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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长江支流绿色答卷

—
—

四川推进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

刘

畅

内江市位于四川盆地东

南部，境内 95.7%的土地面积属

沱江流域，是四川省唯一将沱江作为饮用水水

源的城市。沱江穿内江城区而过，沱江（内江段）

流域面积超过 5000 平方公里，城区水环境质量

直接影响着沱江水质。

“守”在沱江边，内江却曾受困于“水”。曾

经，内江城区水体黑臭严重程度在四川 21 个市

（州）中排名第 2 位，是全国 108 个严重缺水城市

之一，市域范围内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无一达

标⋯⋯治理沱江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言而喻。

为推动沱江水质全面改善，内江市实施沱江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内江已经实现从受

困于水到因水而兴的转变，沱江再现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的景象。沱江之变，是四川强化上游意

识、确保长江清水东流的生动缩影。

经过治理，内江市 11 条黑臭水体变成了风

景秀丽的湿地公园，与 180 公里的沿江绿道一同

守护沱江岸线。2023 年，内江入选第十一批国家

节水型城市。在强力推进工业倍增计划和流域

管控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作用下，2023 年内

江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9.4%，工业和技改投资

分别增长 51.1%、36.5%。

综合治理

3 月 20 日，记者来到内江市东兴区新江街道

红光村十二组农户陈霞的家，两层小楼外原有的

沼气池已经废弃，不远处是 2022年 10月新建的一

体式污水处理池。“以前，沼气池处理粪污臭气熏

天，生活污水直排进田埂旁的小沟；现在一条约

10 米长的入户支管把我家排放的生活废水、粪污

接入处理池进行处理，环境变得好多了。”陈霞说。

顺着陈霞家屋外的田埂前行，500 米外便是

沱江。村里 1000 多户居民依据户均人口数量修

建了大小不一的污水处理池。东兴区新江街道党

工委书记黄波告诉记者：“政府通过‘以奖代补’的

形式，引导农户投工投劳修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并给予每户 1500 元的奖补资金。处理池采

用物理过滤、生物降解、植物截留等工艺，满足了

农村污水处理和农地浇灌等需求。”

家 住 沱 江 边 ，共 饮 沱

江水。作为内江城

区 的 饮 用 水

水源，沱江水质的优劣关系着千家万户，全力推

进水环境治理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硬仗”。

沱江源头附近的山区有丰富的磷矿资源，受

磷化工行业影响，这条清流刚出大山就已经被污

染了。曾经内江的工业布局基本以沿江建厂为

主，工业废水对内江沱江段造成了严重污染。受

地处浅丘径流低值区和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等因

素影响，内江资源性、水质性、季节性缺水严重。

多重因素叠加，内江沱江段的治理难度不言

而 喻 。 为 了 打 赢 这 场“ 硬 仗 ”，内 江 首 战 是

“关”——关闭沱江内江段 161 个排污口，沿岸

317 家不合规企业被清理。再战是“建”——总投

资约 85 亿元建设 83 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最后

一战是“护”——11 条黑臭小河变身 11 座湿地公

园，共护城市秀美风光。

“小青龙河是沱江左岸一级支流，流经内江

东兴区境内的河段全长 58公里，被识别为黑

臭水体的河段全长17.1公里。”东兴区住

建局工作人员高龙介绍，2019 年

9 月建成的内江市第二污水

处理厂对沿岸生

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沿河还建成了 28.8 公

里截污干管，“双保险”杜绝污水下河。此外，辅

以开展河道内源整治、强化面源污染治理等工

作，小青龙河水质已由劣V类提升至Ⅲ类。

内江市曾因制糖产业发达而有“甜城”的美

称。站在天宫堂拦湖大坝上，甜城湖美景尽收眼

底。“以前甜城湖畔流传一句顺口溜，‘塑料瓶、甘蔗

渣，看得游人眼睛花’。现在的湖面不仅没有了塑

料瓶和甘蔗渣，甚至连树枝等漂浮物都很少见，甜

城湖执法大队的队员们负责巡护，清洁队的 20 多

名队员负责打捞垃圾，日复一日，从不间断。”黄波

不仅是东兴区新江街道党工委书记，也是一名镇级

河长，他所巡护的7.5公里河段正好经过甜城湖。

从推进水环境治理到带动水生态修复，再到

涵养水源，近两年，沱江流域内江段出境断面水

质稳定保持在Ⅱ类，水环境质量达到 20 年来最

佳水平。

内外兼修

很难想象，内江守着偌大的一条沱江，居然

会面临“缺水”之困。

内江属于四川盆地降水、径流低值区，来水

量有限，境内无大型水利骨干工程，水资源调剂

能力弱。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南经

济区一体化和内自同城化发展的深入推进，用水

需求刚性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内江“解渴”，要在“内外兼修”上做文章。

对内，内江针对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覆盖率

在 90%以上，对重点工业企业和非居民公共用水

单位下达年度用水计划，要求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100%安装节水型用水器具。此外，内江还在

