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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水资源 做活水文章

重庆水利统筹推进“五水共治”展现新作为

管水有方
从严从细算好“精细账”

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发展
方式、发展规模等“需求”必须科学控
制，否则既无法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也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还会引
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充分发
挥重庆水资源最大效益，是摆在重庆
水利决策者面前的难题。

善谋长远，方能鼎故革新。难题
当前，重庆水利系统从全局谋划一域，
出台印发了《重庆市“十四五”用水总
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等文件，将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纳入市级党政机
关绩效考核和市对区县综合考核体
系，描绘了加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的路线图。

同时，不断提升用水总量监管能
力，加快水资源监控设施建设。“依托
已建成的涵盖水资源承载能力、取水
设备实时预警等功能的国家水资源监
控系统，全市已实现‘水资源管理一张
图’，为管好水资源提供全方位信息服
务。”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

“这是我们在羊桥坝水厂取水管
路上安装的监控装置，将企业取水数
据接入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取
水计量装置旁，巫溪县水利局水资源
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实行计量监测后，
保证了企业取用水有数可查，政府监

管有数可依，促
进取水许可科
学化、制度化和
规范化。

取用水管理是水资源管理的核心
内容，也是水资源强监管的关键环
节。近年来，编印《重庆市取水许可规
范化建设指南》等手册下发区县和取
水企业，并采取“市级集中培训为基
础、区县分片培训为支撑、企业点对点
培训为重点”等方式开展培训，不断推
动区县和取水企业取水工作规范化、
标准化。

实干笃定前行，汗水浇灌收获。
2023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70.80
亿立方米以内，低于年度控制目标。
在2022年度国务院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中，我市再次获得优
秀等次，这是实行考核以来，重庆第6
次获此殊荣。

护水有策
标本兼治用足“绣花功”

水是生态系统最活跃的自然要
素，处于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关键环
节，水资源的保护关乎生态环境质量
的好坏。

大江东流，奔流不息。重庆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与长江水系一脉相连。

“保护好母亲河，护一江碧水向
东流。”自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重庆水
利咬定青山不放松，统筹上下游、左
右岸，一棒接一棒地努力着。先后修

正了《重庆市水利
工程管理条例》，完
善了《重庆市水资
源规划》，深化实施
河 长 制 改 革 ，自

2019 年起连续 5 年发布并落实了
1—5号市级总河长令，以攻城拔寨
的拼劲，陆续开展污水偷排直排整治
等专项行动，全面打响长江水生态保
护与治理的攻坚战、持久战，并于
2023 年在全市启动幸福河湖建设

“百千行动”，迭代升级“智慧河长”应
用平台为河长管河治河赋能。陆续
开展了污水偷排直排整治等行动，推
进河道“清四乱”和河道采砂“统一清
江”行动，全市流域生态质量稳步提
升、水质持续好转。截至2023年底，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7年保持
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达100%，母亲河重现迷人风姿。

不止是母亲河长江，为守护绿水
青山，确保碧水长流，我市还将水资源
保护关卡前移，由事后治理转变为事
前预防。

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全市制定
国家、流域、市级、区县四级重要饮用
水水源地名录，开展14个国家级、22
个流域级和66个市级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年度达标评估，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突出河流水质监测。全市建立水
利行业“1中心+2分中心+35区县”水
质监测体系，实施全市750余个河流
（水库）断面监测，实现了流域面积50
平方公里以上所有河流、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监测全覆盖。

用水有度
创新改革打好“组合拳”

滚滚长江水、嘉陵江水，经过20
座泵站、448公里输水线路和3座调
蓄水库，实现两江互济的水资源配
置；总投资143亿元，年均新增供水
量10.12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近千万
人……正在加速建设的渝西水资源
配置工程，是重庆市历史上投资最大、
涉及面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水利工
程。

工程建设是创新破解水资源利用
瓶颈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市坚持

“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以建设
水灾害防控、水资源调配、水生态保护
功能一体化的现代水网为目标，锻长
板、补短板、固底板，不断提升水安全
保障能力。

今年年初落地的《重庆市水网建
设规划》明确，全市将按照“一干多支、
一核多点、三塔五引、多源互济”总体
布局，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水网。以
此作指引，落到实地，渝西水资源配置
工程超序时推进，观景口水库全面发
挥效益，金佛山水库加速扫尾，跳蹬水
库建设提速推进，城乡供水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共同书写了水资源科学利
用的新篇章。

