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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是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

3 月 22—28 日是第三十八届“中国水

周”。当前，重庆正全面推进水网建设和水

利惠民项目。

3月20日午后，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金刚沱泵站施工现场，工人正忙碌而有序

地进行着最后的土建环节——泵站厂房上

部结构施工。

今年内，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以下简

称渝西工程）将完工投用，而金刚沱泵站是

整个渝西工程最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

工程投用后，每天将有280万立方米的长

江水，通过金刚沱泵站流向渝西，为该区域

“解渴”。

口渴
渝西片区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市水平

三分之一

“重庆坐拥长江、嘉陵江、乌江三江过

境，有大小河流5300余条，水资源看似丰

富，却分布不均。”市水利局调水处处长胡

江介绍，重庆多为丘陵山区地形，河流汇水

急、退水快，过境水量虽大，但水资源利用

难度高，工程性缺水制约明显。

这种情况在渝西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受地理环境制约，渝西地区水资源禀赋先

天不足，人均水资源量仅581立方米，是全

市人均水资源量1882立方米的三分之一，

同时还面临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等严

峻问题。

另一方面，渝西地区处于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主轴线上，是我市未来工业化、城

镇化的主战场，是新增产业和人口的重要

聚集区域，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

“渝西工程就应运而生了。”胡江解释，

这里说的渝西地区，包括沙坪坝、九龙坡、

北碚、江津、合川、永川、大足、璧山、铜梁、

潼南、荣昌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面积

1.1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千万。

经过多轮调研和规划论证，我市确定

了通过泵站、调蓄水库、输水管线从长江、

嘉陵江调水补给的方案，最终形成“南片大

集中、北片小组团”的渝西水资源配置格

局，通过新建工程与渝西地区现有水源工

程联合调度，构建水安全网络保障体系。

据了解，渝西工程建成后，每年将从两

江“提水”10.12亿立方米，渝西地区近千万

名城乡居民生活和工业供水保证率也将提

升至95%，农业灌溉保证率提升至75%。

“渝西工程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渝西地

区‘口渴’问题，还能极大改善区域水生态

环境。”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周兵认为，这项

工程将为推动渝西地区产业发展、人口集

聚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与保障，对促进区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取水
金刚沱泵站只需 80 多秒便可灌满一

