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4月18日 星期四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责任编辑 杜静 编辑 朱丽 美编 赵磊 专题

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 号 本报法 律 顾 问 ： 何 佳 林 13908228502 办 公 室 ： 028—86632091 总 编 室 ： 028- 86641711 028—86646411 地 方 新 闻 部 ： 028—86242769 广 告 经 营 中 心 ： 028—86642864 邮政编码： 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每份零售价： 1.6 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36 号 本报法 律 顾 问 ： 何 佳 林 13908228502 办 公 室 ： 028—86632091 总 编 室 ： 028- 86641711 028—86646411 地 方 新 闻 部 ： 028—86242769 广 告 经 营 中 心 ： 028—86642864 邮政编码： 610031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每份零售价： 1.6 元 本报激光照排 成都兴弘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缺水，曾是蓬溪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现
实，全县区域性缺水、季节性缺水情况较突出。

为了脱离“十年九旱”之苦，上世纪70年代，
蓬溪组织动员数万干部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意
志与勇于拼搏的干劲，在县域内修建了一座赤
城湖，赤城湖的建成，基本保障了蓬溪的农业灌
溉与生活用水。

虽然有了赤城湖，但该湖的靠天积水并不
能完全满足蓬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用水需
求。

于是，一场更大的谋划在蓬溪展开。
蓬溪，除了发挥本县的力量外，主动寻求民

主党派支援，也成功寻到了民盟中央、民盟省委

的帮助与支援。2016年，在多方努力之下，一个
足以彻底解决蓬溪缺水问题、名为蓬船灌区工
程的水利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蓬船灌区工程即从 100公里外的武都水库
引水到蓬溪，并在蓬溪县文井镇修建白鹤林囤
蓄水库来承接水，建渠系 11条共 174.9千米。该
工程惠及绵阳、南充、遂宁三地，将彻底解决蓬
溪县全境和船山区、南充市西充县部分工农业
缺水问题，惠及群众150万人。

引一泓清水，显卓越担当。蓬船灌区工程是
四川省11项重点水利工程之一，属于四川省“六
横六纵”引水补水生态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遂宁建市以来单体投资最大、受益群众最多、

施工战线最长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从规划到
实现，前后历经20年，总投资36.69亿元，可新增
年供水量2亿立方米，控灌面积94.7万亩。

经过多年奋战，水到蓬溪，2023 年 12 月，
蓬溪船山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第一阶段通水验
收。如今，项目正在加快进行收尾工程，省蓬
灌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将于 2024 年
完成水利厅通水验收工作，全面发挥项目效
益，为遂宁市建设“西部水都”提供坚实的水
资源保障。

三月下旬，正逢春耕时节，在白鹤林水库，
记者看到，清澈的水在风中荡起层层波纹，青山
白云在水中映出生动的倒影，水库旁修建起的

观景步道与观景台格外精致。据悉，目前水库蓄
水水位达 403米，蓄水量约 3300万立方米，下游
灌区的用水有保障。

武都引水，让蓬溪这个革命老区的 70万人
民有了“一泓清水”，让这个“川中旱区”有了“玉
露甘霖”，它不仅彻底解决了蓬溪人用水的问
题，还将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蓬溪，将不再是“十年九旱”之地，而是兴水聚水
的福泽之地。

念好“水”字经，做好“水”文章，随着蓬船灌
区工程通水验收工作的加速推进及更多配套举
措的大力实施，蓬溪之水将从“短板”变“长板”，
并由此激活“滨湖经济”一池春水。

蓬溪：激活“滨湖经济” 赋能“以水兴县”

遂宁市蓬溪县，由于特殊地理
环境，曾是十年九旱的“川中旱地”，
如今，“滨湖经济”正澎湃。

滨湖经济，是蓬溪近年来提出
的新理念，也是蓬溪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方向，作为全省为数不多的
临湖大县，蓬溪充分发挥临湖优势，
培育水文化、优化水环境、壮大水产
业，誓将一汪清水化作经济发展的
强大动能。

