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璧山有“三河”：璧南河、
璧北河、梅江河。

在河长制的治理下，目
前，这3条河流都已做到了“河
长治”。

璧南河曾是这“三河”中
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如今，
这条河出境口的水质总体指
标已较为稳定地达到地表水
Ⅲ类水质标准。流域的93个
水质监测断面也全面消除了
Ⅴ类及以下断面。

目前，璧山不仅“三河”做
到了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以
上，辖区内的95座水库、4122
口山坪塘、17000余亩养鱼池
等自然水体也全面达标。

2017年，璧南河获评全国
10条、重庆市唯一的“最美家
乡河”。2020年，全市打赢碧
水保卫战攻坚现场会在璧山
召开，璧山治水经验再次向全
市推广。近年来，璧山已先后
获得“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等
19 张“国字号”名片。2020
年，又成为全市唯一的“全国
水生态环境‘十四五’规划编
制试点城市”。

璧山是如何用河长制促
进“河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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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在落实河长制中，创新了“树状
图”的责任体系。

何谓“树状图”？就是以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任双总河长的“树”，35名区级领
导担任主要河流河长的“杆”，300余名由部
门和镇街道负责人担任河长的“枝”，由
3000多名干部担任库长、塘长、泵长、口
长、点长的“桠”，点对点地“绑定”到全区
15000余个污染点源上。

这“树状图”的责任体系，真正保证了
河长制责任到人、具体到点。

为了确保河长制这棵“大树”长得枝繁
叶茂，不断“枝桠”，璧山在全市率先创新开
发“智慧河长”系统，率先推行“治河先治
污、治污先治水、治水先治人、治人先治官”
的硬核措施，确保了河长制落地落实。

璧山投资约1500万元，开发了全市首
个市区一体化水污染防治及智慧河长大数
据融合应用平台，这也是全市首个“三融”
（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五跨”
（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
的协同管理和服务体系。这一系统实现了
对全区15000余个污染点源的精准管控，
通过专人巡查、扫码签到、坐标定位、查看
轨迹等方式，避免了“闭门填表”、弄虚作假
现象；实现了任务实时交办，把发现问题、
交办问题、问题整改完成全流程在“智慧河

长”系统上实现，做到闭环式科学高效治
污。同时，实施了全市最严格的在线监控，
在“三河”干流交界断面、所有污水处理厂、
部分企业等重点场所领域全部安装在线监
测和在线监控系统，确保实时精准监控。
目前，璧山开发的这一系统已在全市推广
应用。

与此同时，璧山还建立实施了生态河
长制的考核奖惩制度。实行生态河长工作

“一票否决”制，将全区69个部门和15个镇

街一并纳入河流水质考核，区内媒体定期
公布河流水质情况，强化群众监督。加强
了常态化督察暗访，整治进度通报制、督察
督办制、联席周会制等制度；建立起各镇街
河流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奖惩机制，设置镇
街交界断面和水质目标。每月凡达到水功
能区水质考核要求的，奖励镇街10万元，
反之则扣减镇街财力10万元。

“树状图”的责任体系形成了一张大
网，把河长制的责任真正落到了实处。

“这‘树状图’的责任体系落到实处的
核心是从‘制’到‘治’。”璧山区河长办相关
负责人说。

璧山是如何“治”的？
截污堵源，这是璧山治河的第一招。
璧山以铁的手腕，对污染企业进行关

停，对涉水企业进行治理。对璧山工业园
区内和城镇建成区外生产涉水企业的外排
水，按照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执行，对未达
标排放或未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限期整改
达标。目前，全区已关停364家，整治1482
家。并对工业废水排放大户和保留的涉水
企业全部安装流量计，对主要特征因子实
施在线监测。

通过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确保所有排
入河流的水都达标，这是璧山截污堵源的

最有效的一招。
璧山在全市首推污水处理厂提标工

程，出水标准最高达地表水Ⅳ类。通过“拆
小并大、管网延伸、优化处理工艺”等方式，
对全区42个污水处理厂（站）进行提标改
造。建成了全市唯一出水主要指标达地表
水Ⅳ类标准生活污水处理厂6座，日处理量
达10万余吨，占全区每日实际处理生活污
水的90%以上。同时，高标准新建、升级改
造了57座污水处理厂（站），在全市率先实
现所有场镇和农村居民聚居点污水处理设
施全覆盖。

自2019年以来，璧山又花大力气对排
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整治。目前，已总计
投入约30亿元，分3批次改造和修建排水
管网1000余公里，有效地实现污水全收

