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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万千气象看四川·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北川专场。会上，
北川羌族自治县委书记李昊
天表示，2025年，北川将全面建
成全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先
行县。

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
治县，治水英雄大禹故里，汶川
地震唯一异地重建县城的县。
2023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北川石
椅村基层干部群众，高兴地说：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
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
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继
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
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过
越红火。”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感恩奋进，近年来，北川“很好
的样子”不断刷新。发布会上，
李昊天用五个“新”，将北川“更
好的样子”生动描绘。

生态立县焕发“新”颜值

生态立县焕发“新”颜值。
据介绍，北川是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森林覆盖率达到 66%以
上，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率

保持在95%以上，建成绵阳全
市首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北川利用“羌食荟”区域公
用品牌赋能特色农产品提质增
效，北川苔子茶复合栽培系统
作为全省唯一的传统农业系统
入选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北川苔子茶、白山
羊肉、蓝莓进入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入选四川省第二
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来到5A级景区北川的街
头走一走，你将感受到推窗见
绿、行路有荫、出门进园的“绿
色福利”。

文旅兴县擦亮“新”名片

“文旅兴县擦亮‘新’名
片。北川按照“六个一”文旅产

业发展思路，把独特的民族文
化特色、优良的山水生态资源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发展竞争
力，全力建设全国禹羌文化全
域旅游目的地。”李昊天介绍，
北川已成功创建1个5A级、4
个4A级和1个3A级景区，获
得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牌”。

此外，“羌年”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少
年禹传奇》入选四川省年度十
大动漫IP、首播收视率高居黄
金时段全国第一，连续三年上
榜“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
百强县”。

工业富县点燃“新”引擎

“山区县也能搞工业，小县
也能干成大产业。”北川以工业

富县点燃“新”引擎。北川因地
制宜发展通用航空、文化旅游、
茶叶、食品医药、安全应急“五
大主导产业”，实施主导产业

“全链长制”，去年五大主导产
业增加值占全县经济总量近
50%。一手抓以低空经济为代
表的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力
以赴、全速推进、全产业链发
展，建成全省民族地区首座
A1类通用机场、西南地区首
家综合低空试验测试中心，开
通运营川渝地区首条低空航
线，以北川为承载地的无人机
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同时，另一手
抓中羌药材、建材、水电等传
统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保持
工业投资、技改投资50%以上
高位增长，一家企业成功创建
国家级绿色工厂。“北川造”手
性氨基酸占国内特殊氨基酸市
场15%份额，今年出口订单超
500万美元。

开放活县激活“新”动能

开放活县激活“新”动能。
北川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关键
一招，29项改革经验入选省级
以上典型案例。去年，北川大
力实施“微改革”，打破年龄、
身份、学历等限制评选“文旅
精英”并发放政府津贴，其中

茶技师吴红获评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羌绣传承人
陈云珍入选“2024中国非遗年
度人物”。

“北川是民族山区，交通是
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北川实
施交通建设大会战，近三年全
县交通领域投资保持全市前
三，九绵高速北川段建成通车，
横贯县域的茂三高速、北安高
速即将开工，实现高速到县、油
路到乡、通组道路全硬化，以交
通大开放换来发展大跨越。”李
昊天介绍。

城乡融合绘就“新”画卷

城乡融合绘就“新”画卷。
北川集小城镇、大山区为一体，
坚持县城与乡镇、新城与老城、
县城与市城区“三个统筹”，推
动城乡融合。李昊天表示，北
川加快建设绵阳北川石椅羌
寨乡村振兴先行区样板，石椅
村村委会被党中央、国务院表
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此外，北川还推动“产
城景”互动，先后获评国家园林
城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县等50余项国省级荣誉，全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降至1.9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王祥龙

五“新”描绘北川“更好的样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柴枫
桔）建设幸福河湖，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现
实需求。川渝在联合打造跨界
幸福河湖方面将开展哪些重点
工作？5月8日，川渝河长制五
周年合作成效新闻发布会在成
都举行。会上，四川省河长制
办公室副主任、水利厅副厅长
谭小平和重庆市河长办公室副
主任、水利局副局长宋刚勇作
出了解答。

