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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报道：近日，农业部
在河北衡水召开全国农机深松整地作业现场
会，向全国推广河北深松整地作业技术。

河北省农机局局长张连才介绍，自 2010
年开始，河北大力推广机械深松整地作业。5
年来，河北共落实中央补贴资金 3.4 亿元、省级
补贴资金 4.4 亿元，新增各类深松机具 1.8 万多
台，累计完成深松作业面积 3100 多万亩。而
且，河北技术部门立足实际，整合旋耕、施肥、
播种、田间管理等多项技术，研发推广了振动
深松、深松旋耕整地、深松分层施肥精播等 6
类、48种型号的系列机具，提炼总结了 8种深松
作业模式，制定发布了《土壤深松机械作业技
术规范》地方标准，在国内首次提出深松快速
检测法。

张连才告诉记者，实施农机深松有效打破
了犁底层，促进降水迅速入渗、减少地表径流，
能增加土壤储水容量 15%左右。同时，农机深
松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土壤环境，有利于培肥地
力，促进根系下扎，能有效提高农作物的抗灾、
抗倒伏能力。截至目前，河北已经累计完成深
松作业面积 3100多万亩，占全省适宜深松耕地
面积的 57%。

《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利专项规划》正在编制，三地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

调控、水环境监管等方面的标准有望逐步并轨——

三地互动 共护一泓清水
——京津冀协同治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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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以来，一场场秋雨密集而至，陕西迎来今年强度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降水过程——

当 秋 汛 袭 来 之 时 ⋯⋯
本报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王 剑

秋雨绵绵落华西。9 月 7日开始，一场场
秋雨密集而至，陕西迎来今年强度最大、范
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降水过程。这次大
范围强降水过程属“华西秋雨”，陕西俗称秋
淋。水汽条件充沛，加之东、西两路冷空气夹
击，形成了这场秋淋。三秦人民翘首企盼的
喜雨，逐渐转变为雨灾。

水情专家介绍，今年“华西秋雨”呈现
四个特点：一是时间早，二是强度中等偏
强，三是范围大，四是局地暴雨频频。这次

“华西秋雨”导致了陕西一些地区洪水肆
虐，江河水涨。

雨情汛情和人民群众的安危，牵动人
心。9月 13日，国家防总工作组赶赴安康、汉
中查核灾情，指导防汛抢险抗灾工作。陕西
省防总三次组织专家组集中研判，四次发出
通知作出具体安排。

天灾不幸，可庆幸的是，由于多年来水
利工程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陕西省抗击洪

灾的能力今非昔比。暴雨洪水出现后，陕西
各级水利部门依靠建成的防洪工程及非工
程体系，强化监测，准确预报，提前调度，主
动防控，充分发挥了现有水利工程的防洪作
用，有效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看水位、测流量、报水情⋯⋯陕西水
文系统广大职工坚守洪水测报一线岗位，
密切注视汛情，实施江河洪水滚动预报预
警。陕西省防总、水利厅派出多路水利专
家分赴强降雨区指导防汛抗洪。各地加强
水库安全度汛调度，确保了大中小型水库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拦蓄
洪水削峰错峰，有效调控支流洪水，减轻
了渭河、汉江防汛压力。

经过近 3 年建设的渭河南山支流罗敷
河、柳叶河蓄滞洪工程，在这次强秋汛中
首次蓄水，拦截南山支流洪水 200 多万立
方米，改变了南山支流长期以来的防洪被
动局面。

安康市对大型水库实行联合调度，预泄
腾库，错峰滞洪，安康水库提前 43.5 小时预
泄腾库，削减洪峰 2145立方米/秒，滞洪 7小
时，既确保了东坝城区不倒灌、人员不撤离，
又保证了东坝在建防洪工程安全。

暴雨区各级防汛部门充分发挥县级山
洪灾害防治预警平台的作用，先后多次向
县、镇、村、社区和水库管理单位发出暴雨紧
急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5.03 万条，强
化落实预警、撤离、警戒措施，提前撤离转移
危险区群众 3.18 万人，最大限度确保了人
员安全。在抗击这场“华西秋雨”特大汛情的
过程中，灾区广大干部群众拧成了一股绳。
洪水来袭，陕西商洛、汉中、安康、西安、渭
南、宝鸡等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
行动，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防汛抗汛措施，排
查灾情，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最大程度地
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商洛市委、市政府连续召开防汛工作

紧急会议，要求扎实做好连阴雨洪水防范
工作；汉中市防指 2 次发布暴雨紧急预警，
镇巴、南郑、洋县、西乡、佛坪等县启动
县级山洪预警141次，镇巴、佛坪、南郑提
前转移受洪水威胁区群众 2191 人，保证无
一人伤亡；安康市防指召开防汛视频会
议，4次下发紧急通知，具体安排防汛，石
泉、宁陕、岚皋、旬阳等地启动山洪灾害
预警51次，提前撤离1704人；西安市召开
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县区政府
和相关部门加强值守，密切防范，摸清底
数，突出重点，落实责任，全力以赴做好
防汛工作；渭南市、宝鸡市先后召开防汛
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加强雨
情、水情、险情监测，确保安全度汛。

洪水不期而至，需要上下一心、团结一
致的精神，更需要功夫在平时的水利工程基
础设施以及科学调度、周密部署的有序应
对。目前，洪水消退，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

