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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母 亲 河 ”变 了 模 样
——成都锦江水生态治理情况调查

锦江是成都的“母亲河”，有府河、南河两条

干流，起于都江堰，于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出境，

全长 150 公里，流域面积占成都市 14%，承载了约

46%的人口。源远流长的濯锦之江是成都平原

的生命水脉，也让城市因水而兴，铸就了天府之

国的富饶与繁华，书写出一幕幕江与城的烟火

传奇。

在 2016 年 1 月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2018 年 4 月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到了府河成都

段黄龙溪的污染问题，强调要总体谋划、久久为

功。四川省和成都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在锦江治理中坚持从全流域治理出发，系

统全面推进。

一锤接着一锤敲，必然大有成效。如今，锦

江流域水生态明显改善，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

三趾鸥等珍稀动物造访锦江。治污、管护、筑景、

成势⋯⋯锦江水生态治理已经成为长江上游水

生态治理的样板和缩影。

从根源解决问题

从全国范围看，像锦江这样流经千万人口超

大城市的河流并不多，也因此造成了水环境容量

与城市高速发展失衡。经年累月，不少小毛病成

了“顽疾”。

成都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孔建华感叹：

“以往住宅小区对排水管网建设不够重视，地面

上的房子盖得很漂亮，但地下的排水管网却时常

出现雨污混流现象，最终汇入锦江的污水对水生

态破坏较为严重。”

孔建华说：“要杜绝污水下河，就要顺着管网

‘捋’。以成都中心城区为例，市政管网末端连接

着住宅小区、公共建筑、企事业单位等近 1.4 万户

排水户。排查治理好这些源头，才能从根源上解

决污水下河问题。”

1 月 24 日上午，成都下起小雪，原本雨雪天

定会污水横流的城市绿洲花园小区路面整洁，标

明“雨水”和“污水”的井盖有序排列。

成都市金牛区农业和水务局水务科副科长

刘春晖说：“小区管网曾常年雨污混流，4 个化粪

池出口均发生过塌陷，当雨水、污水从污水井满

溢出来后，小区物业只能组织抽水泵将污水导排

入自接管道，并最终排入就近的市政管网。800

多户居民受内涝困扰已长达 10 年。”

刘春晖介绍，2022 年 7 月，政府部门投入资

金 354 万元，并委托成都市金牛环境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对小区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并更换、

修复管道 600 多米，

耗时两个月，

最终解

决问题。

自 2021 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采取区级财

政出资、市级财政补贴措施，对中心城区已查明

存在问题的排水户展开统一治理。截至目前，已

完成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病害治理、雨污分流改

造共计 11028 户，雨污混流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如今，成都中心城区已建有污水管网 3042

公里，共分为 7 个排水区，经最终处理后的污水

会被分别排入沱江和岷江水系。

一方面完善管网建设，另一方面要杜绝雨污

混流、管网带压运行、雨水管网及排涝设施标准

不足等问题。为此，城市的大小街道每天分布着

上百个工程组对市政管网进行检修，其工程量已

实现中心城区建成区排水管网全覆盖。

成都已在锦江流域 1201 个市政排口安装视

频监控及水质监测设施，通过信息化、账册化管

理，实时掌握“水从何处来，流往何处去”。为收

集排水管网存在的各类问题并清疏管道，搭载高

清防水摄像头和照明设备的内窥摄像检测系统

机器人也被“请”进了市政管网。

记者见到成都兴蓉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司业

主单位现场代表何传宇时，他正带领施工队维修

金牛区交桂一巷 11 号院附近的市政管网。何传

宇说：“按照现场踏勘、拟定工作计划、业主审核、

组织实施、成果校验等流程，我们以社区网格为治

理单位，每个网格涉及地下管网大约 100公里。”

双流区黄龙溪镇大河社区党委书记、村级河

长陶海龙感触颇深，“看得见的污水直排口堵住了，

河水变清了”。作为锦江流出成都的出境地——黄

龙溪国控断面部分监控范围位于该社区。陶海龙

说：“现在巡河重点关注面源污染，清除河渠淤堵

物、清捞水面漂浮杂物，确保岸坡没有垃圾。”

要从根本上改善水环境质量，推动实现生态

价值创造性转化，再生水综合利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环。2023 年年底，成都最大再生水综合利用工