让每一滴水迸发更大潜能，不止
于此。用好创新改革关键一招，我市
还做出更多实践。

立足全市水资源禀赋条件和市场
需求，理顺取水许可与水权的关系，制
定出台了《关于推动重庆市用水权交

易的指导意见》，以永川区、璧山区和
潼南区为试点，引导鼓励水权交易，全
市水权改革实现新突破，水资源配置
和价值实现正逐步盘活，实现高质高
效。截至2023年底，全市累计完成了
水权交易60余例，累计交易水量突破
2000万立方米。

同时，水利投融资机制也有了新
突破。我市会同人行重庆分行印发了
全国首个《关于鼓励开展取水权质押
融资业务的通知》，指导开州区发放取
水权预质押登记贷款1.2亿元，完成
了西南地区首笔以取水权预质押登记
的贷款。

除此之外，我市还在非常规水利
用领域开展了积极探索，在多领域实
现应用，非常规水利用量由2014年的
502万立方米增加到2022年的2.52
亿立方米，非常规水源使用发挥了增
加供水、减少排污、优化水资源配置体
系、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重要作用。

刘茂娇 龙搏

这是一幅人水和谐的壮美画
卷，是一曲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激
昂乐章：一条条河流欢快流淌，扮
靓巴渝大地；一张张水网高效运
行，提供城乡用水保障；一个个节
水名片示范带动，引领社会新风
尚……

这一切都来之不易。重庆虽
过境水资源较为丰富，但当地水
资源有限，人均当地水资源约为
17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80%，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
利用难度大。如何从根本上解决
水资源困境？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
从细管好水资源。”近年来，重庆
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
定人、以水定产”原则，统筹推进
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
水文化“五水共治”，强化水资源
刚性约束，严格用水监管，推进水
资源安全高效集约节约利用，全
市水资源管理能力全面提升，交
出一份亮丽的水利答卷。

时值“世界水日”和“中国水
周”之际，让我们一探其实践路
径。

以花为媒 以花兴业

垫江 做细做精“花文章”做大做强“花经济”
漫步在恺之峰旅游区，满山

国色入眼帘，一缕天香沁心脾，牡
丹、樱花，郁金香、香水百合、造型
月季等60余种精品观赏花卉竞相
绽放。三月的垫江，百花争艳、满
城芳菲，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3月21日，以“牡丹花开 香约
垫江”为主题，2024重庆春季旅游
启动仪式暨垫江牡丹文化节活动
如期而至，掀起了垫江县各大景
区门票预订、民宿酒店、文旅消费
的热潮。

已连续举办24年的牡丹文化
节，不仅是垫江弘扬优秀文化、促
进产业融合、拉动文旅消费、惠及
广大群众的重要平台，更是垫江
县大力推动农文旅产业高端化、
精品化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近
年来，垫江以做细做精“花文章”
为契机，积极融入“大都市”旅游，
借力借势“大三峡”旅游，围绕建
设全国山水牡丹旅游胜地，探索

“节会经济”新模式，做响做靓“牡
丹故里·康养垫江”旅游品牌，大
力发展“慢生活、微度假、深体验”
旅游业态，不断做大做强“花经
济”，赋能现代化新垫江建设。如
今的垫江吸引力、辐射力不断提
升，打造市民近郊休闲旅游重要
目的地渐行渐近！

浪漫垫江，不止牡丹——
品质业态双重提升，丰富多元化
旅游体验

近日，垫江明月山闲云茗居房车露
营基地成为了户外爱好者的新去处。
该房车露营基地二期项目刚完工投用，
新建包括房车营位、配套用房等附属设
施，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
度。

垫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
向腹心地带，是距离主城最近的县，是
川东北渝东北陆上交通的重要枢纽。
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让该县成为了主

城市民近郊休闲旅游的新选择。
过去一年，垫江不断丰富旅游体

验，新增1家4A级景区（三合湖湿地公
园），创建首个市级旅游度假区（明月天
香旅游度假区），荣获“2023年全国县
域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县”称号。打造牡
丹花海、石斛文创产品等景点项目10
个，新增栈道探秘、直升机观光等体验
项目8个，植入大型焰火秀、水上激光
秀等视景项目7个，全县景区创建和品
质提升成效明显。

“我们正在建设牡丹文化体验馆，
力争实现馆内牡丹四季盛开，指导恺之
峰景区开展景区提档升级，指导牡丹樱
花世界景区丰富牡丹文化、特色非遗展
示等文化体验建设，指导华夏牡丹园景
区加强山水牡丹管护，本地特色牡丹芍
药种植资源保护，指导牡丹水乡景区牡
丹芍药观赏园建设，确保年内完成景区
打造，让‘中国山水牡丹发源地’金名片
更加闪耀。”垫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巴谷·宿集、峰门铺驿
站、多萝茜、巴山夜雨、石足迹等民宿群
加快集聚，闲云茗居、瓜子坪、天池坝、
金山寨、金桂果园等明月山露营基地群

