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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

重庆：治水兴水为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水利支撑
岁末年初，处处焕新：一座座大

中型水库规划立项并投入建设，一项

项农村水利惠民工程润泽千家万户，

一个个灌溉设施滋润沃土良田，一条

条美丽河流碧波荡漾……

治水兴水是事关重庆高质量发

展的大事要事。去年以来，全市水利

系统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攻坚克难、担当实干，全力以赴抓

落实、保质量、促进度，书写了治水兴

水、用水护水的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答

卷。

“河长管河治河”综合场景“驾驶舱”

提速加码增效益
现代水网总体格局加快构建

2024年11月1日，重庆现代水网
建设再迎新变化。在万开云同城化发
展水网建设先导工程暨重点水利工程
建设动员大会上，集中开工47个水利
工程。作为万开云水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实现区
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推动水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
保护。

这是重庆现代水网建设全力跑出
加速度的最好注脚。去年以来，重庆
围绕“一干多支、一核多点、三塔五引、
多源互济”总体布局，不断加快构建现
代重庆水网。一系列着眼长远的规划
蓝图越描越细，一批重大水源工程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巴渝现代水网多点
突破，加速落地。

一年来，全市水网规划绘出新高
度，出台印发《重庆市水网建设规划》
画下未来发展蓝图，拟实施各类项目
总投资7320亿元，构建水网之“纲”，
织密水网之“目”，打牢水网之“结”，同
时积极构建市级骨干网和各具特色的
区县水网。截至目前，36个区县已全
部完成水网规划编制。

一年来，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重大
项目前期、在建项目建设、扩建项目实现

新突破。2024年，渝西水资源配置工
程、藻渡水库、跳蹬水库、向阳水库等国
家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两江互济（长
征渠引水先导工程）、川渝东北一体化水
资源配置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水
利项目和玉滩大型灌区等“两重”标志性
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

全年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87
亿元，同比增长39.8%，充分发挥了水
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支柱作用。

护卫江河保安澜
水旱灾害防御取得重大胜利

逢旱保供，控泄拦洪，这是每个重
庆水利人的治水理想，也是水利工程
建设的美好愿景。

补齐水利薄弱环节短板，提升系
统防灾减灾能力，是新时期水利工作

的第一要务。为此，重庆坚持以“防”
为主、“实”字托底，自去年初起，全市
在防早、防细、防准、防实“四防”主要
做法基础上，深化构建了“四大体系”，
扎实抓好“九项举措”，全面推进水旱
灾害防御全链条闭环式管理，坚决扛
牢水利部门的水旱灾害防御天职，为
老百姓筑起生命财产的安全防线。

一年来，通过构建运转高效的水
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完备的防
洪减灾工程体系、及时精准的雨水情
监测预报体系、实战实效的数字化防
御体系，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全面夯实，
成效也为之一新。

在去年“7·8”特大暴雨中，万州五
桥河流域防洪减灾工程，首次发挥分
洪削峰功能，实现洪水不淹街、人员不
转移；提前25小时发布琼江洪水黄色
预警、提前15小时升级琼江洪水橙色

预警，全市减少转移人口6.1万人。在
去年持续高温历史最长、干旱强度接
近2022年的情况下，及时解决了34
个区县21万因旱饮水困难人口，累计
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农作物受旱面积
及直接经济损失较2022年分别减少
84%、85%、75%。

重庆在水旱灾害防御实践中砥砺前
行，交上了一张张亮眼的成绩单：全年减
少洪涝灾害损失12.1亿元，避免可能因
灾伤亡532人，及时解决21.11万人因旱
饮水困难，连续6年未溃一堤一坝、未直
接伤亡一人、未出现规模性长时缺水，实
现了“大汛、大旱之年无大灾”。

重塑体系再升级
河长治河扮靓绿色生态底色

重庆水系发达、河库众多、覆盖全

域，如今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正
汇成人水和谐共生新景。

美景源于天然，成于河长，重庆江
河治理的目标不断升级，河长治河路
径也在不断优化、不断丰富，为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打造美丽中国
建设先行区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年来，河长履职体系全面迭代
升级。依托“智慧河长”应用，全市
1.83万名河长精准映射到2.46万个
河湖网格，实现巡护责任网格化。
河长履职成效指数创新建立，使河
长履职情况“可观可感”“一目了
然”。

