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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2月25日一大早，荣昌中学的学生志愿者
便开始沿着荣峰河畔步行出发，逐一清理河岸
草坪上的垃圾、栏杆上的果皮和浅水区的漂浮
物，以实际行动美化新荣昌，保护荣峰河。

2013年，荣昌按照“属地负责、行业配合”
的原则实行“河（段）长制”。2014年底，荣昌
被水利部列为全国第一批及重庆市唯一河湖
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县，以荣峰河为试点，
以“河长制”和“河段长制”为抓手，积极探索创
新河湖管理体制工作。

作为我市“河段长制”首推地，如今的荣
峰河已经形成由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任
区级河长，属地镇街4名党政主要领导任镇
级河长，10名村级河长组成的三级网格化河

长构架。
“河长制的实施推广，使荣峰河实现了从

‘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
转变。”荣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已
搭建起了“1+1+N”的河长制工作体系，即每条
河流有1个责任部门、1名技术河长、若干名区
镇村级河长，形成了三级河长发现问题、技术
河长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责任部门最后
解决问题、广大市民共同监督的闭环式综合治
理工作格局。

以河长制为“针”，荣昌不断串联荣峰河综
合治理的千头万绪。通过开展河道两岸污染源
专项整治和流域专项整治行动，划定河道200
米畜禽养殖禁养区和500米限养区，关闭沿河

两岸养殖场和采石场47家，关闭非法排污口3
处，综合治理河道7.8公里，并在河道两岸全线
铺设雨污管网，彻底解决污染源问题。自2016
年起，荣峰河流域水质长期稳定在Ⅲ类，林草覆
盖率95%，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100%。

如果循着治理成效再次审视荣昌河长制
工作体系，其创新设置的技术河长可谓是一
个“亮点”。据介绍，在荣峰河开展综合治理
的初期，荣昌就着眼将河道生态规划与城市
生态紧密结合，聘请专业团队开展规划设计
的同时，围绕水利、文物、古建筑、园林景观、
桥梁、管网等多行业组建专家组，参与规划建
设全过程，让河道在城市发展建设中释放内
在动力。

如针对雨污混流的情况，由技术专家组
参与系统规划，将雨水、污水、排水、强电、弱
电等市政基础管线全面科学地整合于一个
地下管廊中，杜绝河道沿岸重复开挖；针对
河流调控能力弱的问题，在沿河修建了2座
液压自动控制的景观钢坝和1座橡胶坝，可
以在两分钟以内完成泄洪和蓄水，既解决河
道蓄水、洪水顶托防洪问题，又提升亲水效
果和景观效果；针对荣峰河“亚行生态段”两
岸成片的原生竹林保留较好的情况，在整治
时尽可能保留河道两岸原生植被，同步将一
些价值高的植物移栽回河岸，形成美丽的生
态景观。当前，沿岸共保有本土植物78种，
水生植物13种。

“美景荣峰河呐，亲亲荣峰河……”春日晴
好，时常可在荣峰河畔看到市民朋友载歌载舞
的情形，艺术家们练习合唱《亲亲荣峰河》，音
乐爱好者奏响萨克斯、电子琴，大爷大妈们则
就地跳起广场舞……

为赞誉家乡河之美，当地的文化艺术爱好
者们自发地创作了一系列诗、歌、画，《亲亲荣
峰河》便是其中之一，同样广为传唱的还有《夏
布小镇之歌》《荣昌八景梦中来》《放歌百竹园》
等歌曲。

如果说诗词歌赋为家乡河增添了一份灵
动，那么水韵文脉则是家乡河的灵魂。因此在
治理之初，荣昌就考量把百姓寄托精神情愫的
文化“外化于形”，着力打造具有浓郁昌州文化
特色的新地标。

强化保护与传承，留住水韵。在治理中，
针对历史悠久的水利工程和历史文物予以保
护和利用，共保留原生态的水利工程3处，维
护、扩建、整治和除险加固了始建于1966年的
东方红水库，巧妙改造运用3条拦河堰等水利
设施。尤其是针对荣昌八景园中的拦河堰，经
过巧妙设计，在保留拦河堰原状的基础上，新
增假山石造型堆砌而成的“宝岩飞瀑”景点，成
为了市民朋友的拍照“打卡地”。

抓实重塑与创新，重现文脉。在治理中，
将挖掘重塑历史文化与河道整治有机结合，
使史料中的文字、画面从书本中走出来，变为
真实可赏的景致。其中，兵马滩湿地浅滩创
新结合地形地貌及兵马滩的历史文化，在河
段打造一个“马”字浅滩造型，重现典籍记载

的明末故事。
山水咫尺方寸间，遇见最美家乡河。荣昌

对于荣峰河的“行针步线”远不止于此。对于
这条地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移民文化
等多元文化相融其中、代代传承的家乡河，从
其生态提升工程规划建设之初就已开始布局
文脉的传承——

