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川渝要建立联合河长办？“这由
川渝的地理位置和河流特性决定。”重庆市
河长办副主任任丽娟告诉记者，川渝共处长
江上游，山脉相连、水系同源，仅流域面积50
平方公里以上的跨界河流就达到81条，毗邻
6个地市29个区县，涉及长江、嘉陵江、渠
江、涪江等大江大河干流，是守护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在跨界河流管护中，两地互为上下游，
同在左右岸，一直存在因行政壁垒导致的信
息不畅、责任不清、目标不统一等问题。

例如，2017年，琼江重庆市潼南段水面
出现大量水葫芦，清漂船不分昼夜清理。好

不容易清理干净了，一场大雨又把上游的水
葫芦冲到下游。

河长制全面建立后，川渝两地水环境持
续改善，但涉及跨省河流问题，基层政府解
决不了，只能通过层层上报所在地河长办，
一级一级协调解决，费时久，效率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为两
地携手治水摁下了加速键。“我们和四川省
河长办多次会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机
构来推进跨省、跨流域涉河管理保护问题
解决。”任丽娟介绍。2020年，川渝两省市
河长办联合印发《关于成立川渝河长制联
合推进办公室工作方案》，在全国首创成立

跨省市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联合河长
办主任由川渝省市级河长办副主任兼任，
一年一轮值，双方每年各互派3名工作人
员集中办公。如此一来，在统筹解决涉及
其所在省市的跨界河流问题时，对接更加
顺畅。

平台建起来后，第一步便是推动川渝跨
界河流毗邻区县各级河长履职尽责，也就是
告诉他们要“干什么”。

巡河是河长履职的主要方式之一，联合
河长办成立之初，便组织川渝琼江省级河长
联合巡河，带动两地各级河长通过联合巡河
来发现问题、共同解决问题。

接下来，川渝联合河长办根据跨界河流
实际，围绕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
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等河长制六大任务确定当年工作要点，下发
给两省市相关部门、各级河长办。“怎么干”，
变得一目了然。

此外，川渝联合出台《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水安全保障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签署《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水利合作备忘录》《川渝跨界河流联
防联控合作协议》，发布《川渝跨界河流管理
保护联合宣言》，在联合治理、信息共享、人
才培养等10个方面深化合作，示范带动两地
各级各部门务实合作，推动两地各级签订协
议106个，实现了跨界河流联防联控机制全
面建立、管理全面覆盖。

建一个平台 破除“楚河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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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我们上个月下发了一批川渝跨界河流协同
处置问题清单，不到一个月，两地已报送整改解决
方案，一些问题早在报送前就解决了。”4月15
日，设在重庆市河长办的川渝河长制联合推进办
公室（以下简称“川渝联合河长办”），谭兴念正在
汇总上月交办的31个川渝跨界河流协同处置问
题清单整改方案，逐一核实。

谭兴念来自四川省邻水县河长办，是四川派
往重庆的第四批川渝联合河长办工作人员之一。
今年是川渝联合河长办成立的第4年，工作重点
已从刚成立时的推动两地建立跨省河流联防联控
机制，朝着扎实推动跨界河流问题解决转变。

2020年，川渝在全国首创成立跨省市河长制
联合推进办公室，协调解决跨区域、跨流域、跨部
门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跨界河流统一规划、统一
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4年来，两地通过联
防联控、共建共享，川渝跨界河流河道乱占乱建乱
堆乱采现象得到全面遏制，跨界河流25个国控断
面水质达标率实现100%，较实施川渝联合河长
制前提高4个百分点。

川渝联合河长办如何运行，在两地共同治水
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近日，记者走进川
渝联合河长办，了解其背后的故事。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时节，潼南区崇龛
镇琼江两岸的万亩油菜花田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游玩。

一条琼江河，两岸风景线。青山环抱、
碧水缠绕，万亩油菜花田和清澈的琼江水相
映成趣。

琼江是涪江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四川
省资阳市乐至县，流经遂宁市安居区、重庆
市潼南区崇龛镇，于铜梁区安居镇汇入涪
江，流域覆盖约220万人，水质一度不达标。

