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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清水，两岸青山。
一条赤水河，流经云贵川三省，三省共护。

“生态河、美景河、美酒河、英雄河”，赤水河，
有众多美誉。

四川，以酿出美酒的标准守护清江碧水，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4月 23日至 26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赤水河（四川）省级河长朱家德率队赴泸
州开展2024年赤水河省级河长巡河工作时强调，
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守护赤水河

“一江清水、两岸青山”。
4月的赤水河，微风轻拂，潮湿的河风中夹带

着泥土味，碧水百里，波光闪烁。四川，坚持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在做好常态化工作的
基础上，不断推动河湖长制工作优化提升。绿河
兴业谋发展，赤水河，长江上游这张靓丽的生态
名片，正焕发出更加动人的色彩。

绿河
让河流既要清起来更要“活”起来

走进合江县九支镇，一座现代化的污水处理
厂出现在记者眼前。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等设
施一应俱全，总磷水质在线分析仪等专业设备
上，各类数据闪烁不停……记者了解到，为确保
污水应收尽收，该污水处理厂实施了升级改造，
项目于2022年开工建设，将污水处理能力从原来
的 3500 立方米/日提升至 4500 立方米/日，目前
已完成设备安装。

在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水潦铺村污水处理
厂，各类污水处理装置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叙永
县副县长胡翔介绍，该污水处理厂采用当前较为
先进的悦承环保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将传统污
水处理整体集中到一个设备中，减小了占地面
积，缩短了水力停留时间，实现了高效处理。

处理好污水排放，让赤水河清波荡漾，正是
“保护赤水河，功夫在两岸”的题中要义。朱家德
带领巡河工作组详细了解赤水河污水处理厂建
设、处理能力、运行监管等情况，并逐一询问和检
查省第三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进度及
成效。

力争排放达标，让河流清起来的同时，更要
维护好水生态平衡、保护好生物多样性，这样才
能使赤水河焕发勃勃生机。

在位于叙永县赤水镇的赤水河一级支流小
河沟入河口，记者看到，潺潺的河水与青山交相
辉映，“科学增殖放流，保护水生资源”的标示牌
立于岸边。小河沟在此汇入赤水河，是胭脂鱼、长
江鲟等珍稀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过去也是非法捕
捞垂钓的频发区域。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叙永县严格落实《农业
部关于赤水河流域全面禁渔的通告》，加强赤水河
流域禁捕禁钓日常巡查、宣传和联合执法检查。

“执法方面，2020年至2023年，我们在赤水河
流域开展渔政执法巡查活动521次、2233人次。宣
传方面，我们在赤水河沿岸树立标牌300余块、张
贴通告5000余处、印发宣传资料1万余份。”叙永
县副县长彭羽介绍道。

涉渔案件数目是否呈下降趋势？鱼类种群和
数量是否增长？区域联防联治工作开展得如何？
听到当地负责人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肯定回答后，
工作组感到欣慰，并要求要进一步巩固禁渔工作
成果，持续用力、常抓不懈。

要确保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将禁
渔工作落到实处是“实招”，充分发挥赤水河畔水
库功能作用亦是“上策”。

群山环抱之下，古蔺县石梁子水库里的波光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该水库位于古蔺河上游彰德
街道建国村，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生态、应急
供水等综合利用的小型水库。

“我们在该水库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
模式，投放适应鱼苗 1000余尾，同时通过水库调
节枯水期生态流量，古蔺河鱼类资源量明显上
升，鳗鲡、细鳞鲴等消失多年的鱼类重现踪影，生
物多样性稳定向好。”古蔺县副县长李小波说。

这些，都是四川治理赤水河成效的一个个侧
面。目前，赤水河流域已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40.26平方千米，已增殖放流珍稀鱼类42万尾，已
将赤水河流域 1651家单位企业纳入移动执法系
统实施监管。今年，赤水河畔还高标准规划了水
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
态修复等项目22个。

兴业
实现经济效益与河流保护互促共进

“赤水河，万古流，上酿酒，下酿油。”此言道
出了自古以来，赤水河畔就是产业蓬勃、经济兴
旺之地。解决环保问题，才能让企业“轻装上阵”，
实现经济效益与河流保护互促共进。

在泸州原窖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一件对企业
而言意义重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2蒸吨/小时及以下生物质锅炉属
于淘汰类，而泸州原窖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有 4台
这样的锅炉需要淘汰。

