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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日报讯（记者 刘 彤 古 峨）近日，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綦江页岩气田勘探

获重大突破，首期探明地质储量1459.68

亿立方米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这

标志着我国又一个超千亿立方米的大型整

装页岩气田诞生。

据了解，綦江页岩气田位于綦江区和

贵州省习水县境内，处于四川盆地川东南

盆缘复杂构造区，是我国盆缘复杂构造区

发现的首个中深层、深层页岩气大气田。

通常而言，埋深超过3500米的页岩气，被

定义为深层页岩气。綦江页岩气田的页岩

层埋深从1900米跨度到4500米，主体部

分埋深大于3500米。

“深层页岩气上覆地层复杂，存在着页

岩埋深大、地应力多变等多项世界级难题，

对技术要求高，勘探开发难度大。”中国石

化勘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

说浅层页岩气开发是将“羊肠小道”扩建为

“高速公路”，那么深层页岩气开发便是在

青藏高原上开山架桥，修建复杂交错的“盘

山公路”，勘探开发难度高。

中国石化攻关团队通过对地下1320

多米的岩芯进行1万多次化验分析，揭示

了深层深水陆棚相页岩孔隙发育与保持机

理，创新形成深层页岩气“超压富气”新认

识。

与此同时，针对前期探井测试产量低、

不稳定的问题，攻关团队创新形成深层页

岩“密切割、增压扩体、均衡延展、保充填”

立体缝网压裂技术，该技术初步打通了深

层页岩的“七经八脉”，犹如在青藏高原建

起了村村通、户户通的盘山公路体系，页岩

气沿着这些立体通道源源不断涌流而出，

提产效果显著。深层页岩气单井稳定日产

连破30万立方米、40万立方米、50万立方

米三道大关，深层页岩气压裂技术逐步成

熟。綦江页岩气田的勘探开发为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了新的

清洁能源开发基地。

“綦江页岩气田的发现揭示了盆缘和

深层页岩气具有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开

辟了新的规模增储上产阵地，发展了页岩

气成藏富集理论认识，形成了‘看得准、打

得快、压得开、能高产’的可复制的关键配

套技术。”中国石化勘探分公司涪陵项目部

经理杨云龙表示，下一步，中国石化将开展

新一轮攻关，按照勘探开发结合原则，进行

地质、物探、工程一体化系统研究，整体部

署，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进一步提升单井

产能，实现规模增储上产。至2025年末，

形成一定规模的产能建设。

綦江页岩气田探明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正在钻探的綦江页岩气田丁页17井。 綦江日报特约通讯员 吴先勇 摄

