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作为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水一直是一道

关乎生存与发展、脱贫与致富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尤其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考察

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后，全
市水利部门把人民群众喝好水、用好水作为重要任务，
通过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水源工程建设、水生态文明建
设等，全力为脱贫攻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
靠的供水保障。

从“靠天喝水”到喝上“放心水”

巫溪县上磺镇石峰村，由“大石”“高
峰”两个村合并而成。地如其名，该村海
拔从800米到1400米，近7平方公里土
地，高山林立，1800余群众散布在各个
山坳之中。

长期以来，村子资源型缺水严重，群
众饮水主要靠小量山泉水和雨水集蓄，
供水保证率极低。

村里的老支书向正华至今仍记得，
前些年缺水的日子，同村两个社的村民
还经常因为争水，引发矛盾纠纷。

2018年到2019年，巫溪县为解决
石峰村至城厢镇花栗片区7000余人的
饮水问题，采取三级提水方式，从羊桥坝
水厂引水到村。2019年10月，工程完
工，片区群众终于用上了放心的自来水。

“天上下雨山下流，雨停三天用水
愁”——这是巫溪当地流传的一句顺口
溜。群众用水难、吃水难的历史，由此可
见一斑。

而今，随着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的实施，巫溪从集镇到村级到分散
式供水，实现了饮水安全工程全覆盖，其
集中供水率达到92%，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81%。

从“靠天喝水”到“有水喝”，再到喝上
“放心水”——巫溪的“递进式”，正是全市农
村饮水安全取得阶段性成效的生动例证。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已经累计建成
涉及农村饮水供水工程39.96万处，供
水人口2200多万人，供水保障总体水
平达到国家安全标准。累计解决了185
万多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保障问题。

长效发力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水润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农村饮水安全的重要性。他指出：
“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短板，确保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迈
入小康社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
饮水安全作出的重要指示，我市坚持把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
长期任务来抓。

在工程建设上，以规模化水厂和小
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为重点，配
套完善水源和管网工程；在运行管护上，
以全面落实“三个责任”、推行有偿供水、
落实财政运行管护经费为着力点，加快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尤其是在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的实施意见》后，市水利局及时制定了
《农村贫困人口饮水保障工作实施方
案》，全力推进解决农村居民储水、供水
和水质达标问题。

就在去年，为探索农村供水工程运
行管理长效机制和运营模式，提高农村
饮水安全保障水平，12个区县试点开展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这一创新举措，旨在通过着力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中存在的设施不完善、投
融资机制不健全、建设和管理不规范、运
营不持续等突出问题，来提高供水保证
率和水质达标率。同时还将探索建立多
元投融资机制，为农村饮水安全提供资
金保障。

为脱贫攻坚注入“水动力”
“我们以往都是到河里去挑水喝，干

旱的时候还要到更远的向家坝去挑水，
来回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现在好多了，

自来水接到家里，水龙头一打开，水就流
出来了，还特别清澈。”自来水，滋润了石
柱县中益乡光明村上进组村民刘之芳的
心田。

坚持把水利作为全乡基础设施建设
的优先领域，过去一年来，中益乡全面推
进农村饮水安全等水利项目，在改善民
生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水动力”。

中益乡华溪村，偏岩坝荷花基地，
正在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个新标
杆。

“这个地方水源充足，我们以每亩
500元的费用流转了村民的土地，用于
种植荷花。”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冉启奉介绍，荷田里还养殖有鲫鱼等
食用鱼类，“冬天挖藕、卖鱼，夏天游人来
赏花，都能带来经济收益。”

华溪村的充足水源，依托的正是渠
道灌溉工程的重大突破。

水是生存之本，也是一道关乎脱贫
与致富的重要命题。

作为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要素，全
市水利系统始终把水利脱贫攻坚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以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中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重点，深入实施
水利行业扶贫、深度贫困乡镇脱贫攻坚、
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三位一体”的水利
扶贫工作，在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
强监管上持续用力，取得显著成效。

比如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
安全销号任务、如期完成了年度农村饮
水巩固提升任务；持续加大资金倾斜、积
极落实惠民政策等，让广大农民喝着放
心水，幸福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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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涓“放心水”滋润“美丽城”

阿蓬江，江水潋滟、翡翠
碧玉；龙溪河，“河畅、水清、坡
绿、岸美”；荣峰河，重拳整治
水体，唤回绿水清波；汝溪河，
乡镇与水共生，流域自然和谐

河湖之变，是我市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生动实践。认真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
市深入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决策部署，不断创
新工作举措，河长制从全面建
立向全面见效转变。