琼江治理难，难在横跨川渝7个区（市、
县），上下游、左右岸属地各不相同，责任划

分不明；琼江治理难，还难在两岸人口多、产
业多，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污染治理难。
两地如果不能一体化协同发展，上下游、左
右岸联动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021年，川渝以打造幸福河湖为抓手，
共同启动琼江幸福河建设，这也是川渝首个
跨界幸福河湖项目。

幸福河湖是河湖管护的最高标准，是能
够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安澜通畅、清洁美
丽、生态宜居、和谐富足的现代化江河湖泊。

围绕幸福河湖创建标准，上下游区（市、
县）一体化编制实施方案、清单化推动创

建。上游的安居区实施增水扩容、水源保
护、污染治理、岸线保护四大工程，成立了琼
江流域水质稳定达标攻坚专班，对近600家
水产、畜禽养殖企业实施网格化监管，力争
不让污水进入潼南；下游的潼南区建设生态
湿地、升级沿江道路、生态修复河道、串联30
公里亲水岸线，依托幸福琼江打造“中国最
美花海”，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琼江潼
南段水质稳定达到Ⅲ类。

过去，信息共享是跨界河流治理的一大
难题。川渝联合河长办建立后，双方联合绘
制了川渝跨界河流水系图，汇编了川渝跨界

河流特性图表集，将81条跨界河流上的51
座重要水利水电工程、10个生态流量国控
断面、25个水质国控断面等涉河重要信息
纳入“一张图”管理，水质监测、河流水文、河
道岸线、污染点源等涉河信息实现了常态化
共享。

据了解，川渝两地以流域为单元，采取
“一个方案管两地”模式，共同编制、联动实
施跨界河流“一河一策”方案，按年度印发
任务、措施、责任“三张清单”，协同推进、闭
环落实，促进跨界河流“分段治”变“全域
治”、“分片治”变“整体治”，去年川渝还联
合开展了跨界河流塘河的“跨省健康评价
试点”，并就跨界河流健康评价工作形成统
一意见。

一盘棋统筹 跨界河流“全域治”

“在今年的川渝河长制联合推进工作要
点中，出现了新的‘高频词’。”谭兴念告诉记
者，在第一年的工作要点中，“推动建立机
制”“完善联席制度”等是高频词。当时，联
合河长办刚刚建立，推动毗邻区县建机制、
搭架构是关键。而今年的要点中，“落实”

“加强”“推动解决问题”等成了高频词，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川渝河长制合作向更具体、
更务实的方向推进，细化问题的解决方案更
实了。

比如今年下发的川渝跨界河流协同处
置问题清单，收集的问题来源于毗邻区县为
对方“挑”出的“毛病”，经过核实后列入。其
目的就是破除本位主义，推动问题解决。

两地跨界河流水情各不相同，沿岸产业
分布、人居环境各异。川渝联合河长办成立
后，在为两地治水建章立制，划定责任清单
的同时，也鼓励基层根据实际情况想办法、
找对策。

如跨界河流管护中最常见的联合清漂
问题，两地便就实际情况，探索出多种治理
模式。

有的“有船出船、有力出力”。潼南
区崇龛镇辖区内，琼江支流龙台河、姚市
河都发源于四川，位于下游的崇龛清漂
压力很大。川渝联合河长办成立后，崇
龛镇与周边四川省遂宁市大安乡、资阳
市姚市镇、云峰乡、长河源镇、人和镇签

署协议，实现了琼江流域联防联控，大家
主动承担起清漂责任。崇龛镇有两艘清
漂船，过去只在自己的河道管辖范围内
使用，而姚市河上游的大安乡一度没有
清漂船，崇龛镇便将清漂船免费借给上
游的大安乡使用。

有的实行“年度责任制”。施家河是四
川省达州市达川区和重庆市梁平区之间的
跨界河，共界河段以河心为界，两岸分别是
四川和重庆。川渝联合河长办建立后，达
川和梁平从信息共建共享、协同治理、联合
执法三方面合力治水。在清漂打捞上，两
地对左右岸段河流垃圾均实行“年度清理
责任制”，两地基层政府分别清理一年，依

