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务行政办：63907102 /63907104（传真） 总编办：63907132 时政新闻部：63907172 经济新闻部：63907221 科教新闻部：63907152 民生新闻部：63907170 区域新闻部：63907198 农业农村新闻部：63701327

3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月2日 星期六
编辑 邱碧湘 美编 乔宇

⑥ 石柱篇

□陈维灯

石柱龙河田畈小流域治理，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的生动案例。

近年来，石柱投入1.13亿元，实施了18个流域水土
保持、生态修复项目，并结合生态修复发展了近4000亩
经果林产业，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这些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案例，充分说明
生态修复是一条能够有效提升生态环境资源供给规模与
质量的增量路径。

近年来，重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通过湿地修复、流域
生态治理、排蓄水系统建设及污水治理、沟道平整与边坡
治理、人居环境改善、山地特色产业扶贫等，探索出生态
恢复与产业开发、生态治理与灾害防治、农林业与乡村旅
游相结合的发展新路径。

在田畈小流域治理过程中，当地通过土地平整、修建
灌溉排水工程、坡改梯等治理措施，将土地生产环境进行
优化升级，实现了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并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的叠加效应。

从国土空间治理的广域视角来看，生态修复要结合
区域发展实际乃至国家战略需求算长远账、整体账。这
就要求生态修复从传统的工程建设思维转向国土空间治
理思维，不仅要考虑生态修复工程本身的系统性、整体
性，还要兼顾区域国土空间的生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的生动案例

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地处长江上游、三
峡库区腹心。

在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过程
中，石柱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着力推进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大力发
展康养经济，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加快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

核心提示

文/本报记者 陈维灯
图/本报记者 龙 帆

流域水环境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
——石柱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加速

2020年12月23日，寒冬时节，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龙桥镇田畈村枫林组坡地上，46
岁的贫困户马容正给一棵棵梨树刷石灰。

“这样可以防寒、防虫。我种了50多
亩梨树，接近4000棵，够我刷一阵了。”天
气寒冷，马容的额头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要抓紧时间，来年就指望这些梨子了。”
包括马容在内，在这片坡地上，田畈村

328户1312名村民一共种下了1700余亩
翠冠梨和黄金梨。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
已经量产的400余亩梨园产梨30余万斤，
给村民们带来了180余万元的收入。

“从来没想过，这片荒坡坡还能让我
们过上好日子。”马容的一句话，让时间回
到了故事的开始。

水土流失严重，耕地成荒坡

这片坡地，是田畈村村民世代繁衍生
息的基础。“坡陡，种些苞谷、洋芋、红苕，管
饱是没得问题。”田畈村党支部书记曾瑞华
介绍，但村民在耕种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严

峻的问题：在种植和收获季节，开挖的土层
会随雨水涌入山坡下的田畈河沟，不仅造
成大量的水土流失，还时常出现滑坡，给村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一落雨，河沟里到处是泥浆，要么直
接冲进龙河，要么就堵塞河道。”石柱水利
局副局长李世安说，龙河是长江一级支
流，进入龙河的泥浆，最终也会汇入长江，
影响长江的生态环境。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这片坡
地上的闲置地越来越多，最终成了一片荒坡，
由于缺少植物附着，在雨季时常发生滑坡。

小流域治理，荒坡成梨园

“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既保护
好生态环境，又能守住祖辈留下的田土，
走上可持续发展、脱贫致富的路子。”2016
年，走马上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曾瑞华自掏
腰包20余万元，经过多方考察并请专家

“会诊”后，谋划在这片坡地上种植梨树等
经果林，“既能治理水土流失，还能给村民

带来经济收益。”
几乎与此同时，石柱水利局也着手进

行龙河田畈小流域治理。
“经过勘测我们发现，这片坡地的坡

度在5至25度之间，不适宜耕作。而通过
坡地改梯田，能够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石
柱水利局水土保持站站长石晓蓉介绍。

因此，石柱水利局在当地实施了坡改
梯和排水沟、蓄水池、耕作步道等一系列工
程建设。整个田畈小流域治理工程总投资
1036.68万元，综合治理面积为20平方公
里，涉及桥头镇田畈村等5个行政村。

“坡改梯给我们发展经果林这样的生
态产业创造了基础条件。”曾瑞华介绍，在
坡改梯完成后，田畈村引入了石柱藤子沟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梨产业。全村
685户2245人中有近一半的村民加入了
合作社，其中贫困户63户235人。

梨产业让村民看到新希望

田畈小流域治理和梨园产业的发展，

不仅彻底解决了该区域常年水土流失的
问题，也让马容这样的贫困户看到了生活
的新希望。

“细娃两岁多的时候得了糖尿病，现
在都10年了。”为了照顾生病的孩子和年
迈的母亲，马容只能留守家中，全家除了种
植庄稼和养殖畜禽，没有其余的收入来源，

“现在政策好，娃儿的医药费报销了大部
分，但一年自己还是要支出一万多块钱。”

