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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双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2020年，川渝两地在全国首创设立跨省际川渝河长制联
合推进办公室，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
理；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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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巡查、联合治理、联席会
议、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问题处置、人才培养等10个方面深
化合作；两地签署河湖长制合作协议100余个，累计召开联席
会议125次，开展联合巡河1200余次，解决问题6000余个。

在全域治理方面，川渝两地联动开展污水“治三排”、河
湖库“清四乱”、入河排污口整治、阻水片林排查整治等专项
行动230余次，推进濑溪河、大清流河、南溪河等一批重点流

域综合治理。
在精准治理方面，针对跨界流域、农村河湖、中小型水

库及城乡接合部小微黑臭水体等，川渝两地开展省市级联
合暗访5轮，发现并整改涉河湖问题429个，跨界河流整体
面貌持续改善。

在依法治理方面，川渝两地充分发挥“河湖长+”作用，
健全水利、公安、检察院等部门联合执法、涉河湖重大问题
调查处置等工作机制，联合开展执法行动100余次，相互移
送案件线索16件，依法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长江干流川渝段年均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
平，25个川渝跨界河流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较实施
川渝联合河长制前提高4个百分点。

2525个川渝跨界河流国考断面个川渝跨界河流国考断面
水质达标率水质达标率100100%%

相关新闻

川渝山脉相连、水系同源，两地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
以上的跨界河流达81条，流经100多个地市和区县，总长1
万多公里，涉及长江、嘉陵江、涪江、渠江、琼江等干流。

2020年4月29日举行的川渝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确
定，两地将对81条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跨界河
流开展联合整治，通过跨界河流“清四乱”（乱占、乱采、乱

堆、乱建）专项行动及跨界河流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整
治行动，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实际上，在此之前，两地已经展开了跨界合作，共同
治水，确保跨界河流水清岸绿。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之
后，川渝深入合作，5年来，联动开展污水“治三排”、河湖
库“清四乱”、入河排污口整治、阻水片林排查整治等专

项行动230余次，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长江干流川渝
段年均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平，25个川渝跨界国考断面
水质达标率100%，较实施川渝联合河长制前提高4个百
分点。

其中，水清岸绿的大清流河，是见证川渝两地联合推
进全流域综合治理的典型案例。

川渝十四枚公章共治大清流河川渝十四枚公章共治大清流河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6月27日，荣昌区水利局四级高级主办张裕贵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区河长办收藏的《跨行政区域河流长效互动
协议（荣昌—东兴共界流域）》（以下简称《互动协议》）。

这份签署于2019年12月的协议上，盖有川渝两地14个镇街及部门的十四枚公章。十四枚公章，见证了荣昌
区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携手对川渝跨界河流进行全流域综合治理。

其中，沱江左岸一级支流大清流河流域，是双方联合整治的重点。
大清流河发源于四川省安岳县石佛乡水口寺，在荣昌区吴家镇西北流入重庆境内，经过清流镇后流入四川省内江市

东兴区汇入沱江。大清流河干流全长121.74千米，流域面积1539平方千米，其中四川、重庆共界15.46千米。
“在大清流河干流上，川渝既互为上下游又互为左右岸。”荣昌区水利局和河长办均在《互动协议》上盖上了公

章。张裕贵介绍，大清流河在四川进入重庆处设有李家碥国控水质监测点，考核四川；出重庆进入四川处设有大埂
国控水质监测点，考核重庆。

如何共同保护好大清流河一河碧水，答案就藏在一枚枚公章里。

核心
提示

荣昌区吴家镇清漂人员在大清流河流域打捞漂
浮物。 （受访者供图）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石子镇将大清流河河畔区石子镇将大清流河河畔
的鱼塘改造为人工湿地的鱼塘改造为人工湿地，，改善大清流河流域生态改善大清流河流域生态
环环境境。。 首席记者首席记者 陈维灯陈维灯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石子镇正在大清流河河岸铺
设管网。 首席记者 陈维灯 摄/视觉重庆

在川渝两地
相 关 部 门 监 督
下，非法捕捞行
为人购买鱼苗在
大清流河流域进
行增殖放流。
（受访者供图）

相互“揭短”
养殖尾水实现达标排放

6月底，大清流河水舒缓流淌。
河畔不远处，荣昌区吴家镇双流蔬菜基地科普

园里，大棚里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紫色的茄子、红色
的辣椒在阳光下生机盎然……行走在基地里的休闲
步道上，河风从不远处吹来，令人心旷神怡。

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个腥臭的鱼塘？鱼塘
排出的养殖尾水含有氨氮、亚硝酸盐、有机物、磷及
污损生物。这些尾水直接排入不远处的大清流河，
严重污染河水。

“大清流河两岸的吴家镇和东兴区的石子镇均
没有大的工业集中区，主要污染源来自农业面源污
染和城镇生活污染。其中，水产养殖尾水是比较重
要的污染源。”吴家镇副镇长龙吉平介绍，在《互动协
议》上，吴家镇和石子镇的两枚公章位列十四枚公章
最前端，两镇也是大清流河流域川渝共治的前沿阵
地之一。为了推动大清流河沿岸水产养殖污染综合
治理，吴家镇和石子镇既跨界合作也相互监督，“在
石子镇监督下，我们对大清流河及其干流200米范
围内的鱼塘，全部予以转产或复耕；对200米范围外
的鱼塘进行水质检测，实行生态养殖。”

于是，吴家镇双流利用大内高速公路（大足至
内江）建设的弃土对鱼塘进行了回填，打造了蔬菜
科普观光园，不仅解决了鱼池养殖污染问题，还推
动了农旅融合发展，提升了吴家镇蔬菜知名度和影
响力。

