：重点任务项目责任清单

附件

重点任务项目责任清单

序
号

分解任务 责任单位 主要建设 2019—2022年规划投资



重点任
务

内容和规模
备注

总投
资

中
央

市
级

区
县

其
他

1

（一）
脱贫攻
坚领域

深入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
工程，大力
实施以工代
赈。

市发展改
革委、市
农业农村
委

搬迁建卡贫
困人口4.66
万人，实施
贫困地区山
水田林路综
合治理、贫
困片区综合
开发等。

34
5 2 8 19

2

加强贫困地
区特别是武
陵山和大巴
山连片贫困
地区基础设
施和基本公
共服务设施
建设。

市交通
局、市水
利局、市
发展改革
委、市农
业农村
委、市扶
贫办

建设“四好
农村路”项
目等。

120
35 20 60 5

3

大力支持革
命老区、民
族地区和资
源枯竭、产
业衰退地区
加快发展。

市交通
局、市水
利局、市
发展改革
委、市农
业农村
委、市扶
贫办、市
民族宗教
委

实施武陵山
民族团结创
建示范区建
设等。

6
3 3 — —

4 （二）
铁路领
域

加快推进高
速铁路“八
纵八横”主
通道项目，
拓展区域铁
路连接线，
进一步完善
铁路骨干网
络。

市发展改
革委、市
交通局

新建渝湘高
铁重庆主城
至黔江段、
渝昆高铁重
庆枢纽段、
渝万高铁等
12段。

906 192 449 265 —



5

加快推动一
批战略性、
标志性重大
铁路项目开
工建设。

市发展改
革委、市
交通局、
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

加快推动成
渝铁路改造
重庆至江津
段、新建市
郊铁路磨心
坡至合川段
等2段。

46
6 17 18 5

6
推进地区城
际铁路规划
建设。

市发展改
革委、市
交通局、
重庆交通
开投集团

推进广忠黔
铁路、新建
市郊铁路合
川至永川线
一期工程、
新建市郊铁
路璧山至铜
梁线等3
段。

71
— 7 9 55

7

（二）
铁路领
域

加快国土开
发性铁路建
设。实施集
疏港铁路、
铁路专用线
建设和枢纽
改造工程。

市发展改
革委、市
交通局

加快建设关
坝支线铁
路、729铁
路等2段。

5
— 1 — 4

8

加快推进在
建城市轨道
建设，推动
规划内城市
轨道前期工
作。

市住房城
乡建委、
市发展改
革委、重
庆交通开
投集团

全面推进
138公里续
建线路及5A
线、4号线
二期、5号
线北延伸段
等第三轮70
公里线路建
设，推动第
四轮建设规
划线路尽快
落地实施，
2022年全市
轨道交通通
车里程达到
521公里。

1500 — 520 188 792



9

（三）
公路、
水运领
域

加快启动一
批国家高速
公路网待贯
通路段项目
和对“一带
一路”建
设、长江经
济带发展等
重大战略有
重要支撑作
用的高速公
路项目。

市交通
局、市发
展改革
委、重庆
高速集团

建设国高网
G6911奉节
至建始段，
推进G93渝
遂高速、
G65渝湘高
速扩能改
造。

900 50 80 10 760

10

加快推进三
峡枢纽水运
新通道等前
期工作，加
快启动长江
干线等一批
干线航道整
治工程，同
步推动实施
一批支线航
道整治工
程。

市交通
局、市水
利局、市
发展改革
委

推进利泽航
电枢纽建
设。

40
11 6 — 23

11 （四）
机场领
域

加快推进国
际枢纽机场
建设，提升
国际枢纽机
场竞争力，
扩大地区航
空运输覆盖
范围。

市交通
局、市发
展改革委

推进江北机
场第四跑道
及T3B航站
楼建设。

230
30 70 — 130

12 （四）
机场领
域

推进一批支
线机场新
建、迁建、
改扩建项目
前期工作，
力争尽早启
动建设。

市交通
局、市发
展改革委

推进万州五
桥机场、黔
江武陵山机
场改扩建。

30
15 5 — 10



13

（五）
水利领
域

加快向阳、
跳蹬等一批
重点水源和
江河湖泊治
理等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
及前期工
作。