滨湖经济，背后有怎样的深意？
蓬溪，地处嘉陵江与涪江分水岭，属
于典型的资源性、工程性丘陵缺水
地区，尽管县域内河湖众多，却无法
将其产业潜能尽数发挥，如今，随着
国家“十三五”期间 172 项重大水利
工程之一的蓬船灌区工程的建成投
用，蓬溪缺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产业现状也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
“山清水秀”的本底和“高山流水”的
底蕴，蓬溪发展滨湖经济，打造“山
水田园典范城”，其力已聚，其势已
成，其兴可待。

蓬溪，建置于东晋，钟灵毓秀的蓬山溪水孕
育了厚重璀璨的历史文化。在这里，诗圣杜甫曾
作散文名篇《唐兴客馆记》，李时珍写成中国古
代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治河全书》的作者清
代名臣张鹏翮亦从蓬溪走出。

继承和发扬传统山水文化。近年来，蓬溪大
力实施“寻山问水”“近山亲水”“仰山慕水”“守
山护水”行动，将山水、文化、城市、中式传统美
学和现代生活融合在一起，突出湖河为媒、山水
相会理念，整合高峰山 4A级景区、芝溪河绿廊、
白鹤林水库、赤城湖等县域山水文化资源，构建
了县域“一山两廊三库四湖”山水空间格局，打
造“山水田园典范城”，书写了崭新的蓬山溪水
文章。在山水的滋养下，蓬溪先后获得国家卫生
县城、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省级首批全域系统
化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县、全省县域节水型社会
建设达标县、全省第一批乡村水务改革试点县
等荣誉。

2021 年下半年，一份调研翔实、措施明确
有力的《遂宁市建设“西部水都”实施方案》在

遂宁印发实施。该《方案》以加快建设西部闻
名、全国知名的“西部水都”为目标，细化形成
构建水都空间格局、实施水都工程建设、开展
水都景观打造、挖掘水都文化底蕴等 7 个方面
18项重点任务。

对标《遂宁市建设“西部水都”实施方案》，
蓬溪围绕“三县三城”建设，积极探索滨湖经济
发展路径，充分发挥白鹤林水库综合效益，加
快建设山水田园典范城市。蓬溪县委书记黄亚
军表示：“蓬溪以水兴业，全力发展滨湖经济，
正是为全市打造‘西部水都’献智献力的生动
实践。”

滨湖经济，成效显著。在滨湖经济的赋能
与助力之下，2023 年，蓬溪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实现 209 亿元、增长 6.2％。第一产业增加值增
长 4.1%，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市第二；第
二产业方面，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3%；服务
业方面，全年各景区（点）共接待游客 1174.8 万
人次、增长 9.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9.3 亿
元、增长 8.7%。

去年 10月 9日，以“加快发展滨湖经济助力
‘西部水都’建设”为主题的滨湖经济发展盛会
在蓬溪召开，来自国内知名的经济学专家和学
者，就持续深化“盟遂合作”，深入推进水资源保
护、利用和转化，推动滨湖经济绿色高质量发
展，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等建言献策，为蓬
溪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蓬溪要抢抓绿色消费大趋势，以建设‘水
韵蓬溪·魅力滨湖’绿色消费示范区，彰显蓬溪

‘水韵蓬溪·魅力滨湖’的生态特色，激发县域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
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研究智库主任兼首席专家、西南财经大学成渝
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教授建议，蓬溪
要充分彰显其绿色生态比较优势，充分激发和
释放绿色消费需求，推动绿色制造和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转型，促进蓬溪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蓬溪将依托重大水利工程，构建全
域山水格局。聚焦生产、生活、生态，依托蓬船灌
区工程，实施“一引四带”和河湖联通工程，完善