企业负责人钟元才说：“淘汰落后产能势在
必行，淘汰后，我们将用天然气锅炉代替，新的锅
炉升温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更有助于企业提质
增效。”

提质增效的，不止泸州原窖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在四川仙潭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
积极响应赤水河保护要求，高标准建设了 3000
吨/日污水处理站。该污水处理站充分利用酱香
型酒类废水的特性，采用独特的高效厌氧循环技

术，极大降低污水处理能耗和运行费用。
在古蔺县二郎镇，浓郁的酒香中，一座现代

化的酒厂出现在工作组眼前。郎酒二郎镇基地技
改项目于2022年8月建成投运，项目严格落实各
项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要求和环保运行规定，确保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项目还配备了设施故障、
污染事故预警和污染预防应急处理设施，严防事
故性排放，环保投资达467万元。

酒香，香气四溢；茶香，同样怡人。
走进叙永县茶叶现代农业园区，记者看到，

叙永县绿色生态茶业将“绿水青山”转化成了农
户的“金山银山”。

彭羽介绍道：“园区总面积 1.4万亩，其中核
心区种植优质茶叶 5500亩，套种、间种玉米等粮
食作物3750亩，同时利用生猪等养殖实现种养绿
色循环。”园区内有龙头企业 3家、专业合作社 7
家、家庭农场 7家，带动 1297户农户参与茶叶生
产，形成了“粮食到牲畜到粪肥到茶叶”的绿色生
态种养循环一体化发展模式，收获了良好经济效
益。

为期四天的巡河中，记者看到，赤水河流域
的一个个企业犹如颗颗珍珠，将这一江清水点缀
得更加动人。接下来，四川将多措并举，持续推进
赤水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的“双赢”。

谋发展
奔赴河清、水美、人和、业兴的美好明天

全力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抓好赤水河流
域（四川）河湖长制工作，我省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1—3月，干流清池（川黔共界）国考断面平均
水质达Ⅱ类标准，醒觉溪（入长江）国考断面水质
稳定保持Ⅱ类标准；主要支流大同河两汇水（出
川断面）、古蔺河太平渡（入赤水河）两个国考断

面水质均达到Ⅱ类标准。
这些成效，是我省多年持续深耕赤水河流域

保护工作结出的硕果。
目前，赤水河已建立省、市、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五级河长责任体系，设立各级河长 88
名，其中省级河长1名、市级河长2名、县级河长7
名、镇（乡）级河长 17名、村级河长61名。

巩固成效谋发展，四川接续努力，进一步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朱家德指出，相关地方和部门要凝聚共识、
齐心协力，切实把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摆在
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强流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修复，持续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以高水平保
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严防生态环境问题反弹——持续压紧压实
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长江经济带和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等反馈问题、自查自纠问题为重点，切实
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加快推进赤水河流域小水电
拆除退出工作，保持河流生态平衡和生态流量。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严格实施《四川
省赤水河流域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工作
方案》，着力推进城乡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推动污水处理设施降废增效，实施小企业、
小作坊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确保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正常运行，切实提高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
理效能。

持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持续壮大优质白酒、农产品精深加工、
红色旅游观光等重点产业，全面推进赤水河流域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赤水河，万古流，今日的赤水河，荡漾着百里
清波，倒映着产业势能，正流向河清、水美、人和、
业兴的美好明天。

以高水平保护为支撑 绿河兴业谋发展

四川以酿出美酒的标准守护赤水河清江碧水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廖振杰 庞玉宇

巴中预计到2030年
林粮年综合产值达100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 （罗祥云 记者 何
菊）为深入推进“天府森林粮库”建设，充分挖掘
林地潜力，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近日，巴中
市出台《建设“天府森林粮库”巴中行动方案》，明
确了总体目标、重点产业、主要任务、保障措施。

《方案》提出，将重点发展以核桃、油茶为主
的木本油料，以青花椒为主的林产调料，以杜
仲、淫羊藿为主的林草中药材，以耳菇、竹笋为
主的森林蔬菜，以特色畜禽为主的林下养殖等
5大产业。《方案》细化了建设“森林粮库”现代
产业园区和高标准林粮基地、培育林粮经营主
体、强化科技支撑、塑造特色品牌等4项主要任
务，明确了积极探索建立“林长+‘森林粮库’”
机制、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完善发展“森林粮库”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要素保障等保障措施。

