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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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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荣昌“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乡河
11》永川 建设幸福河湖 映照美好生活
12》梁平 以水为依兴业惠民 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13》万州 万川毕汇 碧水东流

涪陵“三生三化”锻造节水型社会新示范
14》九龙坡“一江三河”水清岸绿 兴水惠民润泽万家

璧山 努力绘就人水和谐共生新画卷
15》铜梁 强化水利支撑 护航国计民生

开州 守护汉丰碧波 描绘生态画卷
16》丰都 践行“两山”理念 构筑“幸福河湖”

垫江 河清岸绿筑底色 水城共美入画来
17》忠县 涓涓清流润民心

奉节 一江碧水出夔门
18》巫溪 强化农村供水保障为乡村振兴赋能

秀山 工程建设为引领 水利边城万物生
19》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让“鱼翔浅底·乡愁记忆”照进现实

导 读

2023年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奔涌而来的长江碧水，气势磅礴，为秀美雄奇的巴渝增添

雄浑之美，江河纵横在8.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勾勒出幅幅或
壮美、或秀丽的画作。

“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沿着长江保护法勾勒
的清晰路径，重庆——

殷殷嘱托牢记在心，落实于行。全市水利积极践行“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以推动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为总揽，在谱写“三水融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协同共治重庆新篇章中展现新作为。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中敢干敢闯、唯实争
先。全市水利着力提高发展首位度、强化发展辨识度。以改革
破冰，用创新添彩，已加快形成一批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标志
性成果，在“拥抱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建设新重庆”的新篇章中
书写水利新答卷。

新目标 新靶向
放大走在前列优势

回望重庆依法治水之路，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工作走在前
列是显著的标签之一。

2022年，成为全国唯一形成地方性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
双向监督的省市，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河长制地方性法规《重
庆市河长制条例》，市委、市政府印发《重庆市河长制工作规定》

《重庆市全面强化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构建起“1（地方性法
规）+2（党内规范性文件）+N（配套制度）”制度体系，标志着全
市治水目标的持续升级。

犹如一粒种子，一旦落下便在这片沃土遍地生花。围绕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高质量”体制机制改革，一系列行动得
以加快推进：在全国率先建立双总河长制，市委书记、市长共同
担任市级总河长，推行落实市、区县、乡镇（街道）三级“双总河
长”制；率先实行河长工作交接制度，采取签署《离任交接清单》
等方式，确保河长在工作调整时所负责河流的管理保护工作无
缝衔接、有序推进；在全国首创建立河长民主生活会述职制度，
由市级河长带头，各级领导干部在班子民主生活会上对照检查
履行河长责任情况，对检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化整改……

从构建体系到压实责任，全过程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断给治
水注入活力，使得河长制在重庆这块创新的沃土上不断完善。
现在，进入了全面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3.0版本。

去年再获国务院督查激励，实现连续3年获此殊荣、全国少有。

新起点 新示范
实现重点环节突破

走在前列当示范，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举措、改革试点落
地重庆，为重庆水利高质量发展打开了广阔新空间。

改革创新，来自顶层设计，更来自创新补足短板、强化薄弱
环节迸发的蓬勃活力。重庆全面推行采砂管理新模式就是其
中一例。

重庆探索推行的“政府主导、部门牵头、国企实施、社会参
与、统一管理”的河道采砂管理新模式，将河道采砂许可和清淤
疏浚砂综合利用交由国有企业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统一开采经
营管理。不但打破了河道砂石开采经营的旧格局，更让市场、
政府“两手”发力，实现由私人单纯逐利转变为社会、生态、经济
效益三赢，铸就守护生态长江的新典型。

改革实现破冰，从典型到示范，好似一道光照亮“点”，更辐
射发展之“面”。去年以来，瞄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共
治，全市水利呈现特色凸显、多点开花之势：在中国水权交易所
完成2例交易，实现零的突破；璧山、永川等18个区县完成水利
部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全市创建率达46%；重庆水电职
院等 3 家高校纳入国家节水型高校典型案例；璧山、铜梁、垫
江、荣昌4个区县被确定为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

从找准“穴位”谋改革到创建试点抓突破，面对发展中的新
问题新挑战，全市水利系统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总纲，实现了
以改革创新破难题、增活力、促发展、惠民生。

新变化 新实招
拓展协同共进深度

水体流动不居，治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形成更大合
力。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的背景下，重庆进一步打通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治理体
系，打造扁平一体、高效协同格局，进一步加强“三水融合”保护
合力。

推动改革创新是其中的动力，就像一座“桥”，沟通内外走
出新路。去年以来，通过机制突破，数字赋能，一张统筹上下
游、联动左右岸、协同多部门，推进全流域、跨省市的治理网铺
展开来，亮点纷呈引人注意：川渝两地携手跨界河流联防联控
联治“出圈”，获评“成渝地区协同发展创新案例”；创新嵌套监

测模式，将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与水文泥沙监测站点有机结合，
开展了基于坡面-小流域-大江大河的多尺度监测信息化布控
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区域“水浑”现象的快速响应与来源追溯机
制；会同四川省以“一站两地”的方式，创新推进了遂潼川渝毗
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水土保持协同监测工作……

从横向协同到纵向联动，按下区域发展共进“快进键”，重
庆水利系统实招实用，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改革举措落地，“改
革红利”正在巴渝大地加速释放。

数据为证：去年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74个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8.6%、超国家考核目标1.3个百分点，81条
川渝跨界河流涉及25个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达100%，长江、嘉
陵江、乌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达到II类。

如今的巴渝大地，“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让绿色成为发
展的底色”已成共识。广袤的巴渝大地上，铺展出依水而生、与
水相谐的美丽画卷。

一江碧水向东流 改革创新写春秋
重庆水利“三水融合”协同共治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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