城区建设了 4 座再生水利用设施，对谢家河、益

民溪等沱江支流河道进行生态补水。

“谢家河再生水厂日处理污水能力是 1 万

吨，经过处理后，水质远高于国家一级 A 标准，其

中有 70%的再生水用于谢家河生态补水，还有

30%用于城区公用建筑冲厕、公园植被浇灌、道

路洒水降尘等。”四川水汇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宋忱馨说。

2023 年，内江城区共利用再生水 1877 万立

方米，形成了以绿地浇洒、道路冲洗、河道生态补

水为主的再生水利用体系。其中，用于绿地浇

洒、街道冲洗、消防和建筑施工等的再生水，已累

计产生经济价值约 1500 万元。

变废为宝，针对再生水的利用，内江还有妙招。

隆昌市响石镇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被

鱼塘、农田包围着，经过“潜流湿地+表流湿地”

主体工艺深度净化后的尾水形如小溪，在湿地间

流淌，并最终成为 1 公里外龙市河稳定的生态水

源补给。“水经过湿地净化后，日均为龙市河补水

700 立方米，湿地建设还能美化农村环境，一举多

得。”隆昌市水生态环境管理股股长罗兴良说。

隆昌是内江下辖的县级市，属于水资源极为

贫乏区。通过实施《隆昌市主要河流生态补水工作

总体方案》，当地近3年来已对市区4条主要河流实

施生态补水 8368万立方米。为解决水源不足的问

题，隆昌还实施了隆昌河流域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

综合整治试点项目，串起隆昌的河流水系脉络，再

引入沱江水为其补充水源，让水系“活起来”。

对外，内江正在通过省域调水的方式寻

找“解渴”之道。

眼下，位于内江市市中区凌家镇的向家坝灌

区内江供水管道工程项目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

施工场景。待半年后完工，该工程每天将为内江带

来20多万立方米的金沙江水，城区100万居民的生

活用水将得到有力保障。届时，金沙江将和沱江一

起形成内江“江河并举、双源供水”的新局面。

2023 年 6 月，第十一批国家节水型城市名单

公布，内江成为全国 16 个入选城市之一。内江

还获评全国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全国

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

产业增绿

治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治污、节水外，

老工业基地内江还肩负着产业转型、绿色发展的

重任。

2020 年 1 月 1 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开始实

施，针对甜城湖及沱江沿岸禁捕退捕的“号角”随

之吹响。曾长期在此处作业的 90 多艘渔船经过

半年时间全面完成禁捕退捕。经过清理整治和

长期生态修复，鱼翔浅底、人护清流的生态图景

徐徐展开。

沱江沿岸的禁捕退捕政策经历了从专项整

治向常态监管的平稳过渡，沿江产业则在科学规

划、合理引导中实现了转型。

内江停止了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企业的审

批，一手抓工业企业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工作，一

手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式、

高端化发展。

废水测量堰、放流槽、排放水槽⋯⋯隆昌立

旺食品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各类处理设施一应

俱全。旺旺集团隆昌总厂工务部主管邓德春介

绍，当前处理站日处理污水 600 万吨，这些污水

最终会排入沱江的支流隆昌河。随着产线增加，

今年上半年公司还将投资 300 万元新增一座污

水处理站，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除了确保企业实现清洁生产、达标排放外，

根据产业发展布局之需，内江针对部分新建园区

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与内荣农高区再生水

厂“相连”的就是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

“示范区共有涉水企业 23 家，以食品、制药类

为主，他们排放的污水通过 14 公里管道接入水厂

进行处理。水厂日均污水处理能力为1.25万吨，出

水标准可达国家再生水 B 类。再生水除了为就近

的河流提供生态补水外，还可以用于景观、工业用

水等。”隆昌市碧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姜

城焰告诉记者，为了匹配示范区将来发展可能新增

的污水处理需求，该项目还预留了二期建设用地。

对于符合环保标准的传统优势产业，内江要

求相关企业做好节能降耗工作，建立严格的水资

源刚性约束机制，全面落实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和

计划用水管理制度。

在此基础上，内江加快产业转型的步伐，加

速推进工业倍增计划，推动工业发展结构优化、

动力转换。

“埃普诺年产 30 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

总投资约为 105 亿元，是国内已正式启动的规模

最大的硅碳负极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项目副

总经理张玲介绍，硅碳负极新材料具有能

量密度高、生产能耗低等特点，项目建成后将

填补内江电池负极材料产业领域空白。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裁任

永春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抗肿瘤和注射剂

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在研项目超

过 100 个，正在打造的高端绿色药物产业延链项

目前景可期。”

