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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位于我市梁平区金带街道的重
庆数谷农场迎来了不少游客。市民们带
着孩子来此采摘无土蔬菜、欣赏温室鲜
花，听一堂“智慧+农业”的自然课。

据悉，该农场通过建设大棚雨水收
集、生产用水循环两大系统，采用国际国
内18种立体栽培模式和荷兰轨道种植模
式，引进以色列耐特菲姆水肥一体化灌溉
系统，对农场内作物实现定点、定时、定量
精准灌溉，与传统模式相比，节水率超
40%，节肥率超30%。

当绿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集约节约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表征，重庆如何做好节
水文章？

节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环节多，并且需要长期的投入与坚
持。近年来，重庆围绕制度发力，突出
行业应到，印发《重庆市节约用水管理
办法（试行）》，明确各部门节水职能职
责，提出节约用水管理措施；印发《重
庆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中长期
有机衔接的总体控制目标，明确总量
强度双控刚性约束，实施农业节水增
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等 15
项重点工程，将节水工作细化为 34 类
59项任务，全面构建节水管理体系，打
造节水工程格局。

在农业节水工程方面，推广喷灌、
微灌、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支持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十三五”时期，
全市完成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 70
万亩，在永川、大足、渝北等 18 个区县
建立水肥一体化示范片 7293 亩，年均
推广池塘“一改五化”技术 30 万亩以
上，示范区节水减排 60%以上，稻田养
鱼53.7万亩，标准化稻渔综合种养示范
17.8万亩。

在工业节水改造方面，出台加强工
业节水指导意见，推进工业结构调整；
推广普及节水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
减少废水排放，努力提高工业用水效
率。积极推动火电、钢铁、化工、纺织、
造纸、食品等高耗水行业的节水改造，
鼓励企业采用节水新工艺、新技术、新
产品和新装备，组织实施 10 余项市级
节水技术改造工程，利用600余万元撬
动企业投资近1亿元，年节约水量30万
立方米以上。

在城市节水改造方面，城市管理部
门建立供水管网定期检测和漏损控制工
作机制，开展城市居民住宅庭院供水管
网和一户一表改造，有效降低城市供水
漏损。“十三五”时期，完成老旧管网改造

1650公里，一户一表改造91万户，2020
年实现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10%以
内的控制目标；在北碚区开展DMA分
区计量管理试点，加强计量管理，提
升计量精准性，及时发现并处理城
市供水管网漏损点，减少漏损损
失，提高供水效率。

此外，我市还将节水载体建
设作为节约用水工作的基本内
容和重要抓手，目前全市已累
计创建各类节水载体 1736
家，发挥载体示范带动作用，
引领各行业节水。

“十三五”时期，全市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
提高，在GDP稳定增长的态
势下，用水总量由2015年
的 79亿立方米下降到76
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分别下降29%、36%。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0.48增加到0.5037；永川、璧
山等12个区县获评全国节水
型社会建设达标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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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在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和第三十四届“中国水周”到来之际，“节水

优先”这个命题再一次被重新审视。

重庆，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也会缺水吗？

实则不仅仅是重庆，中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重庆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700立方米，远落后于全国平均

水平全国2250立方米的人均水资源量，且水资源时空分布差异大，资源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并存，属于国际公认

的中度缺水的地区。

节水优先，是新时代治水方针的首要之义，是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重庆深入贯彻落实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不断强化水资源管理、加强水资源

保护，统筹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多领域节水，为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2月26日，我市召开长江保护法实施
座谈会。会议指出，我市将实施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及水
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在我市正
式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正
式施行，仅仅是我市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以落
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实施
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不断强
化水资源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连续4
次获考核优秀等次，累计获得奖励资金
1.6亿元。

夯实水资源管理基础。在取水工程
（设施）核查登记工作上，率先在长江流
域印发了一系列实施方案，采取“边登

记、边整改”“并联式”的登记整改模式。
2020年，全市共核查登记取水工程（设
施）1.31 余万个，保有取水许可证8300
余个，是核查前的2倍多，整改提升完成
率100%。

全力推进水资源重点工作。在河流
水量分配工作方面，印发嘉陵江、乌江
等16条河流水量分配（分解）方案，全市
各区县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1000平
方公里的250条河流分配方案已初步完
成技术审查；在生态流量管控指标确定
方面，选定了8条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
里以上重点河流实施生态流量目标确
定，并在梁平、巫溪、荣昌、秀山4个区县
开展了1000平方公里以下河流生态流
量目标确定试点；在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工作方面，市级和各区县已全面实现取

水许可电子证照发放，为西部首个省市
县均实现发放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的省
市。

深化水资源生态保护。在河流水质
监测上，每月对全市252条河流517个断
面、210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水质监测，
对33个断面开展水量水质同步监测，印
发水资源质量月报，完成全国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达标评估。

创新水资源管理方式。以水资源监
控系统为抓手，不断提升大数据、智能化
管理能力，打造了流域区域水资源量、用
水总量控制、取水许可量、实际用水量、水
文站网等水资源管理体系一张图；在落实

“放管服”要求方面，精简审批程序，稳步
推进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试点，完成4例
取水告知承诺审批。

拧紧““节水阀节水阀””
做好““水文章水文章””

让节约用水
成为一种习惯

中国，水资源总
量位居世界第 6 位，而

人均占有量却位居世界第
108位，是世界上21个贫水和最

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方面是日趋严
峻的水资源形势，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又有着不少浪费水的习惯，这些浪费
的也许正是别人渴求的。

每一滴水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把每一天都过成“世界水

日”，把每一周都当作“中国水周”。惜水、节水、护水，从我
做起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开始——

饮用水——按需取水，避免浪费；外出自带水杯，少用公共
水杯，减少清洗用水；收集利用暖瓶剩水和净水机尾水等。没喝完的

瓶装水收集好用于浇花。

餐厨用水——注重清洗次序，清洗餐具前先擦去油污，少占用餐具，减
少洗涤用水；收集利用洗菜水和淘米水等；适量使用洗涤剂，减少清洗水量。洗
涤毛巾、小物件、瓜果等，用盆子盛水而不用水龙头放水冲洗。

洗漱用水——洗漱间隙要随手关闭水龙头，控制洗漱水量和时间；适量使用
洗手液，减少冲洗水量。

洗浴用水——洗浴间隙要关闭水龙头，控制洗浴水量和时间；洗澡宜用淋浴，
收集利用浴前冷水；适量使用沐浴液，减少冲淋水量。

冲厕用水——要正确使用便器大小水按钮，冲厕优先使用洗菜、洗脸水、洗衣
服水等回收水。

洗衣用水——洗衣机清洗衣物宜集中；少量衣物宜用手洗；适量使用洗涤
剂，减少漂洗水量；收集好洗衣水，可用于回收冲厕所。不要用长流水冲洗衣

物。

保洁用水——要用容器盛水清洗抹布拖把；适量使用洗涤剂，
减少清洗水量；保洁优先使用回收水；合理安排洗车次数。接

水时避免水满溢出，不要用长流水冲洗拖把。

多点发力 推动水资源管理走在前列

统筹施策 推进节水优先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