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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坐拥长江、嘉陵江、乌江三江过境，
江河众多、水系密布，境内有大大小小河流
5300余条。

但“江城”重庆，其实却是个中度缺水城
市。

“守着三江仍喊‘渴’，原因在于重庆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水资源雨旱分明、东多西少，时空分
布极为不均。全市多年平均降水为1184毫
米，但5—9月的降雨量却占到全年降水量的
70%，10月至次年4月降雨量仅占30%；在空
间分布上更是呈现自东向西逐渐递减之势，

比如渝东南地区人均降水量高达4500立方
米，渝西大足、荣昌、璧山等区县人均水资源
量却不足 580 立方米，渝西地区以占全市
9.7%的水资源量，支撑了全市32%的人口和
31%的地区生产总值，工程性缺水已成为渝
西地区发展主要矛盾之一。

不仅如此，重庆人均占有当地水资源量
约为170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的4/5，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5。根据国际
公认的缺水标准，重庆属于中度缺水地区，
特别是西部11个区县属于重度缺水地区，
水安全形势严峻。即使是降雨量相对充沛、

水系丰富的渝东南、渝东北地区，水安全形
势也不容乐观，原因在于当地大部分地区山
高坡陡、河谷深切，喀斯特地貌典型，水资源
开发难度极大，是典型的“人在高处走，水在
低处流”。

工程性缺水，要用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兴
建水源工程是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有
效方式，但我市水源工程现状同样不容乐观。

市水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已
建成各类水库3089座，其中小型水库总量达
到2964座，占水库总量的95%以上，且多建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欠账较大。

剔除发电型水库后，我市现有水库总库
容仅38亿立方米。这个数字不到重庆水资
源量的7%；人均库容130立方米，不到全国
人均库容的60%，在西部地区也属落后。

现有水库不仅库容严重不足，还存在供
水总量小、保障能力弱等问题。目前，全市水
利工程（含提水泵站）年供水量约77亿立方
米，其中水库年供水量仅为28亿立方米，仅
占全市供水总量的35%；人均供水能力仅
260立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低于
四川、贵州、云南等周边省份。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重庆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缺水矛盾逐年凸显。预计到2035
年，全市需水量缺口约30亿立方米，现有供
水能力难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难以
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

重庆属中度缺水城市 守着三江仍喊“渴”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报记者12月27日
从市水利局获悉，自2018年我市实施水源工程三年行
动，大规模开展水源工程建设以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项
目正抓紧实施，有力带动“十三五”期间完成水利投资约
1300亿元。

工程性缺水是重庆突出市情，导致供水保障能力不
足、防洪保安能力较弱。自我市实施水源工程三年行动
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水库修建的政策。如列入中央
计划项目，市级及以上财政补助项目总投资70—80%；
未列入中央计划项目，市财政补助给予定额补助（中型
5000万元/座、小型2000万元/座），投资缺口由项目业主
市场化筹资，市级财政按照小型15年、中型20年、大型
25年给予贴息等。

此外，我市以水源工程三年行动为牵引，动态开展了
185个重点水源工程前期项目，总规划投资达到1200亿
元。目前已完成112座（大型 2 座、中型 25 座、小型 85
座）水库的前期工作。据了解，在水源工程三年行动中，
我市新开工64座水源工程（大型2座、中型19座、小型43
座），全市在建水源工程124座（大型4座、中型48座、小
型 72 座），总投资规模超600亿元，建设规模为历史最
大。“十三五”期间，我市47座水源工程建设获得中央资
金支持，2020年中央资金支持我市水源工程建设首次超
过100亿元。

“十三五”期间，我市水利行业带动社会投资超3250
亿元，新增供水能力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1398万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有力助推乡村振兴、城市提升，全市人
民因水而生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重庆“水源工程三年行动”
带动“十三五”期间水利投资1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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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中，渝西
水资源配置工程总投资143.45亿元。
目前，渝西水资源工程已全线开工，预计
2025年可建成投用

●重庆现有在建水源工程12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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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三年行动以来新开工64座，在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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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源工程三年行动”成效显著，开工重点工程数量创历史之最

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 确保群众不再“渴”

跳蹬水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南门镇境内，坝址坐落
在长江左岸一级支流小江流域右岸支流普里河中游，正
常蓄水位240米，总库容1.06亿立方米，总投资47.73亿
元。工程建成后，可将开州区浦里工业新区防洪能力由
2—5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同时解决当地24万人生
活生产用水、5.18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跳蹬大型水库是国务院确定的 2020—2022 年重点
推进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列入了《西部大开发

“十三五”规划》《国家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重庆
市水利发展战略规划》，是一座具有防洪、供水、灌溉，兼
有发电等综合利用功能的大（二）型水利工程。

据了解，跳蹬大型水库是重庆市采用第三方机构
进行评审的首个大型水利工程，也是国家大型水库审
批权限下放后，由重庆市自行审批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工程。

（记者 龙丹梅）

□本报记者 龙丹梅

近日，重庆市跳蹬水库初步设计报告顺利获
批，标志着该工程前期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全
面开工建设阶段，这也意味着我市将再添一座大型
水库。

跳蹬水库是国务院确定2020—2022年重点推
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建成后将解决开州
24万人生活生产用水和5.18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今年以来，我市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速提质。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下闸蓄水、渝西水资源配