《方案》提出，预计到 2025年，全市林粮经
营面积将达到420万亩，年产林粮60万吨以上，
年综合产值达到 65亿元。到 2030年，全市林粮
经营面积将达到 450万亩，年产林粮 80万吨以
上，年综合产值达到100亿元。

广元6月1日起实施8措施
支持食品饮料产业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 （唐彪 记者 侯东）
近日，广元市推出《广元市支持食品饮料产业高
质量发展八条政策措施（试行）》，并将于 6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该政策措施从支持原料供应和产业配套、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创新
研发和“智改数转”、品牌创建和宣传推广、产品
销售和市场拓展、设立基金和金融赋能、人才培
养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其中
提出，鼓励“企业+基地+专合组织+农户”生产
经营模式，支持食品饮料工业企业在市域内拓
建农产品加工专用原料示范基地，对当年流转
土地新建基地面积 500亩及以上的企业，按每
亩补助50元、最高不超过10万元给予一次性补
助；对社会化招引，建成投运后且固定资产投资
在5000万元以上的食品饮料工业项目，按照固
定资产投资额的0.5‰，给予项目牵头引进人或
机构最高不超过30万元奖励；食品饮料工业企
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跨过 3亿元、5亿元、
10亿元、20亿元、50亿元，分别给予企业核心团
队 3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

在促进创新发展上，《八条政策措施》支持
食品饮料工业企业研发创新，对年度研发费用
增量高于50万元的企业，对增量部分按不超过
5%的比例，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一次性奖补；
鼓励食品饮料工业企业“智改数转”，对新获批
的国家级、省级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试点示
范企业（项目）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补等。

心贴心走基层 一线听音化民怨

“要是每个月能有人上门为我们理发就
好了！”今年初，宣汉县柏树镇大沙村党支部
书记桂定红在院坝会上得知，全村 180 多位
老人因理发问题而烦恼，他们不仅觉得前往
理发店的路途遥远，路费甚至超过了理发的
费用，而且乘坐摩托车也存在安全隐患。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桂定红迅速召集村委会成
员，决定组建一支由 7 名村社干部组成的志
愿服务队，每月 20 日定期上门为全村老人提
供免费理发服务。如今，每当每月 20 日到来，
看到义剪队员如约而至，老人们都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自“走基层、听民意、汇众智、优作风”活动
开展以来，全县 6万余名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农家院坝、工业车间等地，通过开设宣讲课
堂、组织座谈交流、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信访
接待，协调解决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办事服务
等工作的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县召开院坝
会1800余场，开展调查研究420余次，现场“会
诊”400余场次，收集民意诉求7900余条，梳理

“群众最想办的事”200 余条，现场解决问题
5900余条。

点对点汇众智 八方真言“晋位次”

“100万元！乡亲们，最近我们成功邀请在
外创业的乡友熊成返乡投资，将咱们 4社的养
猪场升级改造成食品厂，用于生产榨菜、泡菜。
今后，我们的榨菜再也不愁销路了！”院坝会
上，宣汉县马渡关镇得胜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继
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场村民顿时兴奋不

已，连连鼓掌叫好。
得胜社区群众的掌声，正是该县开展“汇

众智”等活动取得成效的生动注脚。据了解，该
食品厂预计年产值在 100万元以上，可为得胜
社区增加 20 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将直接带
动社区120余人就地就业。

宣汉立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际，聚
焦工业经济、城乡融合、文旅消费、开放合作、
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
通过开展“发展之策、基层之计、代表之言、乡
友之智、网民之声”五大活动，广泛征集社会
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为县委、县政府决策提
供参考。活动开展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热切响
应，主动参与，积极为宣汉发展献计出力，共
征集到高质量意见建议 600余条。其中，“构建

‘2+1+N’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千亿级
园区”“依托‘三条亲水走廊’，打造近郊游品
牌”“实施‘老城提质、新城扩容、外联内畅’三
大行动”，以及“打造生态园林城市”等对策建
议，为宣汉百强晋位、冲刺千亿元 GDP 目标
提供了较好的决策参考。

实打实优作风 万众同心“冲千亿”