2016年，在合作社的帮助下，马容东拼
西凑了些钱，流转了50余亩土地种梨树。

在枫林组坡地上，马容一边给梨树刷
着石灰，一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0年
有30亩梨树量产，梨子卖了4万多元；除
去土地租金一年4000元，雇人给梨子套
袋、采摘梨子的费用约6000元，购买有机
肥的费用约11000元，还盈余两万多元。

现在，马容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信心，
“一亩产梨子大概6000斤，一斤3到5块
钱。我有50多亩，把梨子保鲜搞好了，那
可是一笔大收入。”

田畈小流域治理 绿了荒坡富了村民

关键词 智慧河长智慧河长

■全县重点河流共建有3处水质检测船、13处水

质检测站，均能自动检测水质情况

■全县建有31处视频监控点，在线全天候监测水

色等情况

■2020年，596名各级河长完成巡河36068
次，完成率达193.1%
■国控断面(湖海场)水质达到Ⅱ类，全县97个水

质监测断面达标95个

记者手记

数读·石柱“智慧河长”>>>

关键词 流域治理流域治理

2020年12月23日，石柱县龙桥镇田畈村，46岁的贫困
户马容（左一）正给梨树刷上石灰。

2020年12月23日，石柱县沿溪镇码头，镇级河长正在
巡河，并用手机记录现场及时上传“智慧河长”系统。

□本报记者 陈钧

1月1日，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礼嘉智慧
馆项目现场，一幅印有“迈好第一步 两江新气
象”的红色大条幅挂在工地塔吊上，格外引人注
目。

工地上，挖掘机来回穿梭，发出阵阵轰鸣，
400余名建设者奋战在礼嘉智慧馆现场，场面繁
忙而有序。

“要全力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在8个月
的时间完成礼嘉智慧馆的建设，乘势而上推动今
年起好步、‘十四五’开好局。”两江产业集团董事
长李毅说，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推进科技
创新”作为今年第一项重点工作。两江新区将把
礼嘉智慧馆建设当作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
措施来抓，作为助推重庆建设“智慧名城”、两江
新区建设智慧之城的重要项目来抓。

重庆日报记者通过现场的效果图看到，礼嘉

智慧馆位于公园湖畔智芯范围内，主要由多功能
厅、贵宾会议厅、签约厅、临时展览空间及配套商
业和服务空间组成，是白云湖畔重要的标志性滨
水景观建筑。

智慧馆预计2021年8月完工，建成后可容纳
约3000人，具备承接国家级论坛、峰会的能力。

“这次项目建设任务压力丝毫不亚于前两届智
博会，但是我们有信心高质量完成。”一位参与了礼
嘉智慧公园一期和二期建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表示，第一届智博会，两江的建设者们创
造了130天建好礼嘉智慧公园的成绩。第二届
智博会，又克服了疫情和高温带来的影响，如期
建好了礼嘉智慧公园二期。

“这次我们以2021年7月31日为考核节点，
自加压力，在工地树立了迎接智博会的倒计时
牌。”他指着工地入口的一块白色电子计时牌说。

该工作人员表示，连续两年的攻坚克难，礼
嘉建设团队已经积累了经验，对困难做好了充分
的准备，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也更有动力，更
有决心。

除了智慧馆，白云湖畔还将建设创新中心和
极客社区：创新中心将通过联合办公空间、共享
实验室和创新服务中心，承载研发办公、创新孵
化、共享实验等功能，构建创新创业平台；极客社
区则将以服务式共享公寓为主体，配套公共服务
商业设施，为极客青年和创客提供便捷、开放、共
享生活的交往平台。

同一天，在两江协同创新区的明月湖畔，同
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北理工重庆创新中
心、联合产业孵化基地、日月同辉创新馆等各大
科创平台正在紧张施工，桩基浇筑、砖胎模砌筑、
底板钢筋绑扎、底板浇筑……整个施工现场一片

繁忙，挖掘机、钻孔机、运输车等数十台机械设备
来回奔忙。

“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去年10月动工建设，
如今才2个多月，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土石方外
运，目前正加紧创新中心主体结构施工，力争今
年6月主体完工，今年年底将钥匙交到北京理工
大学手中。”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EPC项目部总
工程师高威告诉记者。

联合产业孵化基地与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
仅隔一条马路，在这里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随处
可见长臂挥舞的挖掘机。

“入驻两江协同创新区的科研院所目前在过
渡用房办公，我们希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工程进度，为重庆的科技研发贡献一份
力量。”中建科工联合产业孵化基地项目的测量
主管杨山锋说。