程——锦江区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进入全线试

通水阶段。位于成都市第九再生水厂西侧的地

埋式泵站日均为锦江流域供水 70 万吨，全长 11

公里的管道从泵站接出后，将由西南向东北方向

输送再生水，保障生态补水。

控源截污、流域清淤、清水补水等环环紧扣，

步步为营，“有口皆查、有水皆测、有污必溯”是锦

江治污的有力保障。

靠技术加强管护

通过成都市河湖保护和智慧水务中心大屏

幕，工作人员高誉轩不仅可以识别河长，还能清晰

地看到巡河动态、频次、问题解决率等

信息。高誉轩说：“从屏幕中

心位置可以看到，成

都市青羊区范围

内 ，有 一 位

区 级 河

长 和

10 多位镇、村

级河长正在巡河。”

曾经，成都市各类水

务信息获取主要依靠自下而上

的逐级人工填报和审核来完成。因缺乏智慧

化管理手段，造成河长制管理效率低、数据资源

支撑不够、问题处理不及时等问题。2022 年，《成

都市“十四五”水务发展规划》制定，成都全面推

进以数字孪生为驱动的智慧水务体系建设，空间

覆盖全面、属性填写完整的成都水系“一张图”被

纳入融合共享的水务智慧“大脑”，为河长制智慧

化管理赋能。

双流区黄龙溪镇副镇长、镇级河长何建立介

绍：“打开‘智慧巡河’应用程序，我的巡河轨迹便

被成都市河湖保护和智慧水务中心抓取，平均每

10 天巡河一次，遇到问题必须及时填报处理。”

2023 年 12 月 1 日，《成都市河长制规定》正式

实施，这是成都出台的首部河长制政府规章，标

志着成都市河长制工作实现了从“有章可循”到

“有法可依”的转变。

自 2017 年实施河长制以来，成都各级河长

巡河 515.7 万余人次，发现解决问题 18 万余个。

目前，成都地表水水质总体呈优，地表水断面优

良水体率达 100%。

高誉轩轻点鼠标，成都市域范围内的 525 条

河流、235 个水库、2726 条渠道的信息便出现在

河湖保护和智慧水务中心的大屏幕上。

高誉轩说：“河流蜿蜒，犹如蜘蛛网一般，绝

大多数最终会汇入锦江。我们通过锦江流域水

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远程控制水利模型和闸

坝，可以实现河道生态水量、景观蓄水、通航水位

的精准研判和智能调度。相较以前水量配置还

需要逐个给闸站值班室打电话，现在精细化、智

慧化管理的水平有了大幅提高。”

成都市河湖保护和智慧水务中心主任刘盛

君向记者介绍，2021 年 7 月，同属长江上游的成

都、德阳、眉山、资阳 4 市携手打造了河长制 E 平

台。河长制 E 平台实现了 4 市河长在线巡河、问

题协办、指挥调度功能，提升了“四地同城”河湖

现代化治理管护能力，为全国都市圈首创。

自河长制 E 平台启用至今，该平台注册河长

共计 1.43 万余名，汇聚各类巡河业务数据 1.33 亿

条，发现河湖水环境问题 12.9 万个，协调处置问

题 12.7 万个。

信息化建设对陶海龙、何建立等河长而言，

带来的变化还包括巡河方式。比如，针对人无

法到达的河道死角，长约 1 米、巡航长度近 60 公

里的 5G 智能无人船可以派上用场。通过回传

高清视频，不仅可以确定污染源，还能监测和分

析沿途水质。

目前，锦江上下游已设置 100 余个水质自动

监测站，一旦发现主要污染物指标异常，监测站

便会立刻生成数据并上报至成都市河湖保护和

智慧水务中心，而通过人工监测问题并上报则需

要花费半个小时。

今年是成都污水治理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

之年，科技支撑助推了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从

降本增效角度来看，2020 年至 2023 年，成都排污

管网维护工程量超此前 10 年总量，单位长度维

护成本降低近七成。在共同努力下，成都已全面

消除黑臭水体，连续两年地表水断面优良水体率

保持 100%。

让江景回归生活

走进占地面积约 14.72 万平方米的骑龙中水

湿地公园，清泓环绕、蓝绿交汇。在溪流湿地区，

清水栈道被乔木、水生植物包围，在不同的季节

呈现出不同的景观效果，三五游人漫步其中，好

不惬意。

成都市骑龙净水厂工作人员唐夷超说：“这是

成都面积最大的垂直流人工湿地公园，也是成都

首个地下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湿地公园。它不仅

是市民休闲的场所，还是一个‘巨型净水器’。”

