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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临空发〔2023〕25号

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临空经济区 2023年河流水质巩固

提升方案》等 3个工作方案的通知

雁江镇、临江镇，各部门（分局）：

根据《关于印发 2023 年资阳市水质巩固提升工作方案的通

知》（资府办函〔2023〕8 号）相关要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

会组织编制了《临空经济区 2023 年河流水质巩固提升方案》《临

空经济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方案》《临空经济区农田径流污染防

治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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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资阳市临空经济区 2023年河流水质巩固提升方案

2. 临空经济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方案

3. 临空经济区农田径流污染防治指导意见

资阳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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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临空经济区 2023年河流水质巩固提升方案

为巩固我区“十三五”碧水保卫战工作成果，落实“十四

五”河流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解决突出问题，补齐环境短板，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根据《关于印发 2023 年资阳市水质巩固提

升工作方案的通知》（资府办函〔2023〕8 号）相关要求，结合

我区河流水质现状，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23 年底，我区所涉及的国、省考断面逐月稳定达优良，

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尤其是九曲河水质稳定达标。

二、工作措施

（一）加强流域水质监测和预警，精准施治确保成效。一是

根据沱江、九曲河每日的自动监控数据进行科学评估，判断水质

情况，出现数据突变或水质变差等情况立即开展分段排查，借助

监测手段精准判断问题河流段，同时开展全面排查，找到污染源

并立即制定整改方案；二是压实属地责任，各镇、有关部门加密

水质监测频次，针对水质波动较大的河流采用快检、实验室监测

等方式动态掌握水质情况。（生态环境分局、建设局、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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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雁江镇、临江镇）

（二）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提升已建成设施运营水平。一

是大力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2023 年完成雷家沟污水处

理中心及石柱沟污水提升泵站的建设，积极推进三草湾污水处理

厂及唐家山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进度；二是建立污水治理设施台

账，时刻关注污水治理设施运营情况，定期开展出水水质自行监

测及监督性监测，确保出水达标；三是强化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建

设。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投运。城镇新区建设均实行雨污分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初期雨

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局，经科局、生态环境分局、

雁江镇、临江镇）

（三）推进排污口整治，有效控制溢流污染。一是按照“控

源、截污”要求和“一口一策”工作原则对入河（湖、库）排污

口实行台账式、清单式管理，加强常态化管控；二是对新设置的

排污口要严格审批，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对已批准设置的排污

口，要稳步推进规范化整治，设立标识牌并具备采样监测条件。

（生态环境分局、建设局、行政执法局、雁江镇、临江镇）

（四）全面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一是持续开展农药、化

肥减量工作，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化肥农药使用台账，指导化肥农

药科学使用，稳步提升化肥利用率；二是根据区域环境承载能力，

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实施分类管理。所有畜禽养殖场规范建设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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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污染物达标排放；三是加强养殖尾水排放管理，根据水产养殖尾

水治理方案相关要求系统解决尾水直排问题，确保养殖尾水达标

排放。（社会事务局、雁江镇、临江镇）

（五）增强水体流动，提升生态自净能力。一是全面保障生

态用水，根据长效补水方案，积极争取河流生态补水，充分发挥

“引沱济九”工程效益，增强水体流动；二是加快雁溪湖水利工

程建设进度，增加蓄水量，做好九曲河上端屏障，调节九曲河水

环境质量。（社会事务局、建设局、生态环境分局）

（六）深入落实河长制，压实各级河长职责。一是按照《四

川省河湖长制条例》《资阳市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方案》相关要

求，推动各级河长履行好管理保护工作职责；二是各级河长要加

强调度和部署，按照规定的巡查周期和巡查事项，对其责任河湖

进行巡查，确保河长制工作落实落细。（社会事务局、雁江镇、

临江镇）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河流水环境保护和治

理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厚植生态底蕴、涵养城市

气质的重要途径。沱江、九曲河水环境治理和水质巩固提升工作

重要性不言而喻，各部门、乡镇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重要性、紧

迫性，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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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共同推进河流水质巩固提升工作。