2023 年，除了工业和技改投资增幅位居四川

省前列外，内江实现工业税收 28 亿元，同比增长

25.1%，其中工业增值税增长 46%，对全市经济贡

献度明显提升。

人水和谐

占地 500 余亩的谢家河湿地公园紧邻甜城

绿道，是当地人的休闲好去处。只见一汩汩“清

泉”从公园的一座假山缝里冒出来，顺着石阶流

入谢家河，最终汇入沱江。这股“清泉”的来源正

是公园附近的谢家河再生水厂。

谢家河湿地公园所在地是内江中心城区人

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曾经的谢家河因生活

污水直排入河，水质浑浊不堪，是内江城区的 11

条黑臭水体之一。随着谢家河再生水厂于 2021

年 7 月投入运行，水厂周边生活污水的收集和处

理工作随之启动。这是内江市首个地埋式污水

处理厂，可日均处理城市生活污水近 8000 吨，经

过处理后的清澈水源不仅可以作为谢家河的生

态补水，还可为环绕在水厂四周的海绵公园提供

绿地浇灌、公厕冲洗等日常用水。

近年来，随着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沱江水

生态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内江全面完成了市区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仅如此，沱江沿岸还建起

了 39 处绿廊绿道、湿地公园，内江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 17.61 平方米。

沱 江 岸 边 的 花 萼 湿 地 公 园 也 同 样 游 人 如

织。“公园核心区所在地原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

在保留原有自然山体和松林植被的同时，我们充

分发掘独具内江特色的文化元素，打造了仿古建

筑花萼楼、以碑刻为主景观的文化广场等。”顺着

四川水汇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花萼湿地公园

项目总监张洪涛手指的方向，篮球场、极限运动

场等便民运动场所映入眼帘。这座公园占地面

积为 23 万余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15 万平方米，

已经成为当地的热门景点。

公园被绿道串联，装点了城市的美，造就了

人水和谐的幸福场景。在黑臭水体治理、滨江水

环境建设等涉水专项工作加快落实的同时，内江

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建设达标区域面积达到

33.12 平方公里，并于 2023 年 7 月成功入选系统

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四川省级示范市。一

批批海绵公园、海绵小区、海绵广场应运而生。

“管道通了，路面平了，院子变得更整洁了。”市

中区新华路西二巷小区住户周淑珍对小区的变化

竖起了大拇指。2021年，内江市住建部门牵头，对

这个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的小区进行了“海绵体”改

造。曾经破损的路面被改造一新，植草沟、蓄水模

块被巧妙地布局于小区的开敞绿地，排水体系得以

重塑，小区实现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

“一水环抱九十余里而邑居其中”，其中“一

水”指的是沱江，“邑”则指内江。“母亲河”的蝶变

重生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从 2016 年

至 2022 年，内江累计投入治水资金 186 亿元，其

中政府投入 101 亿元，引入社会资本 85 亿元。长

远来看，内江的目标是确保沱江水质

常年稳定在Ⅱ类，沱江土著鱼类

等 水 生 生 物 种 群 逐 渐 恢

复 。 一 体 治 理 守 护

“母亲河”，任重

而道远。

沱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沱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也也

一度成为四川乃至长江上游污染一度成为四川乃至长江上游污染

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加强沱江流加强沱江流

域水生态综合治理域水生态综合治理，，是筑牢长江是筑牢长江

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上游生态安全屏障、、高水平推动高水平推动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一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一环。。如如

何做好长江支流治理何做好长江支流治理，，让沱江再让沱江再

现水清岸绿的景象现水清岸绿的景象？？如何提升沿如何提升沿

江产业的江产业的““含绿量含绿量”，”，并将生态效并将生态效

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重要支流的治理，是长江流域水环

境改善的关键环节。全域统筹、干支流

互动、系统治理，才能实现长江大保护

“攥指成拳”，为经济发展腾出环境容量，

为产业转型提供环境空间。

沱江流域覆盖了四川省城镇最集

中、人口最密集、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

其水资源开发强度位居四川省各流域之

首。面对污染困境，以内江为代表的多

个沿江城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决打赢

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四川境

内沱江国考断面全流域达标贡献了一己

之力。

以流域为单元，推进高水平治理。

四川省此前印发的《沱江绿色发展经济

带建设总体方案》以流域为单元，一体规

划了沱江沿线 6 市 28 个县（市、区）的发

展，找到了一条打破行政区划藩篱，谋求

环境共治、效益共享的新路径。这一做

法并非四川独有，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

在流域综合治理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和

行之有效的举措。例如，湖北按照长江、

汉江、清江 3 个一级流域和 16 个二级流

域片区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以流域

为单元一体谋划，是以生态资源特点和

产业发展方向为立足点，遵循流域经济

发展规律，联动上中下游协同发展的治

理良策。

以绿色为底色，勾勒出高质量发展

的亮丽风景线。四川提出以沱江干流两

侧岸线 1 公里范围内区域为重点，打造

拥江生态经济绿色发展轴，强化重点港

口枢纽功能，促进流域内自由贸易试验

区、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新区等高能级

平台联动发展，发展先进制造业、壮大特

色优势服务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

形成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探索绿色

发展转型新路径，已经成为沱江乃至整

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点工作。

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不是一道“单选题”，只有不断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

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发 展 与 保 护 不 是 单 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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