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江河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Ⅲ类

治理一条河 提升一座城有多少文明的光

影，与河流相伴而生？

在永川，有一条河，

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孕

育、滋养着城市的根脉，

绵延不绝。

她，就是临江河，永

川的母亲河。

全长100公里的临

江河，是长江一级支流，

其中永川段88公里，流

域面积655平方公里，承

载着流域内75万名永川

人饮用水以及25812公

顷土地农用水功能。

她，曾经浩淼清波，

带来“三河汇碧载千秋，

海棠香国自芳流”的盛

况。

然而，随着城市的

扩张，两岸生产生活污

水无序排放，河流污染

渐次加深，水体变黑变

臭，有外来投资者称之

为臭水沟，本地居民以

近河为忧。母亲河满目

苍痍，污浊不堪。

治理临江河，改善

水环境，是永川市民多

年来的热切期盼。

治理一条河，提升

一座城，还自然一江清

流，还百姓一河碧波。

永川区委、区政府

顺应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迎难而上，打响了

临江河综合治理的攻坚

战。

以新发展理念谋划综合治理
——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生态修复
和城市提升改善人居环境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整治临江河，就是造福子孙，造福未
来。”

2017年初，永川区委、区政府作出重
大决策，将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全区

“一号民生工程”，彻底消除城区河道黑臭
水体，并以此为抓手，全面推动全区水环境
治理，实现临江河、小安溪、九龙河等全区
主要河流水质全面达标，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鱼翔浅底”目标，进而实现“治理
一条河，提升一座城”的总体目标。

抓治水，就是抓改革、抓发展、抓民生、
抓和谐、抓生态的突破口，是抓全局工作能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

这场硬仗，事关当前，关乎子孙，功在
千秋。

成立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由区
委书记任指挥长，区长任常务副指挥长，相
关区领导任副指挥长，统筹调度治理工作；
在全区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和镇街陆续抽调
49人脱产办公；创新建立河段长制，进一步
细化河长责任，明确了34位区级河段长、78
位部门河段长、422位镇村河长，以完善的
河长、河段长体系促成水环境治理工作的顺
利推进；各镇街、村居主动担负流域治理主
体责任，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统筹辖区
污染治理工作，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积极筹
措资金，千方百计推进专项治理……

从冬入春，再从春到冬，永川区委、区
政府密集调研、督办，加快修复临江河生态
环境，将临江河综合治理工程打造成惠民
利民的治污工程、安居工程、民心工程，推
动永川高质量发展。

4年，19.5亿元，永川大手笔治理临江
河，为的是实现“治理一条河、提升一座城”
的目标。

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自2017年
起，永川区委、区政府连续4年在年初召开
临江河治理大会，为治理工作问症把脉，提
出了“查清源头、精准施策、系统治理、建管
并重”的治理思路，为确保治理成效指明了

方向。
根据实施方案，针对临江河流域内农

村养殖污染严重，工业企业、餐饮业、小作
坊违法排污现象突出，城乡化粪池堵塞溢
流，小支流、溪沟水质恶化等诸多问题，永
川组织开展养殖业、工业企业、食品小作
坊、餐饮业、农贸市场、城镇排水、化粪池清
掏和“千沟万塘”黑臭水体8个专项整治，
累计整治流域各类污染源30956处。

在此基础上，永川在城区适宜河道栽
种水生植物16万平方米，同步打造兴龙
湖、棠城公园、水景公园、三河汇碧等亲水
景观，改造红旗河人行通廊2.3公里，让群
众近距离感受水清景美之怡。

以统筹治理提升城市品位
——实现景色和人文美美与共，推
进产城景融合

冬雨淅淅沥沥，永川兴龙湖烟雨迷蒙，
湖光潋滟，山色含黛。

兴龙湖初步建成于2010年，是临江河
重要的补水水源之一。

为了改善兴龙湖的水质，永川通过构
建“食藻虫—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微生
物”共生体系的生态自净系统，增强其对有
机营养物质的分解与吸收，促进水体氮、磷
等富营养物质的降解，提高湖区水生态系
统对各类污染物质的自净能力，实现水生
态系统多维复育，形成城市湖泊的自然生
态环境，使兴龙湖水体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如今的兴龙湖，水质清澈透明，参天大
树和小草花木倒映其中，已经成为永川市
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不仅是兴龙湖，永川在临江河流域综
合整治过程中，在全面截污治污的基础上，
全面实施城区河道生态修复和河岸绿化美
化，努力提升城市品质。

针对城区河道底泥淤积、源水匮乏问
题，永川重点开展了城区26.6公里河道清
淤。

同时，永川实施南瓜山水库和河湖连
通补水工程，建设跳蹬河、萱花河、胜利河
源头污水就地提标处理排放中水回用工程
以及永川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有效
缓解城区河道水源稀缺难题。