市水利
局、市发
展改革
委、市生
态环境
局、市农
业农村
委、市水
投集团

推进124座
重点水源工
程、长江防
洪二期工程
建设。

100 28 47 25 —

14
推进渝西水
资源配置等
一批重大水
利工程建
设。

市水利
局、市发
展改革
委、市水
投集团

推进渝西水
资源配置工
程建设。

50
20 20 10 —

最终
投资
来源
以批
复投
资为
准

15
加快推进中
小河流治理
等薄弱环节
水利建设。

市水利
局、市发
展改革委

对涪江、嘉
陵江等中小
河流进行防
洪综合整
治。

15
7 1 7 —

16

（六）
能源领
域

加快乌江白
马电航枢纽
水电等项目
开工建设。

市能源
局、市生
态环境
局、市交
通局

安装3台
17.5万千
瓦，总装机
容量52.5万
千瓦水轮发
电机组。

102
6 — — 96

17 加快推进跨
省跨区输
电，优化完
善全市电网
主网架。

市能源
局、国网
市电力公
司

加强川渝电
力合作，推
进西北电力
入渝。建设
500千伏明
月山、铜
梁、金山、
圣泉、万县
至九盘、蟠
龙抽蓄等
500千伏输

8 — — — 8



变电工程。

18

（六）
能源领
域

继续实施新
一轮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
工程。

市能源
局、国网
市电力公
司、重庆
三峡水利
电力公司

新增110千
伏变电容量
200兆伏
安，新建及
改造线路26
公里；新增
35千伏变电
容量60兆伏
安，线路
237公里；
新建及改造
10千伏线路
3000公里，
配变3070
台，配变容
量410兆伏
安，低压线
路11700公
里。

20
4 — — 16

19

继续推进燃
煤机组超低
排放与节能
改造，加大
油气勘探开
发力度，做
好天然气产
供储销体系
和重点地区
应急储气能
力建设。积
极推进一批
油气产能、
管网等重点
项目。

市能源
局、市经
济信息
委、市生
态环境局

实施相国寺
储气库配套
管网、南川
水江至涪陵
白沙天然气
管网等建
设。

20
— — — 20

20 （七）
农业农
村领域

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
略，统筹加
大高标准农
田、特色农
产品优势
区、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

市农业农
村委

完成高标准
农田255万
亩，全市高
标准农田累
计达到1200
万亩。每年
完成存栏40
万头生猪当

68 36 18 3 11 其他
为群
众投
劳折
资等



用等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
力度，促进
提升农业综
合生产能
力。

量规模养殖
场户畜禽粪
污处理设施
工程整改。

21

（七）
农业农
村领域

持续推进农
村产业融合
发展。

市农业农
村委

实施农旅融
合专项等项
目建设。

35
— 5 10 20

22

扎实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
动，支持农
村改厕工
作，促进农
村生活垃圾
和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
推进村庄综
合建设。

市农业农
村委、市
住房城乡
建委、市
卫生健康
委、市城
管局、市
生态环境
局

建设农村入
户道路8000
公里。完成
800个村的
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农
村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到
70%等。

18
5 5 5 3

23

（八）
生态环
保领域 加大对天然

林资源保
护、重点防
护林体系建
设、水土保
持等生态保
护重点工程
支持力度。

市林业
局、市水
利局、市
发展改革
委

建设天保公
益林二期
1500万亩，
长江防护林
三期40万亩
等。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
2000平方公
里，治理岩
溶面积1600
平方公里
等。

15
14 1 — —

24 支持城镇生
活污水、生
活垃圾、危
险废物处理
设施建设，
加快黑臭水
体治理。

市城管
局、市住
房城乡建
委、市生
态环境
局、市发
展改革
委、市水

2019—2020
年建设城市
污水管网
630公里，
2021年建成
20条约427
公里清水绿
岸。全市32

117 6 8 30 73



务资产公
司、市环
投公司

个区县完成
约200座污
水处理厂项
目技术改造
等。

25 支持循环经
济发展项
目。

市发展改
革委、市
经济信息
委

实施资源节
约循环利用
重点工程
等。

15
4 2 2 7

26 支持重点流
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

市生态环
境局、市
住房城乡
建委、市
水利局

实施劣V类
水体和不达
标河流综合
整治，42个
国家考核断
面水质优良
比例达到
95.2%以
上。

22
— 2 11 9

27

（九）
社会民
生领域

支持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体
育、养老、
婴幼儿托育
等设施建
设，进一步
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
化。

市教委、
市卫生健
康委、市
文化旅游
委、市体
育局、市
民政局、
市住房城
乡建委

新增社区养
老服务站
800个，市
级示范社区
养老服务中
心80个等。

10
— 3 2 5

28

推进保障性
安居工程和
城镇公共设
施、城市排
水防涝设施
建设。

市住房城
乡建委、
市城管局

2019—2020
年实施棚户
区改造约
11.9万户
等。

620
50 10 282 278

29 加快推进水
电气路
邮“最后一

市住房城
乡建委、
市城管

实施电力业
扩配套工程

15 — — — 15



公里”建
设。

局、市邮
政管理
局、市水
务资产公
司、国网
市电力公
司、市燃
气集团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