次轮换。
有的从根源上减少漂浮物来源。四

川省安岳县忠义镇和重庆市大足区高升
镇分别位于沱江支流高升河的上下游，共
界河段两岸多是树木和竹子，经常落叶，导
致漂浮物很多。到了秋季，不但枯叶多，农
作物秸秆也多，上下游如果不同时清漂，根
本解决不了问题。两地成立了高升河上下
游联动领导小组，双方所在镇总河长（党委
书记）担任组长，一同研究解决办法。在
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划分河库清漂保洁范
围后，两镇决定对共有河段两岸进行间
伐，减少杂树、竹子遮蔽，栽植了1.2公里风
车草、石菖蒲等水生植物；针对秋季枯叶
多、农作物秸秆多等特点，高升镇、忠义镇
上下游同时开展清漂保洁行动，确保了高
升河水清岸绿。

治水更实更细 探索多种处理模式

川渝联合河长办成立后，跨界河流治水
不再像之前“各扫门前雪”，两地污水处理设
施共用、修桥修路共享，不分你我，两地居民
也因此越来越亲。

重庆市梁平区文化镇与四川省开江县
任市镇老街社区场镇一桥相连，新盛河上
游一级支流文化河穿场镇而过，两地互为
左右岸、同为上下游。2020年，新盛河唯
一的国控断面出现水质连续超标问题。两
地在排查中发现，问题出在梁平区文化镇
与开江县任市镇的界河，由于多处居民聚
集点将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对新盛河水质
产生了影响。

任市镇老街社区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
和污水管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当时我们计划修建污水处理设施，但需要
时间。同时我们又了解到，对岸的文化镇污
水处理厂设计污水处理能力有富余。”任市
镇党委书记、文化河镇级河长陈聪介绍，于
是他们便提出把老街社区污水跨区域接入
文化镇污水处理厂的提议。

接到提议后，梁平区洁美环卫分公司经
理刘仁霜坦言自己内心忐忑，跨省帮助其他
区域处理污水，不但要做大量前期工作，且
很多风险不可控，出现责任谁来担？但他很
快便想通了，因为文化镇和任市镇一衣带

水，任市镇的排污问题不解决，文化镇把污
水处理得再好也没用。于是，两地经协商达
成一致，四川省任市镇老街社区的生活污水
经雨污分流后，通过污水管网接入重庆市文
化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渔箭河发源于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
全长 51 公里，在隆昌市普润镇斑竹林村
进入四川省境内，荣昌境内有 7.1 公里河
道与隆昌共界，荣昌区盘龙镇长岭社区、
龙集镇抱房村和隆昌市普润镇斑竹林村
隔河相望。

2022年4月，荣昌在全国水系连通及水
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中，对川渝共界的渔箭

河9公里河段进行了整治，将对岸斑竹林村7
公里河堤也纳入了整治范围。

“河床宽了，河堤稳了，两岸种草坪、栽
绿植、修步道，村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了，出行
也方便了。”斑竹林村党总支书记吕凤贵告
诉记者，荣昌区在施工过程中还帮助斑竹林
村的村民修补田坎、扩宽人行便道，大家赞
不绝口。

不仅如此，在河道整治过程中，荣昌区
还在界河上新建（修复）了6座桥（堰），其
中3座为川渝互通共享。如此，原本亲如
一家的两地村民往来更方便了。斑竹林村
村民还为此写了封感谢信，信中这样写道：

“我村与荣昌毗邻村的渔箭河段焕然一新，
过个桥就能‘跨省’串门，川渝两地真正亲
如一家。”

不分你我 川渝治水一家亲

跨界河流治理不再跨界河流治理不再““各扫门前雪各扫门前雪””
——全国首个跨省联合河长办背后的故事全国首个跨省联合河长办背后的故事

▲川渝河段，检察官联合巡河。

▲图为经过川渝联合“治水”，琼江水清岸美。

▲川渝河长联合巡查琼江。
（本版图片由重庆市河长办供图）

▶川渝建立跨省河流联防联控机制后，位
于合川区的南溪河支流三庙河水清岸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