在城区，兴龙湖、棠城公园、水景公园、

三河汇碧等亲水景观相继成型。
不仅如此，永川还在乡镇地区开展冬

水田建设建设5万亩，提升流域蓄水涵水
能力。同时还对临江河的许多支流河岸进
行了治理，建设亲水步道、绿化河岸，目前
在绝大多数场镇，河岸都成为人们散步休
闲的好去处。

“水兴则城市兴”。永川的城市发展，
是城市与水共生。从唐宋至今，千百年来，
永川人家逐水而迁，傍水而居。临江河见
证了城市的发展，记载了城市的兴衰，传承
了城市的血脉。

永川区老城临江河干流与支流跳蹬
河、玉屏河在此交汇，由此形成著名的昌州
古八景之一——三河汇碧。

为了再现三河汇碧的盛景，永川实施
了三河汇碧片区城市有机更新和片区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在实施730米约2218平方
米水域面积生态治理的同时，利用房屋拆
迁后腾退的土地和实际地形，结合周边河
道和保留的建筑物，按照“城市双修”的思
路对片区实施整体改造。

延续文脉，挖掘城市文化资源，唤醒文
化记忆，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也是临江河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

目前，临江河水质已由曾经的劣Ⅴ类
提升至Ⅲ类。

承载着无数永川人记忆的母亲河，正
呈现出一幅清水潺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
卷。

以创新思维探索长效机制
——将“河长制”体系向村级延伸，
实施流域镇街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

冬日，永川胜利路街道永钢村古家坳
村民小组,向家坝小河沟清水潺潺，两岸绿
草茵茵。

可在以前，向家坝小河沟却因为雨污
混流，底泥污染严重，成为一条臭水沟。

2020年4月2日，向家坝小河沟黑臭
水体综合整治全面展开。

整治期间，向家坝小河沟周边共清掏
化粪池3座，修建化粪池1座；清理周边杂
草、垃圾5吨；出动挖机5台、人工300余人
次，清理淤泥约1500吨；投放强效底改剂
500斤、增氧底改剂50斤；新建5000平方
米人工湿地1个，栽培格桑花、狐尾藻、水
生美人蕉等生态植物5万株；建新建堆石
堰坝、透水坝4个。

通过整治，向家坝小河沟发生了“从内
到外”的改变，黑臭水体整治成效明显，获
得了周边群众一致认可。

向家坝小河沟的改变，是永川为了改
善辖区水环境治理而实施的“千沟万塘”专
项整治的一个缩影。

不仅如此，为了巩固“千沟万塘”专项
整治的效果，永川创新建立了“千沟万塘”
塘长制，纳入区“河长制”管理体系，将“河
长制”体系向村级延伸，建档立卡、定位、编
号，明确管理主体、管理制度和管理人员，
明确“千沟万塘”塘长，落实后期维护费用，
实施常态化管理；永川区“河长办”、区生态
环境局建立健全监测机制，对需要重点管
控沟塘实施监测和考核。同时，属地镇街
建立村民参与机制，发挥村民主体地位，将

“千沟万塘”管理要求纳入村规民约，调动
乡贤能人参与“千沟万塘”管理。

永川还由临江河指挥部统筹，组织各
职能部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强化日常监
管，巩固治理成效。

为加强污染源头控制，永川区住房和
城乡建委制定了《永川区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管理办法（试行）》，严格执行排水
许可证制度；永川区农业农村委制定了《养
殖行业污染防治监督管理长效机制（试
行）》，加强养殖污染监督管理；永川区商务
委牵头制定了《关于加强农贸市场管理体
系建设的意见》，强化常态化管理；为加强
设施运行管理，永川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制
定了《永川区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排
放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严格查处排放不
达标行为；永川区城市管理局牵头制定了
《永川区城镇化粪池长效管理办法（试
行）》，落实城镇化粪池常态化清掏维护责
任。

此外，为实现流域监管智能化，永川通
过PPP项目工程建立了流域数据监控系
统，开发数据监控APP，建立在线监测点位
142处；搭建了水质监测网，对全区重点流
域关键点位水质开展实时监测，提高了常
态化监管能力。

为加强执法联动，永川区生态环境局
牵头制定了《水污染治理快速响应联合执
法机制》，强化污染执法快速联动响应；永
川区住房和城乡建委牵头初步建立了城区
污水管网数据档案，实行动态更新管理，弥
补了过去的缺失，为强化常态化运行维护
奠定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永川制定了镇街水环境整治
每月考核评分排名通报制度和全区各流域镇
街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累计考核通报29
期，生态补偿支出最多的单位达到1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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