成形成势。丰富“营地+景区”“营地+
民宿”“营地+研学”等模式，从观光游
览向民宿游、康养游、乡村游、体育游、
研学旅行等新业态转变，垫江农文旅产
业正向着高端化、精品化发展绽放新活
力。

一花绽放，产业兴旺——
推进牡丹芍药产业延链补链，提
升产业附加值

生于悬崖峭壁之上，藏于深山秀壑
之间，垫江牡丹是中国山水牡丹的典型
代表。

参加2023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
丹“赛花会”，斩获1金1铜；恺之峰旅
游区获评中国·洛阳首届牡丹花王大赛

“魅力山水牡丹园”称号；垫江牡丹文化
节荣获2023中国西部最具影响力文旅
节会……近年来，垫江县加强宜机化、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景观
化建设，推动垫江牡丹芍药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牡丹芍药产业更具创新力和
附加值。

“深化‘两点一线’布局，我们围绕

明月天香路沿线和曹回镇、黄沙镇区
域，引进河南洛阳宫廷牡丹、山东菏泽
园林牡丹、甘肃紫斑牡丹等200余个品
种及36个芍药品种。完成恺之峰景
区、牡丹樱花世界景区、牡丹水乡等牡
丹芍药观赏园提质改造建设，全县发展
牡丹13500亩，力争芍药突破1万亩。”
垫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科学提升种植规模的同时，拓宽
牡丹芍药产业发展基础。垫江县建设
完成曹回镇2500立方米冻库（鲜切花
冷处理中心）、徐白300亩芍药鲜切花
基地水肥一体化项目。编制完成《垫江
县芍药鲜切花标准（试行版）》，明确了
50个国内外较为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
种种植前的准备、芍药切花采收注意事
项、采后处理、质量分级、分品种相关标
准等。

加强牡丹芍药产业发展要素支持
保障，垫江成功引进山东浩森花木有限
公司等10余家市外鲜切花种植、销售
企业投资。与中国农科院、四川农业大
学、西南大学、重庆市农业科院等科研
院所开展课题/项目合作，成功争取国
家林草局林业科技项目1个、国家级芍

药科技小院项目1个，让牡丹、芍药特
色产业不断开出新“花”样。

节会搭台，招新引优——
签约开竣工项目136个，助力一
季度“开门红”

牡丹文化节开幕当天，举行了垫江
县2024年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暨西部智能阀门产业基地第四批重
点项目签约，招商引资集中签约47个项
目，合同总额126亿元。开幕第二天将
举行垫江县2024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
中开竣工活动，集中开竣工项目89个，
计划总投资达104.3亿元，为垫江一季
度实现“开门红”增添了新的动力。

运用节会赛事活动孕育发展机遇，
过去一年，垫江依托重大会展、集中签
约、专场推介等系列活动，全县招商引
资项目协议金额517.55亿元，连续两
次上榜重庆招商投资“赛马榜”。引进
48家阀门企业抱团入驻，实现“无中生
有”全产业链发展西部智能阀门产业，
全速打造百亿级西部智能阀门产业基
地。与中国民宿顶尖品牌裸心集团签
订合作协议，依托明月山的资源禀赋和
优质资源，打造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
顶级民宿集群，让“节会经济”催生发展
新动能。

发挥节会赛事活动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助推器作用，垫江持续做大做强以
新能源材料、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天
然气化工为重点的先进材料产业，以休
闲食品、现代中药及中成药为重点的食
品药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以智能阀
门、汽摩零部件为重点的汽摩装备产
业，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系列活动，促进
地区商贸、旅游、文化交流、经济发展。

此外，垫江还聚焦打造全市一流营
商环境，强化招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打造“投资垫江”形象品牌。大力实
施金牌“垫小二”助企行动，建立“企业
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

“千人联千企”专项行动，常态化运行政
企面对面、政企直通车、亲清恳谈会等
机制，让垫江近悦远来。

张亚飞 陈钰桦

day1：
华夏牡丹园——恺之
峰旅游区——瓜子坪
露营基地——垫江李
花源——分州古城桃
花园——三合湖湿地
公 园（ 晚 上 水 舞
秀）——宿湖畔翰文
酒店或宿民宿巴谷.
宿集或如莱山居（享
垫江石磨豆花及其它
美食）

day2：
仙草园中医文化旅
游 区 —— 牡 丹 樱 花
世界——芍药产业园
——明月山毕桥乡愁
园——闲云茗居·房
车露营基地——迎风
湖国家湿地公园——
返程

垫
江
春
季
赏
花
休
闲
二
日
游
路
线
推
荐

闲云茗居露营基地 摄/龚长浩

华夏牡丹园 摄/龚长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