唐夷超介绍，公园的下方“隐藏”着 52 套垂

直流人工湿地系统，这些系统包含进水配水渠、

陶粒填料层、碎石填料层等，通过过滤、吸附、共

沉等环节，可实现每日净水 8.5 万立方米，净化后

的水最终被排入锦江支流黄堰河。

370 米长的黄龙溪廊桥位于双流区黄龙溪古

镇，廊桥所跨越的锦江处于成都出境断面。桥下

蜿蜒的锦江绿道依河而建，串起了黄龙溪古镇上

的客栈、农家乐、铁匠铺。游人沿绿道前行，既可

以穿梭于古镇间，又可以欣赏江景。

年近 70 岁的黄龙溪镇大河社区居民王海龙

说：“现在水鸟的种类越来越多，前段时间河里还

出现过娃娃鱼，岸边空气清新、河水清澈。”王海

龙回忆，他小时候夏天最期待下河摸鱼。后来河

水被污染，钓上来的鱼也不敢吃。如今经过治

理，儿时的锦江又回来了。

1 月 4 日上午 10 点，90 余名冬泳爱好者从黄

龙溪老码头跃入锦江，一场精彩的冬泳比赛拉开

帷幕。除了连续两年举办冬泳比赛，黄龙溪镇还

在 2023 年端午节期间举行了龙舟赛。这些传统

活动的回归得益于锦江水质的持续改善。过去

42 个月，黄龙溪国控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Ⅲ类，

其中有 14 个月达到Ⅱ类。

水岸街坊船，锦江不夜天。与水为邻、依水

而兴，水质改善带来的生态红利越发明显。摆盘

精致的毛肚、鸭肠、黄喉等火锅食材环绕在鲜香

沸腾的牛油锅旁，这样的场景亮相在“夜游锦江”

火锅主题游船上。坐在通透的玻璃大船中，游客

可以一边吃火锅一边赏江景，这是味觉与视觉的

双重享受。今年春节假期，“夜游锦江”作为成都

发布的 16 个特色节日主题场景之一，实

现整体客流量 38.82 万人次。

从上游都江堰到下

游黄龙溪，总长度约

200 公里的锦江

绿 道 串 起 了

成都的 10

余 个 区

县，串起了沿线 23 个公园和 12 个景区。位于成

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的交子公园紧邻锦江，总

面积 83 万平方米，包含 3.8 万平方米的生态湖

区，湖区水质经治理后已达到Ⅱ类水标准。

在公园附近工作的李佳俊说：“从我工作的中

海国际中心 A 座走到交子公园只需要 15 分钟。

这里是我在工作日午休时最爱来的地方，沉浸在

花草芬芳中，让人身心舒缓。”

按照《锦江水生态治理总体规划》《锦江公园

总体规划》，成都对锦江 150 公里河道进行了科

学规划，依托中心城区河道，扩展 1 个至 2 个街区

规划锦江公园，在公园建设中构建大尺度开敞空

间、旅游地标和消费场景。生态价值向人文和美

学价值转化渐成趋势，向经济价值转化的效益也

越发明显。2023 年“夜游锦江”项目累计接待游

客 409.21 万人次，产生消费约 102.56 万人次，营

收突破 3500 万元。

为后代守好屏障

成都位于长江上游，岷江及沱江干流穿越成

都市境，都江堰灌区渠系与自然水系纵横交错形

成了成都平原水网。近年来，四川省重点流域水

质有了明显改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连续 7 年

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其中，岷江流域水质总体稳

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沱江干流水质由“十四五”