（二）加强分工协作，落实任务分解。各部门和单位要强化

责任意识，按照各自职责以及本方案中的责任分工，进一步细化

工作措施，明确整治时间，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贯彻落实。相关部

门既要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又要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各部门

要按照各自职责定期调度整治工作进度，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

题，合力攻坚堵点难点，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确保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

四、流域管控要求

（一）沱江干流

断面：1 个，国考拱城铺断面

主要污染物：COD、总磷

主 要 污 染 物 浓 度 控 制 目 标 ： COD≤10.1mg/L、 总 磷

≤0.1mg/L

重点关注月份：4—7月，9、10 月（总磷高的月份氨氮、高锰

酸盐指数同步上升）

责任单位：建设局、生态环境分局、社会事务局、雁江镇、临

江镇

管控措施：

（1）提升污水处理厂运营水平。加快推进三草湾污水处理厂

和唐家山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沿线临江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



— 7 —

加大对运维单位监督、考核力度，督促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所有污

水处理厂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2）全面提升河湖管理能力。强化河长制监督考核，落实区、

镇、村三级河长管理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以镇为单元，分段

包干实施漂浮物打捞工作，建立各项考核机制，形成常态打捞机制。

（二）老鹰水库

断面：1 个，省考吉乐村断面

主要污染物：COD、高锰酸盐指数、溶解氧

主要污染物浓度控制目标：COD≤14.4mg/L、高锰酸盐指数

≤3.7mg/L、溶解氧≤10.0mg/L

重点关注月份：COD、高锰酸盐指数：4—8 月，溶解氧：1、

11、12 月

责任单位：生态环境分局、社会事务局、临江镇

管控措施：

（1）强化污染治理。完善库区周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

管网建设，生活污水处理后资源化利用，有效处理率达到 100%。

配备专门保洁人员负责保护区周边村庄清洁，建立村规民约，对村

民乱扔乱倒行为进行约束，实现垃圾有偿清洁，让农村生活垃圾得

到有效治理。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联动整治，关停保护区内养殖场，

建设农业废弃物处理设施，从源头上减少农村面源污染入库。

（2）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每季度组织开展老鹰水库联合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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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联防联控能力，明确各级各部门工作职责，建立职责清晰、分

工明确、协调配合的行政执法监管机制，加强对水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推进水源保护。

（三）九曲河

断面：1 个，省考九曲河大桥断面

主要污染物：COD、高锰酸盐指数、总磷

主要污染物浓度控制目标：COD≤10.7mg/L、高锰酸盐指数

≤3.1mg/L、总磷≤0.12mg/L

重点关注月份：4、5、8、11、12 月

责任单位：建设局、生态环境分局、社会事务局、雁江镇、临

江镇

管控措施：

（1）强化上游支流汇水管控。以麻柳河、老鹰河、申家沟河、

清泉河、祥符寺河 5 条支流为重点，落实河湖长制，定期开展河道、

岸线巡查，强化上游来水管控。其中祥符寺河全年水质达到Ⅲ类，

老鹰河、申家沟河、清泉河达到Ⅲ类以上的月份占到全年的 60%以

上；麻柳河月监测总磷浓度控制在 0.2mg/L以下；各支流单月水

质不得出现劣Ⅴ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逐一整改销号。

（2）深化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挖掘培育秸秆综合利用主体，

加大秸秆“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燃料化、肥料化”五化利用，

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 92%以上。加大推广农膜减量替代技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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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回收率 84%以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80%以上，建立政府扶

