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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大水源 实施大联通 建设大管网

大足 奏响现代水网三重奏 做强做优做大“水”文章
治水兴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国家水网重要节点的重庆，以构建现代化水网为牵引，在今年开始全面开

局起步建设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为聚力讲好“水故事”，做活“水文章”，即日起，市水利局联合重庆日报
正式推出“沿着水网看巴渝”专题专栏，立体展现巴渝水清河畅、百业兴旺的景象，奏响治水兴水最强音。

仲夏时节，走进大足溪流湖畔、广
袤原野……一个个水利建设施工现场
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实干景象。

连日来，大足区各地抓时机、保工
期、保进度，火力全开加快推进工程建
设。截至目前，全区23个水利投资项
目均高效有序推进。

火热建设背后是大足以联网、补
网、强链为重点，加快推进现代水网建
设的良好开局。近年来，该区全面贯彻
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立足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发展全局，锚定“走在前列、
做出示范”目标，规划大水源、实施大联
通、建设大管网，不断加强水网互联互
通，提升水网智慧化水平，提高治水管
水本领，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由蓝图变
实景。

如今的这里，充足的“水动力”正不
断夯实大足经济社会的发展根基。

大水源建设
内育外引，夯实供水能力

硬支撑

大足地处涪、沱两江分水岭，无过
境水。人均水资源量564立方米，是全
市人均水资源的三分之一，全国人均水
资源的四分之一，是全市缺水最为严重
的区县之一。构建现代化水网，畅通

“源头活水”是第一步。
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和平村的玉

河水库扩建工程就是典型的代表。据
大足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水库
扩建前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的小(2)
型水利工程，水库总库容22.7万立方
米。实现扩建后总库容将增加至174
万立方米，成为一座以防洪、农村供水
和农业灌溉为主的小（1）型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目前正有序推进，预计工期
两年。等到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将实现
新增灌面1560亩，满足1.84万名农村
居民用水供给需求。”

构建现代化水网，大足将有限的资
金率先投向制约发展的短板、长效发展
的根基。大足区积极策划和推动了一大
批水源性工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
各类蓄、引、提水工程4900余处，区内水
资源开发利用量已达到2.52亿立方米。

“东西南北均已基本建成有骨干水
源保障的支撑性节点工程，1大4中水
源分布在提升城乡供水能力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水利支撑。”大足区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大足还积极融入国家、
市级水网，在谋深谋细规划上下苦功，
全力配合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建
设，积极支持长征渠及其先导工程前期
论证，并在水网建设规划中，连通上级
水网形成流域水资源配置网络。

“推动形成本地蓄水、外来调水的
‘双水’保障大足的充沛供水新格局。”
大足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联通推进
空间平衡，筑牢供水安全

压舱石

6月6日，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大
足段张家坡和石家湾的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进行泵站机电设备安装和附属
建筑收尾等系列工作。“项目于2020年
12月启动建设，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
76%，预计2025年全面完工。”据大足
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届时，不但
将实现外引活水，从根本上解决大足区
严重缺水的现状，更能以此重要节点实
现互联互通，助力大足全域用水“一盘
棋”。

据了解，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提长
江水至大足玉滩水库后，新建石家湾二
级提水泵站配套输水管道，将实现向大
足城区水厂、双桥经开区水厂、东部供
水中心输水，至规划水平年（2030年），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多年平均可向大
足和荣昌供水1.63亿立方米。

“现代化水网不仅要有一个大型水
利工程，更要形成网。”据上述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大足加速推动水网大联通，
按照“四河一网、一心多点、内调外引”
的水网总布局，向上积极衔接上级水
网，向下打通水网“最后一公里”的全域
一盘棋。

四条主要河流、渝西水资源配置及规
划的长征渠引水工程，已建成的玉滩等
117座大、中、小型水库，4000余处山坪
塘、280余处大小河流支沟、30余处农村
供水水厂等，构成了大足水网的纲、目、
结，联网联调的供水格局正加快形成。

