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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农村饮水提标升级 好日子“水”到渠成

“水量足、水质好、水费还一分没涨。”4
月15日，拧开水龙头，看着清澈的自来水
哗哗流进水缸，忠县白公街道的村民刘向
前不禁感叹：好水滋润好生活。

刘向前的用水之变，缘于去年全国首
座标准化智慧浮船水厂——忠县杨家坝水
厂的建成投用。据忠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水厂采用浮船式超滤制水模式改
变了传统供水格局和方式，不仅受原水变
化波动小，供水水质合格率较之前提高约
四成，为6个乡镇（街道）5.5万农村居民提

供了品质供水保障。
水质是供水安全的生命线。近年来，

面对农村供水水质的更高要求，重庆还着
力强化从“水源头”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
体系，不断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保障能力。

按照系统观念、全面覆盖，问题导向、
靶向施策，突出重点、统筹推进的工作原
则，我市全面摸清农村供水水质现状、技术
队伍状况和制水能力水平，找准问题和成
因，因地制宜采取强化水源保护、改善水源
水质、完善净化消毒、加强检测监测等措

施，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全市构建起了“供水企业自检—区县

主管部门监督检测—市级部门抽查”的三
级监管体系和水质抽检机制，确保水质监
管到位。同时，创新开展水质专项检查、应
急机动采样检测和“市级—区县背靠背”平
行抽检工作法，通过多种检测方式相结合，
进一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此外，全市还将水质提升行动同提升
能力相结合，着重培养一批负责水厂制
水、日常检测、行业巡检和水质监测关键

环节的高素质技术队伍，为农村供水水质
保障环节有序有效运行提供专业支撑。

“农村饮水工作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市水利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保持奋
进者姿态，激发创造性张力，按照《重庆市提
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
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活力，为服务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水支撑”。

刘茂娇 龙搏腾宇
图片由市水利局提供

鼠标轻轻一点，实时水质、机器设备
状态等要素信息便汇集于“水厂一张
图”，生产运行情况、供水实时情况也可
以尽收眼底……在铜梁，维新水厂、高楼
水厂、土桥六赢山水厂等3座水厂，通过
水厂技改升级与智慧化试点建设，搭起
了一座与现实水厂相匹配的“数字水
厂”。

该“数字水厂”正是铜梁大力探索的场
镇供水管网DMA分区计量管理试点。通
过农村智慧水厂关键技术研究及运用，借助
数字水厂的“数字巡检员”，这里让场镇供水
管网精准控漏，场镇供水有效率提高到
90%以上，实现了从“源头”到“龙头”的全过
程管控，减少设备损失和药剂消耗，让水厂
运行更放心。

数字技术，让现有农村供水长出“智慧
芯”，新建水厂则不断增强自身含“绿”量。
目前，全市已开展“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

应用系统开发，推动实现对全市范围内农村
供水现状“一屏掌控”、政令“一键直达”、监

督“一览无余”。去年以来，累计完成全市
15.6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上图，为数字化

转型问题一键咨询、任务一触直达打下良好
基础。

这是全市农村饮水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生动注脚。

“农村供水，建设是基础，管理、运行
是关键。”据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让农村饮水从“有人管”转向“管得优”，
近年来，全市将统一建设、管理、运维工
程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进行强力推
进。

按照“政府监管、企业化运营、专业化
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总体思路，2024年，
全市范围内布置了县域统管工作，并出台
《重庆市农村供水县域统管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选择北碚区、忠县、巫溪县、武隆区
等8个区县为试点区县，先行先试提速探
索。

目前，各区县均制定了县域统管工作方
案，全市有14个区县已初步实现县域统管。

从“面的覆盖”迈向“质的提升”，这是
重庆持续优化供水保障的第一个生动注
脚。据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全市始终把建设农村饮水工程作为一项重
要的民生实事来抓，将巩固饮水安全保障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过分区分层分级，因地制宜大力实施水
源提升、水厂提升、管网提升工程，加快供
水管网互联互通，全市城乡供水融合发展、
区域供水规模发展正稳步推进。

在主城都市区，全市加强了水源地的
保护和开发，新建和改造了一批集中供水
工程，提高了水源保障能力，通过新建管
网、改造老旧管网、延伸管网等措施，实现
了城乡供水管网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管
理。

例如，在璧山区，该区通过实施城乡供
水互联互通的“大管网、大联通”工程，实现
了城市水厂管网延伸覆盖多个场镇和行政
村，水资源高效配置互补。目前，城乡供水
一体化率达到了99.3%，农村供水规模化
覆盖率提升至98.3%。

在渝东北三峡库区，我市通过川渝东

北一体化水资源配置工程等跨区域水资源
配置项目，串联形成多水源、多工程、大中
小微连通配套的水网体系。引导各区县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加强与市级骨干网的互
联互通，完善城乡供水网络体系，不断提升
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平。

渝东南武陵山区则积极新建和改造集
中供水工程，选择水量、水质有保障的稳定
水源。通过新建水库、整治病险水库、维修
养护工程等措施，提高了水源保障能力。
通过新建管网、改造老旧管网、延伸管网等
措施，提高了供水网络的覆盖率和可靠性。