持、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废旧农膜回收体系。以村社为单位，形

成网格化管理，推进辖区内河道两侧农田禁用农药，减少化肥使用

量。

（3）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监管。时刻关注污水治理设施运营情

况，定期开展出水水质自行监测及监督性监测，确保出水达标。针

对临江镇污水处理厂水质波动情况邀请专业技术人员把脉，做好污

水处理厂的提标升级改造。持续关注各污水治理设施的运行效果，

属地发现异常立即反馈并要求运维单位整改。

（4）加强河道沿线管控。对在建工程区尽量优化施工布置，

尽可能的减少对地面的扰动；及时对扰动区域进行保护和恢复覆盖

目前已对河道两岸护坡铺设土工布，科学堆砌沙袋等，防止水土流

失。各镇加大河流两岸种养殖管理，鼓励农户减少化肥使用量，减

少灌溉尾水，杜绝养殖废水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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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临空经济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方案

根据省、市部署要求和《关于印发 2023 年资阳市水质巩

固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资府办函〔2023〕8 号）等文件精神，

全面开展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进一步整治渔业生态环境，持续

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建立区域内河流沿河 200 米范围养殖面积 30 亩以上规模

池塘水产养殖台账，摸清水产养殖尾水污染排放及治理情况。

建立健全长效运维监管机制，6 底前完成 50%以上治理任务，

严禁水产养殖尾水直排入河。池塘养殖面积 30 亩以下分散水

产养殖户实施养殖尾水排放申报制度，避免尾水未经治理直排

和无序集中排放。

二、工作原则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坚持“部门引导、属地负责、主体实

施、合力推进”的工作原则，按照“转型一批、退出一批、严

管一批”的总体要求开展全区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工作，系统解

决水产养殖尾水直排问题，实现养殖尾水治理后排放或循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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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构建环境友好、产品安全、产出高效的现代渔业绿色发展

产业体系。

三、工作措施

（一）科学推进尾水治理。

1.技术处理方面。通过原位处理、生态性处理等技术，以

规模场自治、连片养殖集中式治理为形式，应用物理和生物净

化处理等新技术、新工艺，加快养殖水内循环处理系统建设，

落实节能减排措施，实现养殖尾水循环利用或者达标排放。

2.控制养殖容量。按照资阳市水产服务中心印发的《水产

养殖尾水治理技术操作规程》，控制养殖容量，商品鱼养殖亩

产量低于 1500 公斤；种苗培育亩产量低于 1000 公斤；亲鱼培

育亩产量低于 300 公斤。进一步调整养殖空间，优化养殖布局，

鼓励土地流转，提高规模化养殖，确保养殖总量与环境承受能

力相适应。

（二）优化尾水综合利用。引进效益明显、品种新、污染

少的养殖新品种，大力推广混养、套养、种养结合等生态养殖

模式，集成应用节能减排、节地节水等环境友好型养殖技术，

推行使用生态制剂和微生物制剂进行水质综合调控，加强养殖

技术指导、服务和监管，加强投入品管控，禁止投喂冰鲜鱼、

动物源性饲料，规范安全用药，保持良好的养殖水体，促进水

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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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采取多种

形式，对养殖业主进行健康养殖、尾水治理等技术培训和指导，

增强渔业生产经营者的生态保护理念、尾水治理主体责任意

识，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水产养殖尾水治理的强大合力和良

好氛围。

（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各养殖业主要对养殖场进行逐

一编号，并设置标识牌；开展尾水治理的养殖场还应制作尾水

治理标识牌，公布尾水处理布局图，如不同处理功能区分布示

意图、相应面积说明等。区级联合镇级对养殖业主开展相关培

训及技术指导，镇级相关部门开展构建镇、村、养殖主体尾水

治理长效管理机制。各村做好养殖尾水日常监管。养殖主体做

好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应用和养殖尾水设施建设，使尾水达标排

放或循环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散户集中

连片治理模式。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工作在渔业

绿色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地位，强化监督考核激励。坚持领导带

头谋划，部门加强联动，积极履行职责，完善协调机制，密切

联动协作。各镇要切实履行属地职责，制定政策措施，健全工

作机制，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环节，分解落实责任，形成

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确保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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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