大管网覆盖
城乡一体，织密供水保障

兜底网

晌午时分，大足区宝顶镇古佛村二

组村民彭昌先拧开家里的水龙头，清澈
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水压稳定，水质也
好，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谈起实现城
乡供水一体化后的用水体验，和彭昌先
一样，不少大足农村居民很是满意。

“自2018年以来，我们已陆续投入
6亿元推进乡镇和农村的规模化供水
管网建设，基本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标
准、同质量、同服务。”大足区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区域地势地貌，大足设计了管
网扩网、联村供水、单点工程三种供水
模式，通过规模化集中式供水工程建
设，逐渐建成大管网、宽覆盖、高品质的
供水保障新格局。同时，切实抓好项目
长效运行管理，督考一体，确保“建一
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处”。

截至目前，全区建成城市供水工程
3处，供水能力16万吨/天，并实现双桥
龙水组团与龙岗棠香组团互联；建成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36处，供水能力6.65
万吨/天，村镇工程集中供水率92%，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92%，全面实现规模
化供水。

全区已基本构建了以玉滩水库、上
游水库、胜天湖水库等大中型水库为龙
头，39座城乡供水厂为节点，3万余公
里的供水管网为脉络的城乡供水水网。

“当前，我们正在市委、市政府和
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加快构建
大足现代综合立体水网。到2035年，
大足区水网基本建成，均衡立体的水
资源配置体系、安全韧性的流域防洪
减灾体系、山水融合的水生态保护治
理体系、‘四预’完备的数字孪生水网
体系基本建成，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
提升。到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综
合立体的大足水网，与国家、省级水网
高效协同融合，推动全市、全区水利高
质量发展。”大足区水利局主要负责人
表示。

刘茂娇 龙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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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大巴山腹地，渝川陕交界之处，有重庆地
区唯一曾建立过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
的区县——城口。这里不仅记录着红四方面
军第三十三军不屈的革命历史，也传承着这支
军队“铁纪”的“魂”与“根”。

近日，记者来到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
园，一块刻有“人民好坐江山”标语的石碑格外
引人注目。

这则标语来自城口县巴山镇元坝村火山
坡的一处石壁上。城口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
张合轩告诉记者，1929年至1935年间，红军
与敌人展开激烈斗争，先后两次攻克城口。为
了扩大宣传，展现部队“铁纪”，树立红军良好
的形象，当年红军曾组织当地石匠组成刻字
队，把宣传标语刻在岩石上，整个川陕苏区有
红军石刻标语4000多条，是全国乃至世界罕
见的文化景观。红三十三军二九六团当时就
驻扎在这一带，标语应该是他们留下的。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红军坚决维护群众
利益，通过各种方式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以清正廉洁的军队形象，让城口人民意识到这
是一支真正让穷人翻身得解放的部队！”张合
轩说，正是凭着“铁”一般的军纪，红军赢得了
城口群众的拥护，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
剿”，在城口站稳脚跟，建立起完整苏维埃政权
体系。

革命斗争锻造铁军纪律

城踞三省门户，口扼四方咽喉。城口县地
处四川盆地东缘与大巴山交接处，是出秦岭进
四川的兵家必争之地。

1929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固军坝起义，
建立起城万红军（也称川东游击军），与敌人展
开斗争。1930年3月20日，在嘹亮的军号声
中，城万红军3000余人攻入县城，城口成为当
时川渝地区被地方红军占领的首个县城，震惊
全川。

虽然成果喜人，但红军内部却也存在着不
少隐患。城口县纪委相关人员介绍，由于当时
城口等地村民大多是文盲，这支刚刚从农民和
旧军队脱胎的军队还有很多旧的习气还亟待
改造。

军纪不严，不仅难保军队战斗力，更得不
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1930年7月，在
军阀与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下，固军坝
起义失败。