长江三级支流小安溪，从铜梁虎峰、旧

县等10余个镇街蜿蜒而过。该河流是铜

梁区境内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

之前，伴随着小安溪铜梁段沿线6家

造纸企业日夜轰鸣的机器声，两岸企业所

排污水使河流到处泛着白沫，小安溪成了

铜梁承载污染负荷最重的河流，水质一度

为劣Ⅴ类、Ⅴ类。

而现在，小安溪河清水流淌、水鸟嬉

戏。河畔两岸生态廊道，群众享受着青山

绿水带来的“生态效应”。

小安溪的变化是铜梁水环境改善的最

好体现。近年来，铜梁区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市总

河长令，通过铁腕治污，累计排查并督促整

改河库污染问题2900余个。境内涪江、琼

江、小安溪3条市级河流水质达到Ⅲ类，其

余河流水质持续向好。

造纸产业的绿色“变形记”
落后产业必须在青山绿水前止步。

2021年开始，铜梁区大力开展小安溪河流

域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作，制定落实“关停

转改6家造纸企业”等38项流域城镇生

活、工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重点任务措

施。

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的上游意识，在

这里变得无比具象。铜梁区6家曾经在当

地吸引不少劳动力就业的造纸企业，按照

要求和时间进度全面完成了对造纸生产线

的拆除、职工妥善安置，实现产业退出，提

升小安溪河环境容量和污染自净能力。

“特别难。但是国家的大政策，我们必

须要支持。”十几年前，有过造纸厂工作经

历的北碚人田刚来到铜梁虎峰镇，创办起

一家造纸厂。虽然也购买了污水处理设

备，但是水质远达不到排放标准。

取缔纸厂的行动在加速。田刚痛下决

心关了纸厂、卖了设备。然而，前路在何

方？这4000多平方米厂房难道就闲置下

去？

当地党委政府没有将纸厂一关了之。

全区除了支付6家造纸企业1500余万元

以奖代补资金，还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关停

企业转型发展。

在政府支持下，田刚将4000多平方米

厂房，一部分转型为纸箱厂，专门生产鞋

盒；一部分租出去给别的业主开汽摩配件

厂。

工厂又开起了。不同的是，没有了之

前的废气废水排放；之前被遣散的本地务

工人员也回来了，在家门口又有了一份新

的工作。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小安溪河总是很

清澈。但是后来开始变臭，总是泛着白沫，

周围厂区一排水，鱼就死得一片片的。现

在明显又清亮了。”童年的那条河回来了，

虎峰镇水鸭村冉荣强也回来了，返乡创业

开起一家模具厂。

生态环境好了，特色经果、生态水产、

绿色蔬菜和山地特色产业逐渐成为了虎峰

镇现代特色产业发展主导方向。绿水青山

间，一片欣欣向荣。

“涪江山居图”再现
在铜梁区安居镇杨乐村，沿江而建的

民居距涪江最短的直线距离不到100米。

江水碧绿，炊烟袅袅，绿树红花掩映农房。

“我们涪江被评为全市最美河流了，真

的实至名归。”说起涪江这三年来的变化，

村民周光伦一脸自豪。

但是在过去，涪江却曾经受到破坏和

污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涪江

流域的开发，采砂船舶大量增加，沿江各类

码头、化工厂林立，铜梁人赖以生存的饮用

水源地水源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

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铜梁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涪江流域治理工作，对影响河

岸生态环境修复的27家非法砂石码头予

以全部拆除。关闭后的砂石码头全部用作

河道生态修复用地，涪江真正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

“以前江边有大大小小的采砂场，江水

都是浑浊的。现在江水清澈，风景好，周末

节假日几十上百辆车开过来耍，热闹得

很。”杨乐村8组村民骆绍明过去在涪江采

砂，“河长制”实施后他主动拆除了采砂

船。本来想着只能外出务工的他，在当地

党委政府引导下搭乘涪江水质改善的“快

车”，把自家农房小院装饰一新，开起了农

家乐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服务。

“现在采砂场全部关停，非法采砂船都

被拆除了，渔船也都上岸了，过去采砂的村

民现在都把自家房子打整出来办餐饮、开

农家乐和民宿。”安居镇杨乐村党支部书记

杨叶告诉记者，现在江水清澈、风景好，路

也修好了，群众享受涪江水质改善的红利，

走上了一条乡村游、古城游的致富增收之

路。

从“毛细血管”截污断源
侣俸河是涪江的二级支流。在侣俸场

镇一侧的侣俸污水处理厂，重庆环保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每天忙碌而有序

地进行设备操作——经过处理后的水，水

质达到能够直接排进侣俸河的标准。

在涪江另一支流平滩河旁，“老场镇”

陈秀英每天晚饭后都习惯到河边散步。“前

几年的平滩河堆满了水浮芦和水白菜，还

飘着白色垃圾。”陈秀英说，现在平滩河经

过综合整治，河水变清了，两岸变绿了，环

境变美了，镇上的居民每天都要到河边走

一走，锻炼锻炼身体。

据铜梁区平滩镇建管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之前由于场镇部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

缺失，导致沿线200余户居民的生活污水，

在进入污水处理厂的过程中在排污管网中

产生大量沉淀，同时部分老化管网破裂后

污水渗出。为避免对平滩河造成污染，平

滩镇在这一老旧片区新建5个沼气池，同

时对河道进行清淤、更换部分管道，确保生

活污水应收尽收，排入平滩河的水质达到

城镇污水排放标准。

铜梁落实第2号市级总河长令，近3

年来累计投入7亿多元，完成城区5万吨

污水处理厂国标一级A技改造和24座镇

级污水处理厂的技改，并启动了污水处理

厂排水末端再净化；实施160多公里城镇

雨污分流管网新改建扩建，全面取缔了塘

库肥水养鱼。经过处理后排进江河的水质

污染因子得到更严格控制。

以“河长制”促“河长治”，坚持建设与

保护并举，通过加强江河防洪护岸综合治

理、农村面源污染整治和水域清漂，铜梁正

着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

幸福河流，提升河湖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让广大群众分享河湖治理生态

福利。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据《铜梁报》

铜梁：铁腕治污 以“河长制”促“河长治”

涪江美景 铜梁报通讯员 周天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