集、雨污全分流。
璧山还在全市率先实施水生态修复项

目，打造“水下森林”。
总面积约42000平方米观音塘湿地公

园湖区，已构建起沉水植物—底栖动物—
鱼类—微生物的完整水生态系统。这一系
统加快了污染物的去除与吸收，提高水体
自净功能，使水体清澈见底，呈现“水下森
林”与“水下草原”的奇景。目前，观音塘湿
地公园湖区生态系统现已进入稳定运行阶
段，其总氮、总磷、氨氮、COD、BOD5、叶绿
素等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水体
透明度大于1.5米，清澈见底。

在水生态修复中，璧山还在璧南河下游
约10公里河道采取生态修复措施，利用生物
技术进行水质治理，现已稳定运行。

与此同时，璧山还从面源上进行水生
态修复，在全区95座水库、4122口山坪塘
里，栽植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
重新构建水生植物群，恢复水生生态系
统。在“三河”流域干支流栽种苦草、水菖
蒲、鸢尾、灯心草等水生植物160余公里，对
污水进行“吸污消化”处理。同时，采取“以
渔治水”的抑藻措施，在城区河段放养鱼
苗。

另外，璧山还进行了面源污染的治理。
璧山在全市首创“冬水田”和“生态湿

地”模式，巧治农业面源污染。“冬水田”治
污模式是利用秋收后闲置的冬水田，构建
生态缓冲区，吸附分解氨氮总磷，减少污染
物排放，目前全区共建设“冬水田”1.6万余
亩。

璧山在全市首创的生态湿地的面源污
染治理方法，是通过在种植基地下游修建
数个梯级小水池，在水池里种植再力花、常
绿鸢尾等水生植物，逐级沉淀吸纳污水，对
水质进行净化的同时，也打造出生态湿地
观赏性景观。目前，全区已建成400多个
生态湿地，共计5000余亩，有效消纳和削
减了农业面源污染。

以“治”为核心的水污染、水生态治理，
使璧山的河长制实现了从“制”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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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无大江大河过境，过

去人均水资源量仅560立方
米，资源性、工程性缺水一度
十分突出，属于典型的丘陵缺
水地区。河长制带来的“河长
治”中，璧山秉持“与水共生、
依水发展”理念，大做治水兴
水文章，大胆尝试打造“活力
水城”。

首先是想方设法补充河
水。璧山将全区6座污水处
理厂达标尾水引入“三河”流
域进行生态补水，实现每日补
充约10万立方米生态基流。

为使补入河流的水达标，
璧山在全市首创了在污水处
理厂出水端配建生态湿地，对
未达到地表水标准排放的尾
水进行净化后作为生态基流
补充入河的方法。在日处理
2000吨以下的 30座镇街污
水处理厂出水尾端，按照每立
方米污水配建5平方米生态
湿地的标准，共流转土地
1000 余亩用于生态湿地建
设，采取“九宫格”形式修建，
污水从“九宫格”上入口处进
入，经“回旋针”的形式流经整个“九宫格”
湿地，一级一级进行生态消纳。每块湿地
栽植再力花、常绿鸢尾或水生美人蕉、睡莲
等3种以上水生植物，充分利用湿地基质
组合、湿地植物组合、微生物组合的协同作
用进一步净化水质。

通过生态湿地的再处理，所有镇街污
水处理厂出水均稳定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
以上，接近或达到地表水功能要求，实现了
镇街污水厂尾水安全、生态排放。

与此同时，还利用废弃矿洞水，每天增
加近3万立方米的生态基流；采取同心水
库调水、铜罐驿提水工程等方式，增加璧南
河生态基流。

中水回用，为“河长治”找到了节约用
水的有效途径。

在破解缺水难题中，璧山在全市率先
启动中水回用工程建设，开辟“第二水
源”。近年来，璧山已先后投入1.52亿元，
分批实施城区中水回用一期、二期工程和
城区外13个镇街的中水处理设施建设，建
成再生水回用工程13处，中水处理设计规
模近19万立方米/天，使回用率达50%。

目前，中水已大量用于璧山的工程车
辆清洗、道路冲洗、市政环卫、园林浇灌用
水、景观用水、空气除尘、河流补水等，有效
替代自来水。

而生产1吨可利用的中水，实际投入
不到1元，相比工业用水价格与污水处理
费用，每吨可节约3.72元，全区一年中水使
用量可为财政节约水费1000余万元。

“河长治”的效益，以百亿治污损失换
来千亿级绿色产业上。

璧山在治污治水中，相继关闭污染工业
企业512家、养殖场370家后，工业产值丢
掉了100亿元。但同时，绿水青山又换来了
绿色产业的发展，转型升级到科技含量高、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
方式上，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新路。如今，比亚迪、康佳等一批引领性项
目落地璧山，智能制造、高端显示、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形成了1000亿级绿
色产业集群。

河长制促进了璧山的“河长治”，“河长
治”加快了璧山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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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到“治” 落实河长制的核心

“树状图” 河长制责任体系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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