“到2027年，川渝将协作建
成1条国家级跨界幸福河湖、3
条省市级跨界幸福河湖、10条
区县级以上跨界幸福河湖；到
2035年，川渝跨界规模以上流
经场镇的河流总体建成幸福河
湖。”会上，谭小平提出了未来
10年的新目标。

据了解，2024 年 12 月 30
日，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集成式标志性重大
改革清单（2025—2027 年）》，
将探索共建川渝幸福河湖纳入
改革清单。

川渝两地将重点围绕五个
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联合建立川
渝跨界幸福河湖建设“清单库”，
滚动开展川渝跨界幸福河湖建
设；二是以河流为单元，采取“一
个方案管两地”模式，共同编制、
联动实施“跨界幸福河湖实施方
案”，协同推进川渝跨界幸福河

湖建设实施、评价认定；三是出
台川渝共建幸福河湖评价指标
体系，科学指导跨界幸福河湖建
设；四是强化跨省市幸福河湖建
设要素保障，积极推动跨界河流

“数智管河”建设；五是协同完善
“党建+河长制”及“河长+警长”
“河长+检察长”等工作机制，支
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幸福
河湖建设。

川渝两地数字化智慧管理
又如何推进？宋刚勇表示，川渝
两地将打造流域共管数据库，依
托数字重庆、数字四川建设，打
破两地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等河长制责任部门涉河数据
共享壁垒，确保水文监测、污染

溯源等37项关键信息实时精准
互通，让数据真正成为跨界管水
治水的“千里眼”。

同时，川渝两地将构建智能
预警防护网。依托人工智能、卫
星遥感等技术，建立水质异常预
警、漂浮物AI识别等6大智能
模块，实现问题“及时推送、快速
响应”，大幅提升跨界河流突发
涉水事件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
能力。

此外，川渝两地将重点推进
琼江等河流“数字孪生”试点建
设，通过三维建模实现治理方案
沙盘推演，让跨界治水从“分段
管”向“全域治”、由“传统人防”
向“数字智管”转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柴
枫桔）四川、重庆同属长江上
游，山水相依，81条流域面
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跨界
河流将四川6个市、重庆12个
区县紧紧相连。守护好这片
水域生态，是川渝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5月8日，川渝河长制五周
年合作成效新闻发布会在成都
举行，会上通报了川渝两地在
河湖长制推进机制、水资源优
化配置等多个领域的成绩。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副
主任、水利厅副厅长谭小平介
绍，川渝河流联防联治，助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其
中，川渝两地坚持全域治理。
联动开展污水“治三排”、河湖
库“清四乱”、入河排污口整
治、阻水片林排查整治等专项
行动230余次，推进重点流域
综合治理，携手破解川渝两地
最复杂界河铜钵河治理难题，
长江干流川渝段年均水质稳
定达到Ⅱ类水平，25个川渝
跨界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较实施川渝联合河长
制前提高4个百分点。

同时，针对跨界流域、农
村河湖、中小型水库及城乡接
合部小微黑臭水体等，开展省

市级联合暗访5轮，发现并整
改涉河湖问题429个，跨界河
流整体面貌持续改善。

充分发挥“河湖长+”作
用，健全水利、公安、检察院等
部门联合执法、涉河湖重大问
题调查处置等工作机制，联合
开展执法行动100余次，相互
移送案件线索16件，依法打
击涉河湖违法行为。

川渝两地共同投资11
亿元，实施琼江治理项目96
个，建成文化景观、亲水休闲
等设施100余处，成功创建琼
江省级幸福河湖，打造花漫琼
江、彩虹滑道等景点，每年吸
引游客超百万人次。

此外，川渝两地强化科技
赋能，联合绘制《川渝跨界河
流特性图表集》，涵盖51座重
要水利水电工程、10个生态
流量国控断面、25个水质国
控断面等重要信息，实现跨界
河流“一张图管理”，为各级河
长开展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在琼江（遂宁段）推进数
字孪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工
作，建立水利模型8套、知识
库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7座，
建设水雨情数据汇集、河湖
健康预报预警等“三汇”“四
预”数字孪生平台。

北川云上石椅羌寨。北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川渝首条跨界幸福河湖——琼江重庆铜梁区段。
图据重庆市水利局

到2027年，川渝将建成1条国家级跨界幸福河湖
携手治水五年

长江干流川渝段年均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平

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