（二）强化政策扶持。坚持以政策引导，统筹各项资源，

充分发挥政策和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强化各级财政投入和社

会化资金的投资合力，规范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鼓励村合作

经济组织参与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

（三）强化科技支撑。养殖尾水治理工作专业性强，技术

要求高。要积极与院校、科研院所合作，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

相结合，指导业主和村（社区）科学合理制定尾水治理技术方

案，实现建成一个，有效运行一个，确保财政资金绩效，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尾水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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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临空经济区农田径流污染防治指导意见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中省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部署，高效推进全区农田径流

污染防治工作，促进我区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结合

本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聚焦重点流域沿河两岸纵

深 200 米、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重点区域，依托中省农

业资源区生态保护项目，以区域内稻田、旱地和果园在施肥时

期的氮磷流失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为重点，突出抓好生态

种养一体化、源头减量、过程拦截等工作，确保化肥农药科学

使用、减量使用，农田径流带来的水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二、主要实施内容

（一）生态种养一体化

通过调整优化种植业生产结构，种植油菜、红薯、土豆、

花生等需肥量小的作物，减少化肥施用量；加快推广稻渔综

合种养模式，发挥水稻与鱼、虾等水生动物在同一个生态系

统中共生互利的生态效应(清除杂草、减少病虫害、增肥保肥、

降低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等)，净化农田水域生态环境。

（二）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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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行农药减量控害。充分发挥绿色防控示范园区的带头

示范作用，按照“生态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

的路径，制定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方案；在蔬菜上示范推广“以

螨治螨”、食诱剂诱杀、色板诱杀，在水稻和玉米上推广赤眼

蜂、灯光诱杀等，示范推广植物免疫诱抗剂，增强作物的抗逆性、

防病能力和增产潜力；鼓励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大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高效施药机械更新换代力度，带动小农户

选择使用电动喷雾器、静电喷雾器，从而推广高效药械。

2.推进化肥减施增效。持续开展施肥情况调查、田间试验

等基础性工作，加强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数据的收集；依托化肥

减量增效示范项目，推广应用商品有机肥、配方肥、水溶肥等，

准确匹配植物营养需求，提高养分吸收效率；推动农机农艺融

合，积极推广肥料深施、水肥一体、种肥同播等技术，减少化

肥流失和浪费。

（三）过程拦截

1.修建农田生态沟渠。统筹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提前布局田埂大小、走向，修建环保田埂和沟渠。在田埂上

栽种矮杆、匍匐类、耐踩踏草本植物(如狗牙根、土地瓜)等

护埂植被。在生态沟渠中种植本土对氮磷有较强吸收能力的沉

水、挺水植物，如芦苇、慈姑、茭白、菱角等，可拦截、滞留、

吸收随农田退水流失的氮磷元素，有效治理水体富营养化。

2.稻草上岸异地处理。构建稻草收集、储运、利用体系，

重点将重点区域沿岸 50米内或易淹没农田稻草及时收集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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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稻草或作覆盖栽培，或结合粉碎深翻、堆沤、催腐快腐分

解还田，或作燃料使用。

3.推行果园生草留草。区域内现有果园采取种植箭舌豌

豆、紫云英、三叶草等绿肥或牧草，通过绿色覆盖固持土壤中

的易损失N、P，同时实行绿肥固氮还田。

三、长效机制

（一）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各镇是农田径流污染治理

的责任主体，要结合农田特点制定治理方案。社会事务局负

责农田径流污染治理项目建设的监督、指导、检查、验收，

各镇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将农田径流污染治理治理工作纳

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统一安排，并建立农田径流污染治理台

账，摸清农田径流污染治理排放情况。

（二）加强污染防治宣传引导。各镇要加强对农田径流

污染治理技术培训和指导，宣传教育和监督，引导农户按照

科学办法施肥用药，让农户树立牢固的生态保护理念责任意

识，在思想上重视农田径流污染防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三）推行用养结合的耕作模式。在污染区实行休耕，修

复治理污染耕地；在坡耕地和瘠薄地，实行生态修复型休耕；

推动低效低质区开展稻油、稻肥等轮作；鼓励其他地区推行用

养结合、良性循环的种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