家乡河的建设重在乡亲的参与。创新开
展荣峰河综合整治建设“金点子”征集活动，广
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350余条，并有效结合运
用。如在百竹园荣峰河亚行生态园建设中，开
展诗词楹联、建筑征名、绘画、书写诗联等征稿
活动，吸引上万名群众参与，年龄最小的7岁、
最大的83岁。

家乡的建设，重在地域文化的发扬。秉承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理念，在沿岸建设中，因地制宜注入地域文化
元素：结合“海棠香国”雅称，以“香花海棠”“海
棠烟雨”“醉美海棠”等为主题打造海棠景观；
在当地居民从前漂洗夏布之处，建起中国夏布
小镇；百竹园仿竹制品的民俗亭子，是从传统
竹制品“筲箕”“簸箕”“斗笠”等中提取的设计
灵感；猪文化雕塑，展现世界八大、中国三大地
方良种猪之一的荣昌猪……

如今，荣峰河流域已建成中国夏布小镇、猪
文化长廊、海棠园、人民公园、荣昌八景园、人大
文化园、兵马滩湿地、百竹园、亚行生态园、眼镜
产业园、东湖湿地公园和东方红水库等12个各
具特色的景观版块。其中的荣昌人大文化生态
园，是全市唯一的人大制度宣传主题园。

徜徉荣峰河，你很难将荣昌与缺水联系
在一起，也不敢相信这里原来是臭水沟，但
10年前这却是事实。曾经的荣峰河，一面是
沿河两岸工业污染严重，一面是人均水资源
量只有511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的四分之一。

如何破解？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
已成为必然选择。

荣昌把荣峰河水质优劣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评判依据，从根本上转变治水思路，把
节水放在治水工作各环节的首要位置，强化
水资源刚性约束，加强水资源取、用、耗、排
的全过程监管。

尤其是针对工业发展，一方面坚决杜绝
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项目落地，另一方
面针对河边布局的眼镜产业园、电子电路产
业园，在建园之前就规划建设了现代化污水
处理设备，并积极支持园区企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如荣峰河所流经的
荣昌国家高新区板桥工业园区，企业积极建
设生产用水不外排项目、河包粉条产业园的
中小型食品企业自主推动水循环利用……
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截至 2022 年
底，荣昌高新技术开发区累计入驻工业企业
755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004亿元。

以针引线，这条发源于农村、流经城市、
穿越国家高新区的家乡河，在荣昌细针密
线、精雕细琢中，在“人、景、河”“文、体、旅”

“产、城、乡”融合中，已然成为宜业宜居宜游
的“城市会客厅”。

聚焦城市品质提升，立足长远规划建设
的140公里“棠城绿道”作用渐显，市民从荣
昌城区的任何一处，都能在 15分钟内步行
到达河岸及公园，真正实现了“水在城中、城
在绿中、人在景中”。

荣峰河沿线产业格局也在不断调整，先
后开发了20个房地产项目，建成了510万余

平方米的高品质住宅小区，形成了沿河大小
广场16个，发展了美食一条街、夜市一条街
等消费网红地，已然成为市民“广场舞”“坝
坝舞”的热门地，群众自发开展音乐会、文艺
演出的首选地。

绿水青山间，荣峰河沿线风景已成为市
民生活、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轴斑斓画
卷，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荣昌旅游、休
闲、创业、生活。

“行针步线”优布局 传承创新留住水韵文脉

“穿针引线”强联动 长治久护换来河清木荣

“细针密线”增动力 景美业兴添彩品质生活

春 和 景
明，漫步荣峰
河畔，一渠清
流，两岸海棠，
美不胜收。跑
步的人们听着
阵阵鸟鸣，嬉
戏的孩童蹲在

溪边观察花草……好
一幅水清、岸绿、景
美、人水和谐的美好
画卷。

十 里 清 溪 似 画
廊 ，棠 花 夹 岸 满 河
香。近年来，荣昌全
面践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对
荣峰河全域开展综合
治理，围绕治污排涝、
活水清源、文化提升、
景观打造等维度，下
足“绣花”功夫，旨在
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
一条“最美家乡河”。

从2012年荣峰河
启 动 综 合 治 理 ，到
2022 年入选第二届

“最美家乡河”。10年
来，荣昌用“一针一
线”的功夫，绣出了一
湾清水的诗情画意，
换来了移步易景的人
文景观，激起了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一
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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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峰河概况——

荣峰河是长江的三级支流，属沱
江水系。发源于荣昌区直升镇烂木
桥水库，河道全长 27.8 公里，全流域
面积 76.5 平方公里，流域人口 20.6 万
人，含河库、湿地、河流交汇口等多种
水景观资源，有玉带河等一二级支流
8条。

2016 年 10 月，获评第十六批国家
水利风景区；

2018年10月，获“发现重庆之美——
百万网民点赞重庆最美河流”活动第1
名；

2019 年 6 月，上榜《重庆最美河流
地图》；

2022 年 2 月，入选第二届“最美家
乡河”名单，是重庆市唯一一条入选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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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漫步荣峰河畔市民漫步荣峰河畔 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感受自然生态之美

“最美家乡河”——荣峰河

荣峰河上美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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