一年来，河湖突出问题实现全量
闭环整治。统筹落实第1—6号市级
总河长令，全市立足解决城乡黑臭水
体这一河湖治理保护薄弱痛点，持续
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和河库“清
四乱”等专项整治行动，37个暗访发
现的突出问题被制作成专题片调度曝
光。

一年来，幸福河湖建设持续纵深
推进。全市创新探索制定、修订具有
重庆辨识度的《重庆市幸福河湖评价
指标体系》，推动河湖从安全、生态、
美丽向幸福汇流。长寿桃花溪建成
全国幸福河湖，临江河、淮远河幸福
河湖建设经验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
建设典型案例，渝北区御临河、荣昌
区濑溪河、璧山区璧南河、巫山县大
宁河、丰都县龙河和开州区汉丰湖等
16条河湖打造成为市级幸福河湖样
板……

重塑体系再升级，全市河湖现代
化治理迈出坚实步伐。截至11月底，
74 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连续8年
稳定保持Ⅱ类，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水土保持
率达71%以上。

治水管水更智慧
数字赋能激发治理活力

去年6月，一场全新的“河长管河

治河”场景在重庆出现。漂浮物出现
在长寿区龙溪河滨河公园的一瞬间
就被安装在这里的智能摄像头捕
捉。通过数据后台迅速形成“水面漂
浮物事件处置智能预案”研判，“一键
直达”龙溪河长寿区云台镇段河长朱
浩，并派遣前往处理……这是 2024
年重庆河长制管河治河”综合场景取
得的重大突破，源于重庆主动拥抱数
字化改革新征程，深化水利数字化转
型。

去年以来，按照“需求牵引、应用
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全市
以数字化应用集成改革和制度重塑为
抓手，坚持“政务数字化+工程数字化”
双轮驱动，以“194N”数字水利构架全
面融入数字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探索。

一年来，水利数字化改革结出累
累硕果，改革的机制不断完善，改革
的任务逐步落实。截至目前，全市已
依托重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
台，实现223类涉水数据归集，接入
遥感、视频监控、雨量计、水位计等16
类1.4万台（套）感知设备，整合构建
专业模型算法7个，支撑中小河流预
警、防汛转移、河湖岸线管理等业务
决策。

在“数字+河湖治理”领域，全市构
建了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保护等七
个多跨业务场景；在“数字+水旱灾害
防御”领域，实现了水旱灾害防御全链
路闭环管理；在“数字+水利工程”领
域，构建了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鹅公
水库等重点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模
式。除此之外，“移民安置区高切坡监
管”等应用也已实战实效，数字水利基
本能力加快形成。

用数字之能，赋事业之兴，正
在贯穿重庆水利工作全领域和全
过程，激发水利高质量发展新活
力。

刘茂娇 龙搏
图片由市水利局提供

加快构建现代制造业集群 着力提升工业发展能级

江津 3.0版本新型园区推动工业二次腾飞
刚刚过去的2024年，江津工业

园区喜报频传：集聚工业企业5049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549家，居全

市第一；累计培育“小巨人”企业24

家、专精特新企业318家，居全市第

二；24家企业列入我市“双百企业”、

17家企业入选我市制造业领军企业

名单。

“工业是江津发展的主引擎，园区

是工业发展的主战场。”1月18日，江

津工业园区负责人表示，江津区深度

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以深化园区开发区改革为契机，

升级打造3.0版本新型园区，加快构

建3+3+X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着

力提升工业发展能级，全力打造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推动江津工业实现二次腾飞。

深化改革
构建“一区四园”统分管理体制

1月16日，星期四。周德才、骆晓
渝、牛涛一早又驾车40分钟，赶到川渝
毗邻的白沙工业园上班。

三人均来自江津区招商投资促进
局，从去年9月开始，他们被派驻到40公
里外的白沙工业园。

“下沉招商工作组，激活‘1+4+2’招
商队伍力量，按下改革发展‘快进键’。”
江津工业园区负责人介绍，江津区积极

构建“一体化招商”格局，推动区招商投
资促进局人员下沉，与园区各组团、国企
公司及产业园等招商力量有机整合，深
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以企引企，破
解“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难题，实现