跨界河流联防联控

琼江是涪江右岸一级支
流，发源于四川省乐至县，流
经四川省遂宁市、资阳市及重
庆市潼南区、铜梁区，全长约
240公里。

跨越川渝两地，意味着琼
江治理绝不是一方责任。
2018年，川渝两地签订《跨界
河流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四
川遂宁市、资阳市与重庆潼南区、铜梁区共
同签署《河长制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建立起集中巡河和交叉巡河机制，共同对
琼江沿岸养殖污染、企业超标排放等违法
行为予以打击。

在两地河长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琼江
（铜梁段）稳定达到三类水质，实现了去年
初进行琼江沿线生态整治的目标。

琼江的整治并非个案。
“河流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下游、左右

岸，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过去，一些跨界河
流由于缺乏上下联动、协调配合的治理机
制，加大了河流水环境治理的难度。”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共同保护河流水
生态环境，我市积极推动四川、贵州等相邻
省份，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开展联合执
法和联合巡河等机制，推动跨界河流全流
域系统治污。

目前，全市已有10个区县与市外区县
就24条（段）河流签订了18个合作协议，分
级建立了跨省市界河流联合排查、定期联
席会商等9项机制，因地制宜推动落实。

共建共享水生态之美

区域联动有为，社会参与有序。
29岁的何波，是我市首位民间河长。

看见家乡的河水被污染，他主动为沿岸的
乡亲们普及河水防污知识，发动村民在响
水滩河段清污捞渣。在他的带动下，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环保志愿者队伍，三庙河
响水滩段重回干净清澈。

去年“世界水日”，东方鑫源、西南铝等
6家企业负责人接受聘书，成为九龙坡区的
首批企业河长。他们将从企业内部强化对
于企业向河道排污的管理，真正实现从源
头控制污染。

从民间河长，到企业河长；从“河小青”
到“巾帼护河员”，我市积极动员社会力量，
将其作为政府河长制的有效补充，推动形
成了全民踊跃参与、社会齐抓共管的治水
格局。

社会共建共享，全市河更畅、水更清、
岸更绿、景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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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过境，重庆却是一座缺水的城
市。

渝西11个区县，人均水资源量仅
876立方米，远低于全市水平；渝东北、
渝东南等典型山区，喀斯特地貌多，汇水
急、退水快，水资源利用难度大——

如何为这些地区“解渴”，破难点补
短板，成为我市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课
题。

2018年，重庆大力实施水源工程建
设，着力建设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等带
贫效益明显的骨干水源工程，从而系统
解决全市工程性缺水问题。

脱贫效益明显的水库陆续开建

3月 26日，随着最后一声炮响，南
川金佛山水利工程渠系项目——马鞍
山隧洞工程顺利贯通。这是项目2020
年完成的第一个重点节点，为金佛山
水利工程的全面完工打下了坚实基
础。

渝东北的开州，国家大二型水库跳
蹬水库，在1月6日正式开工。这是我国
2020年首个开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建成
后年可供水量达8337万立方米，对提升
渝东北城镇群水资源保障能力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从渝西到渝东北。随着水源工程建
设三年行动的深入推进，全市正在掀起
一波水利建设的热潮。

按计划，3年间陆续开工骨干水源工
程，其中包括7座大型水库、67座中型水
库以及50座小型水库。目前，60座水库
已经动工。比如巴南观景口水库，蓄水
后可为主城茶园—鹿角组团69万人提
供城市供水，为沿线小城镇和农村12万
人供水，同时还将承担中心城区380万
人的生活应急供水任务。

值得一提的，开工建设的水库，一
半以上位于贫困区县，这也将有力助推
当地脱贫攻坚，助力贫困地区乡村振
兴。

水资源配置工程解渝西水困

永川、璧山等渝西地区，是我市工业
经济发展的主战场。解决这一片区11
个区县的缺水之困，是三年行动的一个
重要任务。

为此，我市启动了渝西水资源配置
工程。由新建的7座水源泵站、3座调蓄
型水库和510公里输水管道(隧洞)组成，
建成后与在建的安居、小沔2座提水工
程和已成的孙家口等6座水库联合运
行，将从长江、嘉陵江提水输送至渝西地
区，形成水资源互联互通。

届时，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年供水
量可达11.35亿立方米，可解决1354万
居民生活用水，支撑地区生产总值
17950亿元，新增保灌面积42.2万亩，改
善灌溉面积78.4万亩。同时，还可退还
生产生活挤占的生态和农业用水5.76亿
立方米，实现水功能区水质全面达标，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

补齐短板为城市“解渴”
水源工程建设再掀高潮

聚焦》》

巴南区农村供水互联互通管道安装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