个标准游泳池

土石方开挖总量超300万立方米，最

大垂直开挖深度达81米，年平均泵水量逾

6亿立方米……3月20日，记者在江津区

油溪镇看到，经过3年多建设，渝西工程的

“龙头”——金刚沱泵站主体工程土建部分

已基本完工，即将进入机电安装阶段。

作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水源泵站，金

刚沱泵站的抽取能力异常“强大”，按其额

定28.6立方米/秒的抽取能力计算，这座泵

站只需80多秒，就能将一个2500立方米

的标准游泳池注满水。

“金刚沱泵站是整个渝西工程最重要

的控制性节点工程，超过一半的供水来源

于此。”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蒋捷告诉记者，金刚沱泵站作业内容

多、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尤其是取水

头部和水下管道安装需在枯水期进行，建

设过程必须抢抓有利时机。

为此，项目部采用旋挖钻机和水下破

碎锤进行高效水下开挖，还与国内水力机

械龙头企业合作，自主研发了中低扬程大

流量离心泵叶轮模型，使转轮效率高达

91.32%，此项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工程建设历经几个高温夏季，为避免大体

积混凝土在高温状态下浇筑产生裂缝，项

目部一方面优化混凝土“配方”，一方面采

用冷水拌和降温，同时利用北斗定位系统，

确保施工精度和工程高效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渝西工程还是我市首

个全生命周期应用数字化技术的水利工

程，构建起集智慧设计、智慧建管、智慧运

维于一体的智慧水利系统。比如，在金刚

沱泵站BIM指挥中心，利用数字孪生技

术，就可通过大屏幕进入虚拟在建的金刚

沱泵站，借助三维漫游方式了解这座泵站

从基坑开挖到底板浇筑再到基坑回填、面

上建筑的施工全过程。

供水
建临时取水趸船解决过渡期部分地区

用水

3月17日，长江江津段兰家沱。离岸

数十米的水上，停着一艘155米长、35米

宽的取水趸船，4台离心泵带动4根800毫

米口径的取水管，深入水下约1.6米处，24

小时不间断取水。

“这艘取水趸船日均送水10万立方

米。若没有它，我区滨江新城、德感工业园

区、双福片区的居民小区和企事业单位的

供水肯定会告急。”江津区水利局供水管理

站站长李琴说。

自2021年7月开始，该取水趸船平均

每天取水30万立方米，其中三分之一进入

3公里外的新德感水厂，供应江津部分区

域，其余的水通过管网经德感泵站和西彭

水厂，向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璧山区等

地供水。

“在渝西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打破了

水利工程建成才发挥效益的传统观念，而是

以急用先建的方式，能早一天就尽量早一天

缓解供水矛盾和压力。”胡江告诉记者，早在

工程建设初期，他们就建造了这艘长江中上

游规模最大的临时取水趸船，应急解决工程

建设过渡期江津长江以北地区、西部科学城

重庆高新区和璧山区7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

水。截至目前，该取水趸船已累计向上述地

区新增供水1.5亿立方米。

最迟今年底，这艘取水趸船的使命将

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每天280万立方

米长江水，经由金刚沱泵站“调入”渝西地

区。

此外，渝西工程其他项目也正加速推

进中。比如，草街泵站项目部正紧锣密鼓

安装调试机电，朝着本月底嘉陵江干线通

水的目标全力冲刺，到时，璧山、北碚两区

的160万人口将不再“口渴”。

“我们正加密调度频次，倒排工期、打

表推进，力争在今年内实现全线通水目

标。”胡江透露，截至2月底，渝西工程完成

投资进度85.76%、工程实体总量超87%，

完成投资和实物工作量均超序时进度，“按

此进度，整个工程将比计划提前4—6个月

完成。” 据《重庆日报》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将于今年完工——

从两江“提水”渝西不再“口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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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杨 琢 罗冠骁）3月21

日晚，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共重庆市委

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重庆市大足

区人民政府、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历时两

年联合打造的舞剧《天下大足》，携世界文

化遗产的千年气韵登陆杭州金沙湖大剧院

歌剧厅，正式开启全国巡演第四站的演

出。21日至22日两天，该剧为杭州观众奉

上了三场艺术盛宴，通过舞蹈语汇创新诠

释大足石刻的文化精髓，引领观众穿越时

空，感受唐宋匠人凿石成史的壮阔篇章。

大足石刻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

产，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等并列为世界

八大石窟。为激活这一文化瑰宝的当代价

值，舞剧首次将聚光灯对准大足石刻工匠

这群平凡创造者，以“工匠精神”为脉络，通

过师徒传承、兄弟携手、家庭羁绊等多重情

感维度，再现唐宋时期巴渝大地上的艺术

觉醒。

全剧以10个篇章、100分钟的凝练叙

事，铺陈跨越400余年的石刻开凿史。序

幕以雷霆之势拉开帷幕，数十位舞者以刚

劲有力的肢体语言模拟凿石场景，肌肉线

条与鼓点节奏共振，再现古代工匠“力与

美”的劳作史诗；有的则以灵动轻盈的群舞

勾勒市井生活的鲜活图景，与石刻中“牧牛

图”“养鸡女”等经典造像形成艺术呼应。

自2月底启动全国首轮巡演以来，《天

下大足》已相继在重庆、南宁、合肥引发观

演热潮，杭州站的观众也满怀期待走进剧

场。看完出场时，观众李女士心情激动地

说道：“超出我的预期了，编舞和剧情蛮好

看的，中间有一段采莲舞蹈，讲述的是匠人

们的妻子的一些工作，然后中间还有一段

是他们各自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完场之前

的一场舞蹈，讲的是传承让我蛮感动的，以

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去重庆看大足石

刻，感受不朽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精湛的

技艺。”

在剧场外大厅里，“集美大足”展览和

“大足文创快闪店”也同样人气爆棚。观众

们细细欣赏着大足的石雕展品、邓家刀、笛

女酒，在文创快闪店，观众们排队购买媚态

观音花冠书签、大足石刻明信片、时刻旅行

家盲盒手办等大足石刻文创产品。

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与地方政府深度

合作的典范，《天下大足》不仅是一次艺术

创新，更承担着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使

命。据了解，该剧将继续奔赴苏州、天津、

福州、厦门、长沙、深圳等城市，让更多人在

剧场中遇见大足，在舞蹈中读懂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千年石刻雕凿者的故事跃然舞台 文化盛宴掀起观演热潮

舞剧《天下大足》全国巡演杭州站完美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