此外，针对大清流河支流三拱桥河水污染问题，
该镇还实施了场镇河道整治、藕田转产、管控两岸鱼
塘、修复下游生态以及完善场镇雨污分流等措施，三
拱桥河水水质得到改善。

而在大清流河右岸的东兴区石子镇，云旗养殖

专业合作社则采取种植水生植物、搭配养殖滤食性
鱼类、稻鱼综合循环，配套完善尾水处理设施设备等
综合措施进行养殖尾水治理，实现养殖尾水循环利
用或达标排放。

东兴区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互动协
议》的发起方之一，东兴区河长办的公章与荣昌区河
长办的公章并列位于《互动协议》最末端，为了改善
大清流河流域水质，按协议要求，水产养殖户需要签
订承诺书，承诺养殖尾水不达标不排放，若有偷排，
直接取缔养殖资格。同时，东兴区河长办督促指导
水产养殖户主动按照养殖水面的10%-15%种植水
生植物净化水质，并建立尾水排放申报制度，尾水达
标后方可排放，尾水不达标严禁外排，并发动群众参
与监督，坚决杜绝偷排漏排。

轮流共管
让漂浮物不再“串门”

夏日炎炎，大清流河支流关胜河河畔，吴家镇清
漂员夏本州正挥汗如雨，“前几天落了大雨，河里的
漂浮物就多了，要抓紧清理干净。”

5月初以来，夏本州等吴家镇清漂员只需负责
大清流河支流关胜河、周家河及三拱桥河的清漂工
作，大清流河干流的清漂工作则移交给了对岸的石
子镇。

“吴家镇和石子镇以河为界，以前清漂，就是以
河中心为界，各自清理。”龙吉平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可河水是流动的，漂浮物也时常在川渝间“串门”，

“各扫门前雪”的结果就是谁也“扫”不尽。
为此，吴家镇和石子镇在《跨行政区域河流长效

互动协议（荣昌—东兴共界流域）》的基础上，又签订
了《大清流河共管河段污染联防联治协议书》：两镇
以一年为期，轮流负责共管河段的清漂工作，并在每
年的5月进行工作交接。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下游的荣昌区清流镇和
河对岸的东兴区平坦镇。清流镇和平坦镇各自都在
《互动协议》上盖上了公章，同样承担着川渝跨界河
流全流域综合治理的重任。

不仅如此，川渝两地还积极推动大清流河流域
重点项目建设，携手推进大清流河流域水环境治理。

仲夏时节，大清流河畔的石子镇李家碥生态湿
地里，荷叶簇拥着朵朵荷花，荷叶下潺潺流水缓缓流
入大清流河。

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李家碥生态湿地，原本是
连片的鱼塘，但鱼塘的养殖尾水严重影响了大清流
河水生态环境。

去年8月，东兴区取缔了鱼塘，并投资5199.93万
元建设大清流河石子镇段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除了2万平方米的生态湿地，我们还沿大清流

河建设了总长度约6千米的生态缓冲带，总面积约
为3万平方米。”石子镇工作人员介绍，该镇还将对
河道基底进行修复，修复面积约为3600平方米，同
时构建沉水植物群落1万平方米，进一步改善大清
流河水生态环境，提升水质。

在李家碥生态湿地下游不远处，吴家镇实施的
大清流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着，部分河道的河堤已经成型。

张裕贵介绍，大清流河河道综合治理工程还将
新增草皮护坡，种植元宝枫、西府海棠、水杉等植物，
进一步改善大清流河两岸生态环境。

联合执法
大清流河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及以上

“当事人廖某在重庆市荣昌区禁渔区大清流河
水域使用禁用渔具三重刺网进行非法捕捞，被民警
当场查获，有渔获物共计28.8千克……”不久前，一
场特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议在荣昌区农业
农村委员会会议室举行，与会人员来自荣昌区农业
农村委、荣昌区人民检察院以及内江市农业农村局、
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检察院。

事情起因是东兴区居民廖某在大清流河流域使
用三重刺网进行非法捕捞，收购商贩阴某、汤某在明
知廖某的违法行为后还对其渔获物进行收购。

“三人的违法行为被川渝联合执法当场查获，因
为廖某、阴某、汤某均为东兴区居民，因此我们邀请
内江市及东兴区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大队大队长夏宗伟介绍，他们对廖某的违法行为
导致的生态损失进行了鉴定评估，认定其导致的水
生生物资源损害价值为54924元。

经过多方磋商，确定廖某需要缴纳的增殖放流
费用为 27462 元，阴某需要缴纳增殖放流费用
16842元，汤某需要缴纳增殖放流费用10620元。

“鉴于廖某的家庭情况，经各方协商，同意廖某
以工代偿，代工费用按每天160元计算，总共以工代
偿（巡山、巡河、生态保护宣传等多种方式）天数为
172天。”夏宗伟介绍，不久后，在川渝两地相关部门
的监督下，三人将购买的鱼苗在大清流河水域进行
了增殖放流。

不仅是联合打击非法捕捞。5年来，川渝还聚
焦大清流河流域污水处理厂、涉水工业企业、涉水

“散乱污”企业、河道及周边区域、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所等，严厉打击污水偷排、无证排污、超标排污、监测
数据造假等环境违法行为，开展跨界流域水环境联
合执法。在川渝跨界流域水环境联合执法下，大清
流河流域的违法排污行为无所遁形，大清流河的水
质也稳定保持在Ⅲ类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