杨山锋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入驻长春理
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学、中
国药科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
交通大学等近10所高校的科研实验平台，涵盖
40余个科研团队。

在明月湖畔的小山上，日月同辉创新馆则已进
入了最终冲刺阶段。在施工现场，工人正进行构件
校正、管沟及隔墙砌筑、补漆、防火涂料喷涂等作
业，该建筑GRC定制化幕墙“外衣”即将完工。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两江新区负
责人表示，两江协同创新区已引进“大学大院大
所”累计达30家，建成科技研发平台40余个，导
入各类高端人才800余人，获批国家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授牌1家，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10家，
获批市级新型高端研发平台14家，占全市82%。

两江新区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在两江协同创新区推动长安、
京东方等10余家企业，与入驻高校院所达成产
学研合作，培育孵化企业36家。争取通过深化
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攻破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难题。

服务科技创新：智慧馆创新馆建设提速
——两江新区新年新气象

12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随“看效
果·大江奔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五周年”行进式采访报道团走进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

作为全市首个将大数据技术引入河
库管理的区县，石柱“智慧河长”系统已正
式运行近半年。

那么，石柱的“智慧河长”系统有哪些
特点，又是如何通过大数据引领河长制工
作落地落实，实现“河长治”，护航绿水青
山呢？

记者就此采访了石柱水利局河长办
负责人崔建军。

河长制动态化智能化管理

重庆日报：“智慧河长”系统如何对各
级河长工作实现全面监管？

崔建军：首先，“智慧河长”的信息覆
盖更全面。通过“智慧河长”系统，能够实
时将石柱河长制基本情况、河长实时巡河
动态、河库水质预警、河库视频监控、水电
站生态基流排放、各级河长上报问题情
况、河长制在建工程进度、河库管理保护

进展情况和治理效果在指挥中心LED大
屏呈现，使河长办工作人员和河长对河库
整体信息一目了然，实现了河长制动态化
智能化管理。

其次，“智慧河长”让监管工作更加透
明。石柱“智慧河长”系统在重庆市河长
制信息管理系统上做了定制化升级和二
次开发，优化了巡河管理，完善了部件管
理，定制了六大任务基础信息，将河库保
洁员纳入监管。

各级各类河库问题交办督办事项也
纳入智能化管理，增加了河长巡河自动提
醒功能，增加智能化河长制推进管理，通
过信息化与河长制工作的事件协同处置、
日常管理、考核等机制、制度深度融合，将
河长制管理的流程规范和固化下来，不受
管理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使管理更加规范
化。

实时预警、在线巡河，及时发现问题

重庆日报：“智慧河长”系统如何实现
在线巡河？

崔建军：河长制涉及数据资源众多，

需有效整合河长制相关部门信息资源。
我们通过“智慧河长”将“一河一长”“一河
一档”“一河一策”中的河长基本信息、河
库基本情况、目前面临的污染问题、涉河
工程基本情况、水资源、水环境、水污染、
水生态、水安全、河长公示牌分布等情况
纳入一张图精细化管理，综合提升河库资
源管理的实时监控能力，实现了挂图作
战，掌图化管理。

此外，全县重点河流共建有3处水质
检测船、13处水质检测站，均能自动检测
水质情况，并将检测结果返回“智慧河长”
指挥中心。若检测结果不合格，指挥中心
大屏上相应水质监测点位就会不停闪烁，
实现水质预警。

石柱全县还建有31处视频监控点，
可在线全天候监测水色、水面漂浮物、河
道采砂、捕捞等情况。同时，我们在水电
站还建有生态基流监控站，实现对电站的
生态基流监控。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无人
机技术深度融合到系统当中，实现户外无
人机巡查，信号实时传输到指挥中心，方
便河长快速决策，实现智慧在线巡河。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重庆日报：“智慧河长”系统在实际工
作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崔建军：“智慧河长”指挥中心将会议
视频系统、录播系统、无纸化系统、投屏系
统等硬件设施高度集成，实现会议图文办
公和高效化，提高调度指令迅捷度。全县
29名县级河长手机上都配备了“智慧河
长”掌图系统，将县级河库问题进一步明
晰化，把问题时时挂在心中，实现了带着
问题巡河，思考解决问题。

依托“智慧河长”，我们定期公布各
镇、街道内河流出境断面的水质状况、河
长巡河动态，并将相关指标纳入考核，确
保河流、水库污染防治取得实效。

随着“智慧河长”系统日趋完善，大大小
小的河流都被纳入“智慧河长”守护范围。
石柱河流水质得到稳步提升，水生态环境稳
步向好，国控断面(湖海场)水质达到Ⅱ类，全
县97个水质监测断面达标95个。石柱全
县河库水质与水环境持续改善，“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大数据助力“智慧河长”促“河长治”
——访石柱水利局河长办负责人崔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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