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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水利工程 惠及数十万群众

《魅力中国城》

节目中，著名文化学

者蒙曼这样评价南

川：“真正践行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守住

了南川的山水生态

之美，传承了人与自

然相生相融的和谐

之美。”

南川水利积极

践行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的新时代治

水思路，在“美丽生

态”向“美丽经济”的

蝶变之路上，坚持铁

腕治水。

如今，南川4个

出境断面水质均保

持在Ⅲ类及以上，关

停、转产禁养区养殖

企业248家，以综合

利用方式治理磷石

膏堆场，累计立案处

罚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213件。

与此同时，大批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落户：金佛山水库下

闸蓄水，鱼枧水库、

沿塘水库等骨干水

库顺利推进……

一个个硬核行

动，为南川“十四五”

治水夯实了基础。

2020年12月30日，全国172个项目之一的
重庆市重点水利工程、首座高海拔大型水库——
金佛山水库建成蓄水，解决了南川区、万盛经开
区、贵州省桐梓县等两省市3区县18个乡镇约
60万名群众、30多万亩农田的用水问题。

与这项工程同步启动的还有历时4年的移
民集中统建安置区建设工程，完成安置区总建筑
规模约22万平方米。

头渡镇玉台村村民杨明凤是4000多名水库
移民之一。搬进新居后，她率先打造农家特色菜
和高山临湖民宿，虽然水库刚刚进入蓄水阶段，
但旺盛的人气已经让她应接不暇：“这几天农家

乐房间基本都住满了游客。”
“这里将创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金佛山水

利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周继泽介绍，南川将
以此次金佛山水库下闸蓄水为契机，倾力打造生
态水利，发展运动、养生、康养相结合的旅游产
业，促进当地居民由传统的农业生活向旅游发展
模式转型。

重点水利工程带动民生腾飞的新突破，远不
止于此：马鞍山隧洞全线贯通，完成投资1.3亿
元；鱼枧水库大坝填筑至695米高程，完成投资
1.38亿元；沿塘水库大坝浇筑至660米高程，完
成投资2.1亿元；洪塘水库、盖石沟水库、楠竹山

水库实现开工……仅去年，该区就争取资金1.1
亿元、专项债券3.65亿元，完成水利投资6.77亿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9万元。

此外，南川还集中开展“饮水巩固、水质提升
和管护落实”三大攻坚行动，督促镇街整改饮水安
全问题205个；投入资金4878万元，建成投用农
村饮水工程180处；对1511处集中供水工程水质
进行全覆盖检测，贫困户水量、水质、方便程度和
供水保障率4个指标全部满足基本达标及以上。

如今，一泓泓山峦间荡漾的碧波、一条条穿
山越岭的渠系管道、一处处气势恢弘的水利工程
……惠民工程犹如涓涓甘霖，流进百姓心田。

让“民生水”流进百姓心田
建水库治河湖

川川南南

刘钦 黄伟 田勇
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川区水利局提供

绿水清清好风景 摄/凌云霄

南川区凤嘴江沿塘至安坪河道整治后

创新河长制 河湖治理纳入村规民约

“不能向河流、水库偷排、直排、乱排污水。”
“不向河流和湖泊乱扔、乱倒、乱抛、乱甩。”“禁止
在河流、水库内毒鱼、电鱼、抢种”……

近两年，大观、水江等镇街村民发现，与河长
制有关的条款明确纳入了各村村规民约。

据调查，以前这里六成群众处理垃圾、污水和
动物尸体随意抛甩，农药化肥过度施用，粪堆随意
堆放，家禽散养随处可见；无节制使用自掘井水或
山林自来水，占用河库管理范围搭建养殖棚、工
坊，电鱼、毒鱼等非法捕捞行为时有发生。

河长跑断腿、群众动动嘴——这种“一头热”
现象难以解决河流生态保护问题。2019年7月，

区河长办与区民政局联合发布《河长制村规民约
（社区公约）》，将节水护水、规范排放、保护环境等
河长制相关内容融入《村规民约》，激发群众自我
管理潜能，主动扛起护水责任。

截至目前，全区218个村（社区）均按“五不
准”要求规范完善了《河长制村规民约（社区公
约）》，接到并处置群众举报涉河涉水问题上千个，
不文明行为减少八成以上。河长制村规民约更是
被入选国家级河长制典型案例。

这只是南川河长的创新履职方式之一。
作为全市率先实行河长交接制度的区县之

一，南川已有2名区级河长、12名镇街级河长完成

河长职责交接工作，确保河流管护不因河长工作
调整出现断档。自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南川还
在全市率先推出总河长令、水质月报、负面清单、
河库警长等举措，多次得到水利部点赞。

为了推进重庆市第1号、第2号总河长令落
地，去年南川各级河长开展巡河10125次；启动

“一河一策”方案修编工作；组织召开总河长会等
专题会5次，发出问题交办单71份，解决畜禽养
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污水和垃圾污染四类
问题283个；河长制工作获全国“助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长江”引领性劳动和技能竞赛河长制先
进、重庆五一劳动奖状。

生态治污 打造重庆最美河流

由于历史原因，南川境内的大溪河曾因工业
污水、生活污水、畜禽养殖污染，水环境问题十分
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南川治水、护水、兴水，以水
为脉，用水治理带动整个南川的发展。

