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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娄红淑 重庆报道

日前，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按照

《关于在全市实施幸福河湖建设“百千行动”的

决定》（重庆市总河长令第 5 号）要求，创建郁
江彭水段市级幸福河流，于近日通过市级复核

评估。

彭水县先后投资 15.3亿元，完成了该县
城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郁江长滩防洪护岸

综合治理工程、后江河综合治理工程、朱家嘴

水毁修复工程、联合乡堤防工程（新田河重点

河段综合治理工程），实施保家工业园区堤防

工程，建成达标堤防 21公里，全面提升郁江流
域防洪能力，实现干流沿线防洪达标。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是新时代治水方针。彭水水资源丰沛，多年

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33.25亿立方米，人均占有
量为 4768立方米。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之年，水利系统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

工作，以项目为根本、防汛（抗旱）为底线、生态

为底色、节水为关键、供水为重点，强化“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快推动新阶段彭水水

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四水同治
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项目为王，进一步完善全县水利工程

体系。

坚持规划引领作用。抢抓全面落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水安全保障规划》，启动农田

灌溉发展规划、中小河流治理、山洪沟治理实

施方案（竞争立项）编制，强化规划的引领、导

向和约束作用。

构建兴利除害现代水网。主动衔接重庆市

水网规划，以乌江、郁江和三江口水利枢纽、郁

山湖、阿依河等骨干引调排水工程为“纲”；以

重点水库、跨区域输配水通道（葡萄、凤升、龙

虎水库、三江口供水渠系）和城乡供水一体化

为“目”；以龙虎、凤升、黑洞河、富家等 15座重
点水源工程为“结”，推动构建水系连通骨架，

谋划彭水水网建设，着力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

能力，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抓重点项目。大力实施四水同治战略，对

重点项目实行重点管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

完成凤升水库、龙虎水库、红光水库等 6座水
源工程收尾，实现新增蓄水能力 2387.6万立
方米目标；争取专项债券 3.2亿元，新开工黄
荆、富家等 4座水库，启动彭水县城乡供水一
体化工程建设等 6个重点水利项目 。

强化底线思维，
加强水旱灾害防御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完善防灾减

灾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全面提升水旱灾害

防御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持续扛稳

水旱灾害防御天职。

及时开展汛前隐患排查检查。2023年 4
月 10日前，各乡镇（街道）、涉水企业，认真对
辖区及影响本辖区的水库水电站、山洪灾害危

险区、在建工程、江河场集镇及重点居民聚集

区，开展水旱灾害防御自查和汛期安全排查。

加强技术支撑提升预警预报精度。全面梳

理排查水文基础设施运行情况，2023年 4 月
底前完成山洪灾害系统、中小河流系统、水文

和无线预警广播站汛前运行维护。充分利用气

象短临监测预警，有效提高洪水预报精度，延

长洪水预见期；严格汛期水旱灾害防御 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及时完成相关预案修编和演练。2023年 4
月 30日前，修编山洪灾害防御、水库应急抢险
及汛期调度运用、工程施工度汛等方案预案，