渠系“入园区、达场镇、进村落、到田间”等渠系
毛细血管，建成以白鹤林水库为枢纽、重要河湖
为支点、管道渠系为脉络的全域自流灌溉体系，
构建布局合理、生态良好，丰枯调剂，多源互补、
调控自如的水资源共享生态水网。全面融入遂
宁“西部水都”，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滨
湖生态发展模式，实现城湖共生、拥湖发展。

同时，进一步推进山水资源转化，促进绿色
经济发展。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加快推进四川红海创建 4A级旅游景区、积极推
进高峰山智慧旅游（二期）建设项目，深挖本草
文化资源，创响“本草纲目诞生地”地域名片，开
发滨水休闲游、城市观光游、水上夜游、体育健
身游等一批旅游新产品，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以“蓬”山“溪”水打造绿色经济发展新引擎。

蓬溪，将以山水为良媒，绘制更加美好的山
水长卷，全力打造“山水田园典范城”。

（廖振杰 张琳琪）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共蓬溪县委宣

传部供图）

引水，如何带活县域经济，使短板变成长
板呢？走访了蓬溪县相关部门后，记者找到了

“解锁”这个关键词。
蓬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敬成明

告诉记者，在四川的众多县城中，濒临大湖的
县城并不多见，独特的临湖环境，本可以为经
济发展带来澎湃势能，但过去却因缺水，束缚
了该优势，而今“解锁”，解开的正是被束缚的
滨湖优势。

赤城湖，解的是文旅价值的锁。赤城湖，因
其清幽的岛屿，秀丽的山水而闻名，有“蜀中
西子”的美誉。过去，赤城湖是蓬溪县人民的
饮用水水源地，赤城湖并不能展现出其文旅价
值，如今，饮用水水源地从赤城湖变为白鹤林
水库，赤城湖的美丽景色重回大众视野。走进
赤城湖，记者看到了宛如西子般的湖面，看到
了湖边新建的分外动人的赤城湖生态文化长
廊。

黑龙凼，解的是特色农业种植的锁。走
进位于蓬溪县明月镇南部的黑龙凼产业园，
记者看到该园区充分发挥黑龙凼水库丰富

的水资源优势，以非金属元素硒为特色，发
展富硒金薯、富硒小麦、富硒水稻等 2000 余
亩。

白鹤林“水美新村”，解的是农文旅价值
的锁。依托白鹤林水库，蓬溪人在这里建设了
大健康产业园，以自然水生态为主题，围绕

“山水之美、乡风之美、产业之美、宜居之美、
融合之美”，发展现代农业、农旅融合、非遗文
化、康养等产业。完成高标准农田整治 1600
亩，发展稻渔综合养殖，打造“鱼米之乡”。白
鹤林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四
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四川省乡村治理示范
村。

此外，墨砚湖、四川红海、蓬发湖等水域，都
因蓬船灌区工程盘活了整个蓬溪的水系水网而
受益，对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解
锁效果。这些产业，不仅会聚集更多人气，更会
让本就是农业大县的蓬溪“如虎添翼”，献力天
府粮仓建设。

为农业解锁，也为工业解锁，敬成明告诉
记者，缺水也曾让蓬溪的工业经济发展受到

束缚。他说：“为保市民饮用水，每逢旱季，建
筑工地都要停工，此外，在招引工业企业的
时候，缺水也带来很大的局限性，现在，这些
问题迎刃而解，蓬溪工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

时机。”
引一汪水、润一座城、兴一片业，蓬溪，其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拥有令人期待的
想象空间。

苦干五十年 从“川中旱地”走向“以水兴县”的福泽之地

接续奋斗 绘制更加美好的蓬溪山水长卷

澎湃势能 解锁“滨湖经济”润城兴业

香溪谷公园新地标锦鲤书坊

香溪谷

赤城湖新地标云舟码头

鸟瞰赤城湖

2023年10月9日，以“加快发展滨湖经济 助力‘西部水都’建设”为主题的滨湖经济发展会议
在蓬溪召开 （张琳琪 摄）

滨湖经济发展面对面座谈会现场
（张琳琪摄）

白鹤林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