据介绍，对于工业污染，南川区采取磷石膏
覆膜、渗漏液集中收集处理等方式综合整治磷石
膏污染遗留问题；建成投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
厂，全面稳定达标排放。对于城乡生活污水处
理，南川区完善乡镇污水处理厂二、三级管网；完
成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推进旧城区雨污分
流和新城区管网修缮。对于畜禽养殖污染，累计
关闭搬迁禁养区内养殖场253家。

此外，南川区还建成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
7座；辖区内重点排污企业废水（气）自动监测全
部接入环保智慧监管平台，实现线上监控与线下
网格化监管并举。

如今，南川大溪河等4个出境断面水质均稳
定保持在三类及以上，融合修复、绿植，在大溪河
两岸打造绿色生态带，实现水质、景观双提升。
大溪河、凤嘴江被评为“重庆最美河流”。

大溪河蝶变，是南川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生动
缩影。

去年，南川出台了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和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制度，开展了污水
偷排等问题整治62个，城乡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分别达95%、85%以上。长江经济带小水电
清理整改工作如期完成，龙塘、银源等电站顺利
退出，鱼跳电站生态基流设施满足泄放要求，建
成投用生态流量监控设施53处。完成94个河

流断面和25个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治理生态敏
感区域水土流失17平方公里，征收水资源和水
土保持补偿费780万元，水生态环境获得有效
改善。

如今，一条条美丽河湖的蝶变，见证着南川
治水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未来 5 年“五张网”
撑起南川现代化水利

到2025年，南川区将基本构建起“节水优先、优
化配置”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优化配置体系，力
争争取资金15亿元，完成各类水利投资25亿元，并
构建现代化水利“五张网”——

骨干水源网。“十四五”时期初步建成以金佛山、
鱼枧、洪塘等大中型水库为骨干，以沿塘、盖石沟、楠
竹山、盐井等小型水库为依托的现代水源网，积极开
展楼岭、石梁河、双河口等中小型水库的前期论证和
项目储备。同时，依托渝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围绕金
佛山、肖家沟等大中型水库谋划一批跨区域跨流域重
大引调水工程，重点解决城市拓展区、大观片区、水江
片区及金佛山东坡等区域的水源保障，为景城乡融合
发展、先进产业支撑、生态农业和康养旅游产业发展
提供坚强支撑。

供水安全网。积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
水规模化、标准化建设，新（改）建鹰岩、南平、大观等
万吨级水厂；提升山王坪、马嘴、石溪等重点开发区和
供水薄弱乡镇供水水平。新建和改造城乡老旧供水
管网、二次供水设施；优化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布局，适
度新建农村分散供水工程，不断巩固和提升城乡饮水
安全保障水平。

水旱灾害防御网。加大城市、重点场镇防洪薄弱
环节治理，实施河堤加固、河道清淤、阻水建筑清除
等，疏通行洪通道，解决行洪堵点。开展以大溪河、龙
川江、龙岩江为重点的中小河流和山洪沟治理，“十四
五”时期计划治理河道83公里，完成10座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确保全区江河安澜。

河流生态保护网。巩固和完善小水电生态补水
长效机制，年泄放生态流量2.93亿立方米。以大观
生态农业示范园区为重点，以“产业+水土保持治理”
为抓手，集中连片实施以茶叶、蓝莓产业为龙头的小
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十四五”时期计划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251平方公里，全面改善河流水生态环境，
助推全区山清水秀旅游名城建设。

水利智慧网。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以水旱
灾害防御、水资源调度、水生态监测、水利工程运行和
水利执法监管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和系统集成，为全
区水安全保障提供智能处理、决策支持和泛在服务。

“十三五”治水亮点纷呈

“十三五”以来，南川区水利局争取项目资金
23.02亿元（含金佛山水利工程），完成各类水利建设
投资34亿元，水利工作获得各级表彰60余项。

骨干水源工程成效明显。金佛山水库实现下闸
蓄水，撕栗坪、朱家岩水库建成投用；鱼枧中型水库、
沿塘、盖石沟、楠竹山等小型水库建设顺利推进；洪
塘、楼岭2座中型水库可研报告编制完成，盐井、花
圃、谢家山等小型水库前期工作加快推进。

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夯实。投入2.9亿元整治白庙
等21座水库；提升鸭江、龙川江等9个50.3公里中小
河流河段防洪等级，新增兴隆等乡镇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7000亩；升级改造城区4个供水管网项目；整治
891口山坪塘；增效扩容两岔河、金佛山等15座电
站；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9.58平方公里。

河长制工作亮点纷呈。建立了区镇村三级河长体
系，率先在全市建立了《河长制工作约谈制度》等8项
机制。整治污水“三排”问题88个、河库“三乱”问题78
个，解决畜禽养殖污染、垃圾污染等问题858个。

脱贫攻坚扎实有效。累计投入资金1.18亿元用
于全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累计受益人口
13.6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19万人，远远大
于“十三五”规划巩固提升11.95万人饮水安全的目
标。去年全区农村饮用水供水保证率95%，集中供
水率90%，自来水普及率85%，水质达标率达到全国
平均水平。

水利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投入380.55万元建
成山洪灾害群防体系，组建区镇级60支3700人抢
险队伍。

蓝天碧水大溪河 摄/凌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