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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川渝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
印发《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典型案例
汇编》，发布了13个川渝毗邻地区联合
治水管水典型案例，系统总结了部分川
渝毗邻地区联合管河治水的典型做法和
创新经验。

自2020年以来，川渝两省市建立健
全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机制，深
化联合治理、开展专项整治，推动川渝毗
邻地区管河护河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
一调度、统一管理，河湖乱象得到有效遏
制，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河流管理
保护水平全面提升，共筑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取得积极成效。

据生态环境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川渝跨界河流25个国控断面水
质达标率为100%，较实施河长制前提高
4个百分点。

开展联控行动
解决跨界河流清漂问题

大陆溪是长江左岸一级支流，辗转
流经重庆市永川区、四川省泸县，汇入长
江。以前，由于上下游、左右岸推诿扯
皮、责任不精准、不落实，共管河段水生
植物及漂浮垃圾密布，严重影响河流水
质及周边环境。

为彻底解决跨界河流清漂问题，永
川和泸县认真落实川渝联防联控精神，
建立镇级跨界河流合作机制，大陆溪毗
邻乡镇成立了联合治理指挥部，建立了
定期联合巡河和长效清漂保洁机制，签
订《永川区朱沱镇、合江县白沙镇大鹿溪

河长制工作、水生态协同治理协议》，双
方在共管河段上游增加了拦漂设施，分
段管理，费用共担，每月清漂保洁不少于
1次，漂浮物不出界，效果接受监督，定
期进行考核通报。

据川渝河长办联合推进办公室负责
人李大松介绍，2020年以来，川渝河长
制联合推进办公室持续联合印发《川渝
河长制联合推进工作要点》，以深化川渝
河长制联动协作机制，加强跨界河流水
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为重
点，按年度明确2021、2022两年重点工
作共计25项，确保各级联防联控机制不
断建立完善，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交流合
作更加务实有效。

协调“一体化”推进
跨行政区划治理污水

重庆梁平区文化镇街道与四川达州
开江县任市镇新街乡老街社区场镇一桥
相连，互为左右岸，新盛河上游一级支流
文化河穿流而过，一河跨两省市。

2020年，新盛河的国控断面出现了
水质连续超标的问题。两地在排查中发
现，在文化镇与任市镇的界河，多处居民
聚集点将生活污水直排河道，对新盛河
水质产生了影响。

由于地理位置等历史因素，任市镇
新街社区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
网，污水处理成为棘手难题。“能否把新
街社区的污水输送到文化镇污水处理厂

去处理？”开江县提出了这种跨行政区划
的污水治理方式，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
的，但如今却迅速得到了两地的认可，经
协商达成一致——老街社区生活污水经
雨污分流后，通过污水管网接入文化镇
污水处理厂免费处理。

“能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得益于川渝
两地日益深化的河长制工作合作机制。”
川渝两省市互派挂职干部、重庆市河长
制工作处欧承建副处长介绍，为推进联
动治理，推动基层广泛深入合作，川渝河
长办还联合汇编了23条主要跨界河流
一河一策河流保护方案，确保跨界河流
保护管理工作统一规划、统一治理，行动
同步、措施协同；提出了要共建示范河
流，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川渝
跨界示范河流样板。

•新闻多一点•

全国首创
川渝两地成立

跨省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室

2020 年 6 月，川渝省市河长办在全
国首创成立跨省河长制联合推进办公
室，签署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水利合
作备忘录》，发布了《川渝跨界河流管理
保护联合宣言》，并建立了跨界河流联合
巡查、联合治理、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监
测预警、信息共享、联防联控、问题处置、
协同管理等9项合作机制。

据统计，2020年以来，川渝两地省、
市、区县各级各地签署河长制领域合作
协议102个，开展联合巡河超135余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柴枫桔

四川合江县白沙镇、重庆永川区朱沱镇联合清理共管河段水生植物。

两地共护一江清水

川渝跨界河流25个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简阳市南山坳村：

小小油菜籽“榨”出村集体经济未来

近日，简阳市镇金镇南山坳村“两
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将一桶桶菜籽油
送到买家——帮扶单位简阳市纪委机关
干部手中，让大家在吃到绿色、生态的食
用油同时，也为南山坳村菜籽油拓宽了
销路。

“今年粮油价格好，我们通过对接帮
扶单位等多种渠道销售，村集体经济一
季度收入达到17万元。”6月21日，在接
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南
山坳村第一书记杨泽坤说。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南山坳
村立足打造片区高标准粮油基地，2021
年以来，通过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流
转土地300亩，用于种植水稻、玉米、油
菜、蚕豆等特色粮油蔬菜，在进行机械
化、规模化种植的同时对产品进行深加
工，推动农业提档升级。

农机助力
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

初夏时节，南山坳村集体经营的
200亩油菜陆续进入收割季，收割机在
田间来回穿梭，油菜割荚、脱粒、秸秆粉
碎一气呵成。

“收割机一小时可以收割5亩地，而
同等工作量需要10个人1天才能完成。”

南山坳村党总支书记李力心说，通过与
镇上的农机专合社合作，3台收割机2天
便完成了200余亩油菜的收割，极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

今年，南山坳村集体种植的油菜、蚕
豆在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方式下，产量较
往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油菜产量达3.5
万余斤、蚕豆达8万斤。

刚刚收完油菜，插秧机在田间穿梭，
翠绿的秧苗就被整齐插入田间，省时省
力的耕作方式引得大家纷纷称赞。

农产品深加工
提升产品“附加值”

一斤菜籽能卖到2元至3.5元左右，
且受行情影响较大，但如果将菜籽榨成
菜籽油，1斤至少卖10元，且价格比较稳
定。今年，南山坳村改变了以往只销售
初级农产品的经营模式，不仅销售初级
农产品，还探索农产品深加工，将部分菜
籽榨成菜籽油进行销售。在村“两委”与
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南山坳村通

过提前对接商家找好“订单”，最终村集
体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17万元。

杨泽坤说，以往卖的都是初级农产
品，价格低，受市场行情影响较大。通过
土地流转，由村集体经济股份联合社统
一经营，规模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同
时也提高了销售端的议价能力，通过农
产品深加工提高了村集体的收入，也壮
大了集体经济。

土地流转
带动群众增收

“我种了几十年的地，现在土地流转
了，不仅每年有租金，村集体需要人工时，
我还可以去帮忙，挣点劳务费。”向村集体
流转了5亩地的南山坳村村民毛淑芳说。

通过土地流转，农户不仅能获得每
亩每年800元的租金，同时可以受雇于
村集体，获得一笔劳务收入。

“我们的商标已在申请中，南山坳村
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农特产品品牌。”杨
泽坤说，接下来南山坳村还将流转更多
土地，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大力发展

“优质粮油”“绿色蔬菜”等产业，推广机
械化、规模化种植。同时，还将对农产品
进行精深加工，实施商标助农品牌战略，
创建以“南山坳品牌”为核心的系列农产
生鲜品牌，将“产品”变“商品”，提升该村
农产品附加值，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采用收割机收割油菜，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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