面对斗争失利，王维舟等中国共产党人立

即总结经验教训，重组川东游击军，并将其改
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以铁军纪律治理
队伍，继续开展斗争。1933年，红军挥师再战
城口县，建立城口苏区。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红军一面歼敌剿
匪，一面开展根据地建设，发展党组织，用实际
行动执行党的政策，践行党的纪律：红三十三
军副军长罗南辉以身作则不搞特殊，打土豪所
得尽数归公；红三十三军政委张广才“不讲情
面”，严厉整治士兵大吃大喝、不节俭作风；县
苏维埃经济委员曾庆禄、坪坝区苏维埃主席聂
胜华、岔溪河乡苏维埃粮食委员宁天成等经济
要害部门负责人贪污腐败问题被红军依法严
肃处理……

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清正廉洁、
一心为民的光辉形象，在红军的一次次行动中
逐渐深入人心，军民之间的纽带愈发牢固。这
期间，红军在城口建立了1个县委，5个区委、
9个乡党支部和6个区苏维埃政府、24个乡苏
维埃政府、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形成了完整
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将城口铸
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宏伟版图。

践行“铁纪”厚植军民鱼水情

“红军保护穷人分田地！红军帮穷人找衣
穿找饭吃！红军保护穷人翻身！红军是穷人
亲兄弟！红军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在川陕
苏区城口纪念馆，市民杨先生带着自己6岁的
孩子一字一句地念着城口苏区建设发展期间
红军的宣传传单。

“我是土生土长的城口人，小时候常听长辈
们讲红军的故事，革命家们清廉的作风和一心
为民的情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希望我的
孩子也能受到教育。”杨先生伸手指着其中一段
说道，“‘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让我想起以
前听过‘红军不拿群众一两盐’的故事。”

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城口建立根据地
与四川军阀发生激烈战斗。一天，一支身穿粗
布服装、头戴红五星、脚穿草鞋的红军队伍抬
着伤员来到城口县岚溪村村民的农房中。

伤员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危在旦夕，但红
军卫生员手中却连消毒用的盐水都没有，急得
团团转。

正在焦急之时，大家无意间发现了村民绑
在房梁上的笋壳盐包，这下伤员清洗伤口的盐
水可算有了保障。但红军有铁纪，再苦再累不
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大家又犯了难。

能不能找老百姓把盐买下来？可现在村
民躲避战乱，都藏进山里去了，哪里还能找得
到人！

救人要紧，卫生员不得不立即用盐开水救
治伤员，为了补偿村民，大家一起凑出3块银
圆，并拿出一张有些褶皱的纸写道：“老乡，我
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了抢救一位重病伤
员，从笋壳包里拿了您一两盐巴，实在对不起，
这里是3块银圆，请您收下。”

当饱受军阀民团欺凌、搜刮的村民回到家
里，看见银圆和纸条，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着
远方喊道：“是红军！红军，亲人哪！我们穷人
的救星，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

无论是“不拿一两盐”“不拿一个红薯”还
是“不拿一针一线”都是红军严守的军纪。在
城口，还有“老树为证，有借有还”“一挑铁皮
桶”等故事流传，红军战士廉洁故事早已深深
刻在城口百姓心里。

正是在点点滴滴中践行“铁纪”，红军建立
和巩固了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让群众真正理解
并认识到，红军“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吸
引了城口人民积极投身革命。当年，仅5.7万
人的城口就有5000多人投身革命，3000余人
参加红军，其中600多人参加长征。

让廉洁人物、清廉故事浸润人心

“我今在兹，郑重承诺，清正廉洁，从我
做起；坚定信仰，对党忠诚，牢记宗旨，为民
服务……”5月 28日，城口县苏维埃政权公
园里，100余名来自全县各级各部门、国有
企业的青年党员干部，面向川陕革命根据地
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举起右手郑重地握
拳宣誓。

这是由城口县纪委监委、团县委联合举办
的“我是青年 我要清廉”暨红廉故事发布会
现场。大家走进川陕苏维埃纪念馆，共读红廉
故事，共宣廉政誓词，身临其境感悟城口红色
廉洁文化。