做强水源、做优供给，供水管网互联
互通，巴渝大地上，农村供水更有保障。
2024年，全市累计落实农村供水保障项
目资金计划53亿元，累计完成投资38亿
元，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工程投
资比重大幅上升，达到84.6%，为历年来
最高。在实施620处农村供水工程的基
础 上 ，全 市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已 达
90.8%，解决了21.1万人的因旱缺水，因
旱缺水人口保持动态清零，守住了农村饮
水安全底线。

川渝跨界河流琼江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后，璧山群众用上了干净、平价的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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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重庆以联网、补网、强
链为重点，加快水网规划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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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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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全市水网规划体系加速布局，36个
区县水网建设规划全部完成，渝西水资
源配置工程、藻渡水库、跳蹬水库、向阳
水库4座大型水利工程同期在建。截至
目前，全市已累计动态开展水源工程防
洪工程前期项目149个，重大水资源配

置工程4个，大型水库8个，中型水库35
个，小型水库84个，长江干流防洪工程1
个，主要支流治理项目17个，全市在建

重点水源工程、防洪工程207座（处）。

重点项目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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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巡河，河长清：常态化
运作川渝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
组织开展琼江省市级河长联合巡
河，加强河湖问题交叉暗访，联合督
办31个重难点问题，大足、荣昌、开
州、潼南等区县与四川省毗邻地区
累计开展跨界河流联合巡河96次、
召开联席会议46次，川渝跨界河流
25个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共推共建，河长美：川渝探
索建设跨省界幸福河湖迈出坚实的
一步，潼南、铜梁、遂宁共同打造琼
江示范河湖，成功打造为川渝首条
跨界幸福河湖。《探索共建川渝幸福
河湖》被列入20项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集成式标志性重大改革事项。

党建引领，河长治：川渝两
地共同谋划实施“万名机关党员净
岸巡河，助力打好长江经济带污染
治理和生态保护战”行动，市、区县
两级招募党员志愿河长8000余名，
开展爱河护河支部共建1675对，经
验做法获评机关党建协同服务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十佳案例”。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民生为大。。””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直接、、最现实的大事最现实的大事。。

““今年今年，，市委市委、、市政府把市政府把‘‘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内容列为今年相关内容列为今年1515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可以看出可以看出，，推动农村饮水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村饮水高质量发展，，实实

现农村供水现代化现农村供水现代化，，是国家所需是国家所需、、重庆所能重庆所能、、群众所盼群众所盼，，更是重庆水利情之所系更是重庆水利情之所系、、职责所在职责所在。。””重庆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近年来，，全市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系统治理、、两手发力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治水思路，，以以《《重庆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重庆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含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含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为蓝图为蓝图，，推动农推动农

村供水工程布局更加科学村供水工程布局更加科学、、体系更加完备体系更加完备、、功能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完善、、管理更加精细管理更加精细、、水质更加清洁水质更加清洁、、服务更加优良服务更加优良，，城乡供水一体化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农村供农村供

水县域统管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水县域统管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如今走进巴渝大地如今走进巴渝大地，，一项项农村饮水提标升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项项农村饮水提标升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一批批运行良好一批批运行良好、、管理规范管理规范、、内外兼修内外兼修、、服务优良的农村水厂不断涌现……全市提升农村饮水服务优良的农村水厂不断涌现……全市提升农村饮水

质量专项行动全面铺开质量专项行动全面铺开，，正以水为笔正以水为笔，，谱写水润巴渝崭新篇章谱写水润巴渝崭新篇章。。

从“水源头”到“水龙头”畅通 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0.8%

从“有人管”向“管得优”提升 全市14个区县初步实现县域统管

从“喝上水”往“喝好水”转变 全市农村供水水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铜梁智慧水务管理平台

1.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大（1）型

引调水工程，受益人口近 1000 万人。
工程建设任务为年均新增供水量10.12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 4.67 亿立方
米，工业用水 5.45 亿立方米。渝西地
区2030年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保证率
达到95%。2024年12月工程东干线全
线贯通，2025年3月嘉陵江干线全线贯
通。目前工程正加快推进西干线和金
刚沱泵站等建设，计划 2025 年 9 月主
体工程全面完工并开展联调联试。

2.綦江藻渡大型水库
藻渡水库是兼具防洪、供水、灌

溉、发电等综合利用功能的大（二）型
水利工程，将使綦江城区防洪标准从
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还将为渝
南地区 343 万人提供生活生产用水。
工程已于2024年10月完成截流，目前
正在全力推进大坝填筑工作及输水工
程。

3.开州跳蹬大型水库
跳蹬水库是以防洪为主，兼具供

水、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二）型
水利工程，将使南门、长沙、赵家等乡
镇街道及开州浦里新区的防洪标准提
高到20年一遇，解决24万城镇人口供
水。工程已于 2024 年 11 月完成一期
截流，全面进入大坝枢纽主体施工阶
段。

4.云阳向阳大型水库
向阳水库是以城乡供水和农业灌

溉为主，结合防洪，兼顾发电的大（二）
型水利工程，涉及云阳县 8 个乡镇 62
个村，建成后可巩固提升64万余人的
饮水安全，并将江口场镇防洪标准提
高到20年一遇。目前，项目施工营地
场地平整和基础工程已完成，枢纽工
程和输水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