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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示范河湖——龙河丰都段

“十四五”时期，重庆水利部
门将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坚持“五水统筹”，以保护三峡水
库为核心，启动重庆水网建设，筑牢
水安全保障底线；同时，实施水源、
防洪、生态、科技文化四项工程，提
高水安全保障水平；深化水利改革
创新，强化涉水事务监管，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重庆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到
2035年，我市水安全保障能力将全
面提升，基本建成重庆水网，基本实
现重庆水利现代化。

据了解，目前我市水利部门
已编制了《重庆市“十四五”水安
全保障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水安全保障规划》，“十四五”
时期，我市将基本消除298个重
点防洪风险点，全面消除现有病
险水库安全隐患，使5级及以上江
河堤防护岸达标率达到88%。同
时，加快主城都市区水网建设，启
动渝东北水资源配置网络建设，实
现水利工程新增年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此
外，我市还将通过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使全
市年用水总量控制在1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均较2020年降低1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提高到0.515。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重点防
洪风险点基本消除、重庆水网初具雏形、水资源
刚性约束作用显著增强、幸福河湖建设初见成
效、涉水事务监管体系基本建成五大目标。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继续按照“补短板、
强骨干”的思路建设水源工程，围绕“三塔·两
引（渝南水塔、城口水塔、开州水塔、渝西水资
源配置工程、长征渠引水工程）”水源工程布
局，提速规划建设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
的重点骨干水源工程；按照“消隐患、强弱项”
的思路建设防洪工程，聚焦298个重点防洪风
险点，加快建设一批以“一干十八支”为重点的
防洪护岸工程。提档升级基本水文站、中小河
流水文站，实现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有
重点防洪任务的河流水文监测全覆盖；按照

“重保护、强修复”的思路建设生态工程，以保
护三峡水库为核心，加快实施一批水生态修复
工程，建设“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等18个标志性三峡后续项目，助
力幸福河湖建设；按照“增内涵、强品位”的思路
实施科技文化工程，建成智慧河长系统，形成水
利网络一张图；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对水土流
失和河道岸线实施动态监测管理。建设水工程
科技文化展览馆，推动中国水文博物馆建设，建
设广阳岛大河文明馆，推进万州移民纪念馆中
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以
水库、水文站等水工程为平台，建设寸滩等市、
区县两级水情教育基地。

补短板 战洪魔 惠民生

重庆水利 守护一江清水浩荡东流
位于长江上

游和三峡库区腹
心地带的重庆,拥
有长江、嘉陵江、
乌江“三江”过境，
境内有大大小小
河流 5300 余条，
在国家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和生
态文明建设中肩
负着重大使命。

全面提升水
安全保障能力，不
仅事关3000多万
重庆人民的民生
福祉，也关系着重
庆经济社会的高
质量发展，是重庆
推进长江经济带
发展、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的责
任与担当。

“十三五”以
来，重庆市水利系
统以全面提升水安
全保障能力为主
线，加快完善水利
基础设施网络，加
强涉水事务监管，
健全水利发展体制
机制，守护着一江
清水浩荡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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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巫溪县天星乡江池
村3组，村民李定虎打开水龙头，
清清亮亮的自来水“哗哗”地流进
盆中。

李定虎所在的江池村是当地有
名的缺水村。由于没有稳定的水源，
村民常年缺水，特别是海拔1200米
左右的3组，多年来只能靠天吃水。
2019年8月，当地干部搭绳梯、翻山
谷，深入多年无人居住的深山找水，
终于找到了水源。在当地水利部门
的帮助下，这股水源通过三级提灌送
上了山，解决了江池村310余人的吃
水问题。当地的产业也随着用水的
解决发展起来，一年下来，村里发展
了20多个养猪大户。

水利是脱贫攻坚重要的基础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也是“两不愁
三保障”的核心指标之一。市水利
局局长吴盛海介绍，“十三五”时
期，重庆水利部门把解决贫困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全力
推进解决农村居民储水、供水和水
质达标问题，打响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脱贫攻坚战。目前重庆已基本
建成以规模化供水工程为主、小型
集中供水工程为辅、分散供水工程
为补充的农村供水保障体系，供水
人口达 2326 万人，全面解决了
186.6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全市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已于2020
年达到了脱贫攻坚现行标准，实现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动态“清零”，农
村饮水正从“有水喝”向“喝好水”

转变。
不仅要让贫困群众喝上放心

水，更要让贫困地区摆脱困扰产业
发展的缺水难题。在有效灌溉面
积不足16%的丰都县三建乡，过去
因严重缺水根本没法发展产业。

“十三五”期间，特别是新一轮脱贫
攻坚开展以来，在我市水利部门的
支持下，三建乡全域实施产业水系
配套工程，建成自来水厂8座、供
水干管38公里、灌溉管网240公
里，实现了1.8万余亩产业地块水
系配套全覆盖，过去掣肘当地发展
的“水贫困”已经成为历史。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家中不能外
出，农村供水压力陡增。为了保障

农村供水工程正常运行，重庆市水
利局组织全市水利系统强化检查
巡查。疫情防控期间，共出动5448
人次对2129处农村供水工程开展
了巡查，覆盖3171个行政村，现场
取样检测水质791次，抢修管网
500余处，克服了疫情期间农村供
水压力增大的困难，为我市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重要支撑。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通过供水
传播，市水利部门除对水厂实行严
格封闭式管理外，还要求强化水源
地、取水口、引水渠的管控力度，要
求供水单位加大水源巡查力度，严
格按照制水工艺技术规程操作，加
密水质检测频次，确保了疫情期间
农村供水安全。