此外，宣汉还聚焦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深入实施“赛场跑马”“精文减

会”“检视整改”“服务体验”四大行动，切实把
过硬作风转化为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攻坚克
难的战斗力、奋进跨越的竞争力。针对部分突
出问题，扎实开展“一次专项整治”“一次检视
整改”“一轮服务体验”等“七个一”活动，激发
各级党员干部在减负赋能中干事业，在检视
整改中强自律，在体验评估中提质效。截至目
前，组建 4个专项督导工作组，对全县 37个乡
镇（街道）、80多个县级部门进行了督导，开展
集中暗访督查 4次，发现问题线索 12个，督查
整改问题 20个。

干部作风的转变，激发了全县干部群众干
事的热情和动力。在普光经开区江西赣锋、浙
江正凯、广东美联、四川金海马四个百亿级项
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运输车、挖
掘机来回穿梭，一派火热的场面。今年一季度，
全县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02.67亿元、同比增长
6.15%，增加值增速达 10.9%；开工工业项目 11
个、竣工项目9个，工业投资增长超57.9%。

“作风建设，关乎党的兴衰、关乎事业的成
败。只有不折不扣抓好作风建设，才能得到群
众真心实意地支持，才能实现百强晋位、冲刺
千亿元GDP奋斗目标。”宣汉县委书记杨勇如
是说。

张平 孙伟 周浩瀚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王晓英 赵权军 文/图

国家林草局等三部门
联合开展护松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胡璐）国家林
草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三部门日前发布通知，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护松 2024”打击涉松材线
虫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通知显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集中整治
与常态化打击相结合，全面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源
管控，深入开展行业整治，全面提升执法能力，依
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斩断非法采伐、加工、
经营、运输松材线虫病疫木的利益链，坚决切断人
为传播疫情途径，确保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
攻坚行动目标如期实现，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和生物安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明确了开展线索摸排、集
中破案攻坚、开展行业整治等主要任务。

按照要求，各地要坚持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
忍”，积极开展破案攻坚和专项打击，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对跨区域、系列性案件，坚持上游下游一
起查、源头末端一起打，通过深挖彻查，依法严惩
犯罪利益链条上的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依法
查处涉松材线虫病疫木各类违法行为。

林草部门要组织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管理风
险排查整治，切实加强疫源管控；对跨区域疫木流
通违法案件，要彻查疫木源头管理漏洞，及时消除
疫情扩散隐患。海关要加大口岸检疫力度，发现进
口松木检出松材线虫或天牛的，按规定予以退回
或销毁，并及时向输出国植物检疫主管部门通报，
视情况暂停相关企业、产区的松木进口。

达州宣汉县：
“心”入基层解民忧 汇聚众智“冲千亿”

今年以来，达州市宣汉县认
真践行“四下基层“工作方法，扎
实开展“走基层、听民意、汇众
智、优作风”活动，发动全县数万
名党员干部“身”入基层、心入基
层，听民意、解民难、集真言，变
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问题为
课题，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
群众的“幸福指数”，全县上下倾
注全力“晋位次”，团结一心冲刺
千亿元GDP目标。

志愿者为留守老人进行义剪

我省迎来抢收抢种高峰时段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鲍安华）5月 5日立

夏，我省全面进入小春作物抢收和大春作物抢种
的“双抢”时段。记者从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我省

“双抢”高峰时段持续3周左右，预计5月底前将基
本完成“双抢”任务，整体进度与去年基本持平。

小春是我省粮油生产的“第一仗”，主要作物
是当下已进入成熟期的油菜和小麦。收割进度上，
截至目前，全省 2170万亩油菜中已有 900多万亩
收割完毕，占总种植面积四成以上。而作为小春主
要粮食作物，全省960余万亩小麦已有160多万亩
完成收割。农情调度表明，预计本月下旬，川内小
麦和油菜将收获完毕。

产量方面，根据农业农村厅、省气象局、国家
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等部门联合对川内 20个小
麦主产县、35 个产油大县的理论测产和典型调
查，预计今年全省小麦和油菜籽平均亩产均在去
年基础上明显增加。其中，小麦单产有望创下历史
新高。全省小春粮油创高产、夺丰收也几成定局。

大春播栽的秋粮产量占全省全年总产量八成
以上，是我省粮食生产的“主力军”，主要作物是水
稻、玉米和大豆等。目前，全省已完成秋粮播栽近
48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