置工程全线开工、金佛山水利枢纽工程本月底下闸
蓄水……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的相继开工、建设，
将逐步破解全市工程性缺水难题。

自2018年以来，我市着力实施水源工程三年行
动，规划投入1200亿元，动态开展185个重点水源
工程前期工作，大力实施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藻
渡、跳蹬、向阳、福寿岩等一批重点水源工程，以逐
步解决全市工程性缺水问题，基本形成与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资源供给保障体系。近三年
开工重点水源工程数量、投资规模、项目储备，一次
性获取国家支持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均创历史之最。

近日，位于云阳县普安乡双门村的大堰
滩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热火朝天
地在工地上忙碌。

大堰滩水库工程是一座具有灌溉、场镇、
农村人畜用水等综合功能的小（一）型水利工
程，总库容205万立方米，去年9月开工，建成
后可解决普安乡、新津乡共计8个村（社区）1.5
万余人生产生活用水及1万亩土地灌溉需求。

云阳地处渝东北，是原国家级贫困县。

2018年以前，云阳县仅有6座小型水库，供水
安全保障能力薄弱。自水源工程三年行动实
施以来，该县共规划建设12座水库，其中包
括1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和8座小型水
库，超过该县历年来水库数量总和，全部建成
后，可基本满足当地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

据介绍，在水源工程三年行动中，规划建
设的水库5成以上布局在重庆18个贫困区
县，有力地助推了当地脱贫攻坚。

据了解，重庆的贫困区县多位于渝东南、
渝东北地区，这里虽降水较为丰富，但却是典
型的山区，河流源短流小，汇水急退水快。过
境水量虽然大，但水在低处，人和产业均在高
处，且每年的强降水多集中在七八月份，时空
分布极为不均。在这些地方，工程性缺水更
为严重，当地要实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需
要充足的水源保障。

“有水遍地粮，无水遍地荒”，水利是农业

的命脉。丰都县三建乡是重庆18个市级深度
贫困乡镇之一，当地虽有龙河、双鹰河过境，但
河水却“深藏”河谷，老百姓多住在山上，人在
高处走，水在低处流。自水源工程三年建设行
动实施以来，我市水利部门在当地规划建设了
茶沟子水库枢纽工程，利用海拔高差实现供
水，2022年工程建成后，将解决三建乡7个村
（社区）九成人口生产生活用水，以及1.09万亩
农田灌溉用水，有力助推当地乡村振兴。

随着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快速推进，我市
有望在2035年补齐30亿立方米需水量缺
口，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安全保
障体系。

五成以上新建水库布局贫困区县 有力助推脱贫攻坚

为补齐工程性缺水短板，2018年，我市
实施水源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通过“论证一
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逐步解
决我市工程性缺水难题。

“水源工程三年行动，并不是说三年就能
建成这么多水库，指的是我市将在三年内完
成绝大部分水库的前期工作，为‘十四五’争
取中央投资奠定坚实基础。”市水利局规划计
划处有关负责人说。据了解，一项水利工程
从谋划到开建，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特别是
大型水利工程，前期研究论证等工作往往需

要历经五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水利
工程是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的重要基础设
施，我市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么多水利工
程的前期工作，这也显示了重庆市委、市政府
下大力气补齐水利工程短板的信心和决心。

在水源工程三年行动计划中，总投资
143.45亿元的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不仅是
重庆历史上投资最大、涉及区域最广、受益人
口最多的重大水利项目，该工程调长江、嘉陵
江水供给渝西，建成后将从根本上促进解决
渝西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渝西水资

源工程已全线开工，预计2025年可建成投
用。

在这份新建（扩建）水库名单中，有7座
大型水库、67座中型水库以及100多座小型
水库。其中，7座大型水库的建设将极大地提
高重庆市骨干水源工程供水能力，为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水源保障，同时改善当地生
态环境。

据介绍，在水源工程三年行动开展之
前，重庆仅建成开州鲤鱼塘、大足玉滩两座
大型供水灌溉水库。水源工程三年行动中，

将建设的7座大型水库，包括南川金佛山水
库、巴南观景口水库、綦江藻渡水库、开州跳
蹬水库、云阳向阳水库、江津福寿岩水库以
及万州大滩口水库（扩建）。其中，南川金佛
山水库、巴南观景口水库被列入国家“172”
重点水利项目，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藻渡
水库、跳蹬水库、向阳水库、福寿岩水库、大
滩口水库扩建等6个重大工程被纳入国务院
同意实施的2020-2022年 150项重大水利
工程名单，重大水利工程数量为历史上最
多。

目前，重庆现有在建水源工程124座，总
投资规模超600亿元。其中，水源工程三年
行动以来新开工64座，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数
量创历史新高。

实施“水源工程三年行动”补齐工程性缺水短板

数读>>>>

璧山区以柯家桥水库为核心水体打造的秀湖公园风景如画。（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相关新闻>>>>

◀12 月 7 日，在
黔江区舟白街道丛
山村，村民周建立用
自来水洗菜。黔江
区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3.14 亿元，建成农村
供水工程4553余处，
实现了农村人口供
水工程全覆盖。

特约摄影 杨
敏/视觉重庆

跳蹬水库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