“1+1＞2”的效果。
去年，江津工业园区共签约项目

200个，协议引资727亿元。其中，下沉
招商工作组以来签约项目65个，协议引
资138亿元。

这只是江津区推动工业园区向3.0
版本跃升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江津
工业园区持续优化管委会与各组团的关
系，构建“一区四园”统分结合的管理体
制；厘清管委会与镇街的关系，明确园区
管理机构与属地镇街各自的职责边界，
管委会集中精力推进园区发展；明晰管
委会与运营公司的关系，坚持“政企分
开、政资分开、管运分离”原则，实现“管
理机构+运营公司”独立运行、协同发展。

改革激活力，改革出红利。截至目
前，江津工业园区已压减企业法人20户，
盘活存量国有资产60.17亿元，回收资金
38.88亿元，压降非标债务44.37亿元。

迭代升级
构建“3+3+X”现代制造业集群

去年9月，江津工业园区德感组
团荣获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十佳园区”，全年食品农产
品产业产值突破250亿元。

荣誉源于实力。目前，德感组团已
入驻中粮、鲁花、双桥、桥头等知名企业，
产品涵盖粮油、火锅食材及调味品、预

制菜、酒水饮料、休闲食品、果蔬中药等
诸多门类，主导产业辨识度越来越高。

“我们既坚持园区人员管理、绩效
考核、招商引资等一体谋划、一体部
署、一体推进，又突出特色发展、错位
发展、协同发展，构建起‘3+3+X’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江津工业园区负
责人介绍，江津将重点发展壮大智能
装备及智能制造、消费品、新能源及新
型储能3个主导产业及产业布局，打
造各组团错位发展、分工协作、上下游
产业链完整的产业集群发展体系。同
时，加速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巩固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制
造、提质发展先进新材料产业集群，提
质升级五百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以团
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为载体，打造前
沿新材料、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未来
产业集聚区，加快发展高端摩托车、可
穿戴设备、节能环保等产业，大力发展
山地丘陵农机、现代医药产业。

依托各自禀赋特色，双福组团全
力打造全市知名科技创新城，重点发
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

一代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珞璜组
团着力打造全市先进材料产业集聚
区，大力发展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
料、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三大产业；
德感组团持续巩固全市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聚区龙头地位，重点发展
消费品制造业和智能装备制造产业；
白沙组团着力打造千亿光伏产业园，
重点发展新能源及新型储能产业，全
力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发展格
局。

2024年，江津工业园区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及其零部件、消费品、先进
材料三大产业产值分别达350亿元、
500亿元、420亿元。丘陵山区智慧农
机装备产业入选国家城市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实践案例，益海嘉里获评工信
部2024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
典型案例，渝丰科技成功挂牌新三板。

挖潜增效
“五大倍增”行动释放发展活力

前不久，双福组团的重庆龙煜精

密铜管有限公司223亩低效用地及4
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成功引进豪进集
团重庆总部基地项目。

这不是个例。去年，双福组团盘
活低效存量用地229亩，二次招商引
进企业37家，解决存量厂房面积10.6
万平方米。

“我们以挖潜增效为导向，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增值贡献，发展质效持续
提升。”江津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江津区持续强化用地盘活、科技引
领、数字改造、技改增效、项目见效，深
入实施骨干企业数量倍增、优质企业
规模倍增、低效企业质量倍增、数智绿
色改造倍增、企业创新能力倍增等“五
大倍增”行动，亩均综合效益持续提
升。

去年，江津工业园区用好用活亩
均改革处置批而未供用地1132亩、盘
活低效用地1618亩、闲置厂房15.1万
平方米；深化政策推技改，用好用足

“两新”、技改专项贷等各类惠企政策，
发放制造业贷款余额141.23亿元；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116家、新增数字化车间及智能
工厂12个，加速推动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目前，
新培育产值10亿元以上企业20家，
实现 50 家优质倍增企业产值增速
10%以上、50家低效企业产值增速
10%以上。

现在，江津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度
达97.9%，入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到549家，实现产值1940亿元，位居
渝西地区第一，正以昂扬的姿态推动
江津工业再出发、再创业，实现二次腾
飞！

罗晶 王琳琳 马菱涔
图片由江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位于江津工业园区双福组团的赛力斯工厂智能装配线
位于江津工业园区德感组团的益海嘉里智能工厂实现了从“入库”到“出库”全
线智能化管控

2024年，江津工业园区工业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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