提高水利“测防报”工作的针对性，做实应急演

练来检验和完善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组

织开展 89个山洪灾害危险区演练，打通预警
信息“最后一公里”。

抓好工程安全度汛准备。在主汛期前全面

完成保家朱家嘴、乔梓、太原等水毁修复工程，

完工 39处管网延伸及 27处抗旱应急水源工
程。全面排查防范涉水工程安全度汛风险，强

化水库、堤防等工程汛期巡查防守，险情抢早、

抢小，及时处置。

坚持节水优先
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从严从

细管好水资源。一是强化水资源保护。加强生

态流量管控，做好重点河流生态流量保障；加

强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建设，严格用水总

量控制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二是强化取

水许可监管。严格落实取水审批程序，全面推

行取用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三是推行全

域深度节水。深入开展节水行动，充分发挥县

级联席会议制度统筹作用，全面开展节水载体

建设，强化用水定额标准应用，大力推广合同

节水管理，开展特色节水宣传，巩固县域节水

型社会达标建设成果。

强化河长制
强化河库管理保护

为推动河流管理保护工作落实到位，全县

共设置河长 567名，通过公示、培训、巡查等一
系列措施，做到“河长不断档、河流不断巡”。同

时，该县积极落实河长信息化提醒机制，助力

河长们巡查履职。据统计，2023年以来各级河
长巡河 10610次，巡河率达 112%，推动解决河
流管护问题 848个。持续深化完善河长制工作
模式，不断健全河库管理体系，强化河库管理

保护。

持续深入落实河长令。统筹推进落实第

1、2、3、4号县级总河长令，运用卫星遥感、无
人机等智能化手段，通过暗访抽查、部门联动、

跨区域联查等多种方式，常态化排查河流管理

保护存在的问题。

有力实施“一河一策”。开展“一河一策”方

案中期评估，分析研判实施过程存在的突出问

题、河流管理保护面临的主要矛盾，根据实际

优化调整目标任务和工作计划。

全面推进河流联防联控联治。常态化开展

联合、暗访巡河，持续推进污水“三排”、河道

“四乱”等专项整治，加强跨界水体保护治理，

推动联防联控联治走深走实。

彭水县通过整合公安、共青团、妇联等力

量，建立了三级河（库）警长体系，创建了巾帼

志愿河长、青年志愿河长队伍，形成了行政执

法与检察监督的合力。同时，该县全面完善“河

长+检察长”协作机制，会同黔江区、酉阳县、丰
都县等区县联合巡查乌江、芙蓉江、郁江、中井

河等跨界河流，实现了河长制共管共治。

完成郁江示范河流建设。聚焦“防洪保安

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

进水文化”目标，高质量完成郁江市级示范河

流建设。作为郁江彭水段的亮点之一，庙嘴地

区地理位置优越，景观视线良好。彭水县通过

精心设计，将该地区水位线 213米-235米之
间的区域进行改造，总面积 8715平方米，硬质
面积 3900平方米，绿化面积 4815平方米，临
水一侧保留现状河滩，设计流线型的休息平

台，以庙嘴亲水平台为中心，打造集防洪护岸、

慢行休闲、健身(跑步)为一体的滨河空间亲水
特色景观带。

建强农村水利
助力乡村振兴

加快提升农村供水工程建管水平，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支撑保障。

常态化开展农村饮水保障动态监测。持续

开展农村饮水保障情况动态监测，加大脱贫户

和水源薄弱地区监测频次，发现问题及时清

零，确保脱贫户及监测对象户饮水安全问题不

反弹。

持续实施“一改三提”工程。全面启动实施

善感石盆、鹿鸣漆园等规模化供水工程，升级

改造诸佛乡珍加、龙塘场镇等小型标准化供水

工程，通过实施“三个一批”工程，逐步改善农

村供水设施条件。

彭水县善感乡幅员面积 78.81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 7282人，已建成水利项目 125处、水
利规划实施乡村振兴项目 13处。

加强机制建设
增强行业管理能力

落实安全“三管三必须”要求，深化水利建

设、运行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落实“六项机

制”，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加强资金绩效管

理，树牢“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念，确保

资金安全、效益充分发挥。

稳步推进小水电清理后续。扎实做好小水

电站清理整改后续，加强生态流量泄放监管；

开展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过生

态修复治理、优化运行调度、强化行业监管等

措施，全面推动绿色水电发展。郁江流域还实

行了“先退后补、三年兑付”的小水电清理整改

工作方式，为解决资金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方案。

新时代新征程上，彭水县将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的重要指示精神，守

牢一条线（河道岸线），管住一粒砂（加强河道

采砂），融入一条带（郁江流域产城景融合发展

示范带），建设幸福彭水。

重庆彭水：加快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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