1月19日，綦江区东溪镇，东
溪水文站一侧的綦江河缓缓流淌。

就在6个多月前，綦江遭遇有水
文记录以来最大洪水袭击，东溪水文
站连接测井房与河边道路的天桥几
乎成了“浮桥”。水文站内的2名工
作人员彻夜不敢合眼，冒着危险测
流、取沙、观测比降、观测水位……

那几夜，距离东溪水文站
100多公里的重庆市水文监测总
站办公室内灯火通明，工作人员
个个都熬红了眼。正是在这里，
他们发布了重庆市历史上首个洪
水红色预警——当天，綦江区紧
急转移了10万人，无一人伤亡。

这只是我市水利部门与洪魔
角力的一个缩影。

“近3年来，重庆共有111条

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防
汛抗洪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吴
盛海介绍，我市水利部门通过靠前
做好水文监测预警、水工程联合调
度、防汛抢险技术支撑，实现了未
溃一堤、未垮一库、未直接伤亡一
人，最大程度降低了灾害损失。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
一年，重庆共发生12场区域暴雨
天气过程，长江、嘉陵江、乌江共发
生8次编号洪水，中小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洪水64条167次，是常年
同期的6倍。

为了与洪水赛跑，市水利局先
后发布36次水情预警，启动10次
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市、区县共发出
调度令183个，通过联合调度市内
外水利防洪工程拦蓄洪水超100亿

立方米。2020年共安全转移137
万人，减少受灾人口89.9万人，减淹
城镇44个，减少经济损失29.8亿
元，取得了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历史
性的重大胜利。为应对长江2020
年第5号洪水、嘉陵江2020年第2
号洪水，2020年8月18日14时，我
市发布洪水防御I级应急响应，并通
过联合调度将长江寸滩站约100年
一遇特大洪水削减为约20年一遇
大洪水，减少重庆沿江大量城镇淹
没，减少转移约29万人。

取得这样的抗洪成绩，与我
市近年来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的持
续提升息息相关。“十三五”时期，
我市逐步完善以堤防护岸等工程
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
减灾体系，全市已建成堤防护岸

长度2681公里，达标率85.7%；还
建成水文站 237 个、水位站 548
个、雨量站4151个，基本实现所
有重要防洪乡镇预警水位站全覆
盖、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
水文站全覆盖；制定《重庆市主城
区防洪规划（2016-2030 年）》、
《乌江防御洪水方案》、《重庆主城
区、合川城区和12条中小河流洪
水风险图》、《超标洪水防御预
案》……正是因为在防汛抗洪中
时刻保持着应对险情的能力，在
紧急关头有充分的预案、有专业
的队伍、有协作的机制、有处置的
经验，以万全准备防万一发生，水
利部门才得以在一次次险情中打
好“有准备之战”，最大限度减少
了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下
闸蓄水、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线
开工、金佛山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
水……岁末年初，一系列重大水利
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将逐步破解
全市工程性缺水难题，为重庆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供水安全保
障。

缺水，一直是坐拥长江、嘉陵
江、乌江“三江”过境的重庆面临的
现实难题，其原因在于水资源时空
分布不均。降雨量相对充沛、水系
丰富的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山高坡
陡、河谷深切，是典型的“人往高处
走，水在低处流”。重度缺水的渝
西11个区县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战场，以占全市9.7%的水资
源量，支撑着全市32%的人口和
31%的地区生产总值。

一边是亟待“解渴”的渝西，一
边是长江、嘉陵江丰富的过境水资
源。这边水多，那边水少，能不能
从长江、嘉陵江“借”水为缺水的渝
西“解渴”呢？经过科学论证和规
划设计，我市确定了从长江、嘉陵
江调水补给渝西的方案，通过新建
20座泵站、3座调蓄水库、448公
里输水管道（含81公里隧洞），将
宝贵的水资源一级一级最终抽向
渝西地区11个区县。2020年12
月23日，总投资143.45亿元的渝
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线开工，总工
期54个月，预计2025年可建成投
用，届时将惠及渝西11个区和重
庆高新区近1000万居民。渝西水
资源配置工程是重庆历史上投资
最大、涉及区域最广、受益人口最
多的重大水利项目，日前获评全国

第十届“有影响力十大水利工程”。
工程性缺水，要用工程的办法

来解决，兴建水源工程是解决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有效方式。自
2018年以来，重庆着力实施水源
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规划投入
1200亿元，动态开展185个重点
水源工程前期工作，大力实施渝西
水资源配置工程、藻渡、跳蹬、向
阳、福寿岩等一批重点水源工程，
以逐步解决全市工程性缺水问题，
基本形成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水资源供给保障体系。

如何形容重庆近年来水利工
程“补短板”的力度？吴盛海介绍，
我市近三年开工的重点水源工程
数量、投资规模、项目储备，一次性
获取国家支持重大水利工程数量
均创历史之最。目前，全市在建水

库124座，其中大型4座、中型48
座、小型72座，总投资规模超600
亿元。我市已累计建成水库共计
3089 座，总库容约 126.8 亿立方
米。其中，大型 18座、中型 107
座、小型2964座，全市水库年供水
能力约28亿立方米。仅“十三五”
时期，我市便新增供水能力9亿立
方米，有力改善了农村供水的水源
保障条件，1409万人因此受益。

张亚飞 刘茂娇
图片由重庆市水利局提供

重庆市三峡库区特种经济鱼类生态繁育基地
（三峡后续项目）正加快建设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

战疫又战贫 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与洪水赛跑 为汛期“零伤亡”筑牢坚实防线

着力补短板 重点水源工程开工量创历史之最

石柱县农村居民用上自来水石柱县农村居民用上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