初期的全流域Ⅲ类提升至总体Ⅱ类。

江 安 河 和 鹿 溪 河 是 双 流 区 汇 入 锦 江 流 域

的主要河流，沿着江安河行走，处处呈现生机

勃勃的景象。双流区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刘崇

义告诉记者，“除了两条主要河流外，双流区还

有 17 条干渠、支渠汇入锦江，潺潺流水汇集了

我们常年管水、治水的决心，汇集了群众的期盼

与关注”。

刘崇义说，自 2018 年以来，双流区通过扩

建、改建设施管网等措施，实现双流区场镇污水

全收集，污水处理能力日均增加 36 万立方米，污

水处理标准也得到全面提升，从根本上解决了污

水下河问题。

水质的持续改善让锦江两岸清波成景，锦江

旅游已成为成都城市旅游的一个 IP，锦江两岸的

公园和绿道也成为活力十足的城市会客厅。今

年春节假期，锦江岸边的红梅花盛开，也让锦江

公园、锦江绿道迎来了一波游客小高峰。

成都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雷敏说：“成都市区首个室外娱雪公园亮相、

三色路新春滑板比赛开赛、首个联合创新咖啡品

牌推出⋯⋯春节假期，锦江公园、锦江绿道成为

市民和游客出行的优选目的地。”

雷敏介绍，2024 年春节期间，锦江绿道整体

客流约为 56.57 万人次，其中绿道沿线客流 15.25

万人次，包括“夜游锦江”项目在内，全口径实现

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65.78%。

成都依托水资源禀赋打造的水美乡村、生态

农业为锦江郊区段创造了近 10 万个就业岗位。

绿色生态、人文景观、城市发展⋯⋯锦江成为成

都的景观河、富民河。

四川作为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

肩负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任，四川省和成都市

持续推进锦江流域生态治理的决心与魄力是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缩影。

数据显示，2023 年四川省 203 个国考断面、

142 个省考断面、285 个水功能区水质首次 100%

达到优良标准，优良率分别较“十四五”初期提升

3.9 个、7.1 个、0.35 个百分点，其中国考断面优良

率在全国排名同比上升 1 位，名列全国第一，这

“3 个 100%”的 突 破 也 创 下 了 四 川 省 历 史 最 高

水平。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想
要把长江保护好，把长江经济带发展好，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起
而行之、笃行不怠，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成都的“母亲河”锦江，属长江上游岷江水系，以往存在水环境容量与城市高
速发展失衡的问题。超大城市如何进行水生态治理？成都不断丰富自己的解
法。经过治理的锦江水生态质量不断提升，串联起市民的美好生活、承载起业态
丰富的蓬勃图景，这也是长江上游水生态治理的缩影。

总体谋划、久久为功，锦江之变犹如一幅

画卷。徐徐展开画卷，既可以看到流域管理体

制的突破性发展，又可以看到厚重的水文化润

泽天府、造福百姓、带动发展的生动实践。

守护碧水清流，急不得也快不得，要的是

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定力。从治水有方到活水

兴城，历经数年的治理和打造，除了水质有了

根本改善，沿岸的城市烟火味和慢生活也成为

彰显成都风采的名片。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

辅相成的，锦江治理的生动实践从根本上推动

了城市发展。锦江治理聚焦水生态价值向美

学价值、经济价值、人文价值、生活价值转化。

例如，在锦江公园建设中努力构建大尺度开敞

空间、旅游地标和消费场景，加快促进文体旅

商融合发展，探索水生态价值创新转化的实践

路径。

“一江锦水、两岸融城”的大美人文锦江对

彰显成都的城市底蕴起到了积极作用。锦江

都市滨水公园形态已基本呈现，沿线串联三

国、诗词、“十二月市”等传统文化资源 120 余

处。“夜游锦江”项目利用大型多媒体交互新技

术再现“门泊东吴万里船”盛景，用光影勾勒出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诗意。锦江沿岸

不断呈现的文化博览场所、书院等美学生活场

景绘制出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的生活美学

地图。

作为公园城市建设载体之一的锦江正逐

渐引人聚流，带动消费活力，助力成都打造高

品质生活场景。如今，蓉城大地处处呈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安澜画面，

为公园城市建设描绘蓝绿交织的生动画卷。

从治水有方到活水兴城
刘 畅

本版编辑 王薇薇 于于 浩浩 美 编 高 妍

全长全长 150150 公里的锦江公里的锦江，，是成都是成都

的的““母亲河母亲河”。”。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图图①① 今年春节期间今年春节期间，“，“夜游锦江夜游锦江””

新航线首航仪式暨锦江公园新航线首航仪式暨锦江公园 20242024 年新年新

春歌会举行春歌会举行。。

图图②② 成都市第九再生水厂全景图成都市第九再生水厂全景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