“90年前，革命前辈身处艰苦斗争岁月，
尚能坚守铁纪，英勇奋斗，舍小家为大家，如今
身处建设时期的我们，拥有这么好的条件，更
要以他们为榜样，恪守廉洁底线，以实际行动
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积极履职尽责。”县团委副
书记杜璇感叹道。

如今的城口县，不再战火纷飞，但红色历
史为城口铸就的廉洁文化的“魂”与“根”仍在
发挥作用。

城口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廉洁是最重
要的保障，文化是最深沉的力量。城口正按照

“融入融合、落细落实、共建共享”思路，将红廉
文化融入党纪学习教育、清廉重庆建设、文明
城市创建等，结合情景剧、微党课、“行走的思
政课”等宣传教育手段，以点带面、抓纲带目，
不断增强廉洁文化传播力感染力，推动廉洁教
育入脑入心，持续营造崇廉尚廉的浓厚氛围，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持廉守正。

立足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城口正积极探索
“红色文化+廉洁文化”建设模式，深入挖掘红
色文化中的廉洁故事、革命先烈的廉洁品质、
红军治军的廉洁思想，编印《城口县红色廉洁
故事读本》，用好用活“家门口”的廉洁文化教
育示范基地，让廉洁人物、清廉故事从革命文
化里“走出来”，推动廉洁文化成风化人、浸润
人心。

“红军不拿群众一两盐”在百姓口中代代相传
——红色历史铸就城口廉洁文化“魂”与“根”

“寻纪”——寻访巴渝纪律故事⑤

城口县“我是青年 我要清廉”活动仪式暨红廉故事发布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近日，
深化川渝退役军人事务合作签约仪式在四川省西昌市
举行。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签订了《川渝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合作协议》《川
渝传承弘扬英烈精神合作协议》等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两地将围绕解决退役军人就业安
置、服务管理等工作中的堵点和难点，着眼信息互联互
通、重大项目共建、服务保障便利化等重点，在信息互
通、政策制度协同、资源共建共享、共促就业创业、红色
资源融合、服务保障一体化便利化、共建人才队伍等多
方面深化合作。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自2020年5
月川渝签署退役军人事务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两地持
续推进合作协议落地落实，川渝退役军人工作在资源
共享、文体互动、军供保障、对口帮扶等方面工作成效
显著。重庆将与四川互促共进，运用新思路、推出新举
措、创建新机制，迭代打造川渝退役军人事务合作的

“升级版”；坚持民生为大，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
作内容，打造合作平台，提高合作质量，努力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力、川渝辨识度的退役军人工作品牌。

川渝深化退役军人事务合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6月27
日，记者从重庆经开区获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商
产业基地外立面已全面建成，内部装修有序推进，整体
完成度达到60%，将在7月开放部分区域投入使用，并
于10月全面完工。

据了解，该基地由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京东云
率为合作共建，依托京东（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园-西
南电商聚集中心提档升级，计划投资约5000万元，建
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

该产业基地将在原有电商产业聚集的基础上，深
度融合产业链金融赋能、京东商城全站营销、跨境电商
业态催化及直播经济加速孵化等前沿板块，构筑四位
一体的创新生态矩阵。

同时，基地将依托京东科技超算中心的强大算力和
AI技术，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云服务，针对营销、生产
和流通等关键环节提供数字技术支持，致力于解决企业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客服、流量和转型等挑战，加快
推动数字经济新业态聚集，推动数字经济产业优化升级。

目前，基地已展开包括人力资源规划、直播中心建设
规划、申报集群注册、电商产业招商等工作。截至6月19
日，“满天星”行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商产业基地集
聚注册企业74家，到位投资资金约6亿元。

按照规划，到202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商
产业基地”将力争获得市级乃至国家级资质认证；着力
推动企业数智化升级和全链条赋能，累计带动当地企业
数智化升级50家；累计为基地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资
金池不低于1亿元；培养引进一批电商复合人才和高水
平创作团队，累计本地电商/直播人才培训超过5000人
次；累计实现基地产值不低于500亿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电商产业基地7月部分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