河北向全国推广深松技术

“虫口夺粮”保晚稻丰收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当前，全国大部
分地区秋粮作物已陆续进入收获期，但华南、江
南双季晚稻和长江中下游单季晚稻正值抽穗灌
浆阶段，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穗期病虫
害可能发生的重要时期。尤其今年秋季部分地
区出现“晚秋不凉”气候，可能导致晚稻“两迁”
害虫发生代次增加、危害时间延长，容易突发成
灾。

对此，农业部要求有关地区农业部门继续
打好晚稻病虫害防控攻坚战，努力实现“虫口夺
粮”保丰收。一是全面开展虫情普查，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准确掌握发生发展动态，明确重点
防控田块和关键防控时期；二是突出抓好重点
地区和重点田块，采取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群防
群治相结合措施，适时开展应急防治，严防形成
灾害；三是严格落实分片包干督导检查制度，组
织专家巡回指导，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技术
措施落实到田，全力以赴“虫口夺粮”保丰收。

京津冀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是我国
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又是人口密集区
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在京津冀一体化
发展的大背景下，水问题成为制约该区域
发展的瓶颈，京津冀该怎样解决水难题？
区域水利协同发展如何“破冰”？对此，记
者进行了调研。

水资源负荷严重超载

京津冀已成为我国水资源环境严重超

载地区之一，人们的吃水和工农业用水正

在与环境争水、与生态争水、与后代争水

“拧开水龙头，就会有清水哗哗流出，仿
佛取之不尽，但是我们不了解，现在用的水，
很多已经是明天的水，甚至是子孙后代的
水。”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京 津 冀 地 区 国 土 面 积 不 到 全 国 的
2.3%，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1%，却承载全国
8%的人口和 11%的经济总量。专家表示，
长期以来，由于水资源严重短缺和水资源
过度开发，京津冀已经成为我国水资源环
境严重超载地区之一。

京津冀地区地表水在缩减，甚至浅层
地下水也出现亏空，很多水源已经是深入
到基岩以下的深层地下水。“京津冀地区平
水年供水量为 278 亿立方米，一般枯水年
约 255 亿 立 方 米 ，供 水 量 中 地 下 水 占
70%。1980 年以来，平原地区地下水累计
超采 1550 亿立方米，地下水应急储备功能
严重受损。”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副院长李原园介绍说。

这意味着，人们的吃水、工农业用水正
在与环境争水、与生态争水、与后代争水。

“按照现在的用水水平，京津冀平水年
份生态环境用水年均赤字近 90 亿立方米，
其中地下水超采 68 亿立方米，年均挤占河
湖生态用水 15 亿立方米，枯水年份挤占生
态用水问题更加突出。”李原园说。

“这么少的水资源，要养活这么多的人
口，粮食主产区很多又在北方，京津冀面临
的水资源形势十分紧迫。”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王浩说。

除了水资源匮乏，京津冀地区的水安
全形势也引起了专家关注。“一方面长期干
旱少雨，另一方面洪涝灾害仍是威胁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心腹之患。骨干河道
防洪标准达标率不高，蓄滞洪区建设滞后，
城市防洪排涝设施不完善，发生强降雨时

极易发生城市内涝。”李原园说。
某种意义上，水的问题成为制约京津

冀一体化发展的瓶颈。找水成了京津冀地
区面临的头等大事，不仅涉及发展，更涉及
生存。这样的问题不仅京津冀存在，也成
为一些北方城市的掣肘之虞。

打破区域界限配置资源

京津冀三地不仅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而且山水相连，供水网络和排水体系越来

越走向一体化，协同治水非常必要

为了解决缺水难题，国家实施了一系列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例如，引滦入
津、引黄入冀补淀、南水北调等。5 月 21 日
国务院第 48 次常务会议以来，我国确定了
172 个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这是
在全国范围内总体布局，调配水源供给，缓
解地区水资源匮乏之困。今年初步落实重
大水利工程中央投资390亿元。

除了总体布局，区域规划也在紧锣密
鼓编制中。据了解，水利部正在组织编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利专项规划》。按照初
步规划，根据分区水资源承载能力、存在问
题和国土空间功能定位，京津冀地区被划
分为燕山太行山区、山前平原区、中东部平
原区、东部沿海带等“三区一带”。水资源
将按功能区合理调配和利用。

据李原园介绍，燕山太行山区以水土
保持和水源涵养保护为重点，严格产业准
入制度，调整种植结构，实施退耕还林还
草；山前平原区重点构建“山区水库——南
水北调中线干线——骨干输水渠道”为一
体，覆盖中东部地区的水源配置体系，发挥
对京津冀水源统筹调配作用；中东部平原
区通过南水北调东中线及引黄增加供水，
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东部沿海带加强河
口综合治理，加快海堤工程建设，保障沿海
经济区和城市防洪防潮安全。

“京津冀三地不仅地缘相近、人缘相
亲，而且山水相连，供水网络和排水体系越
来越走向一体化。这个时候，协同治水就
非常必要。”河北省邯郸市水利局局长申志
海说。

这些年，按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安
排部署，河北的水源源不断地向北京、天津
输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保障着天津和北

京水资源的正常供应。上游的水库污染了，
下游就喝不上清洁的水。天津和北京的大
水缸都盛满了来自河北的水。京津要得到
一库清水，就需要同河北合作，共同治污。

同时，国家也为河北修建水库、开发水
资源等提供了相应支持，北京和天津也为
河北治水提供了帮助。“北京的供水管网覆
盖河北某些地区，按照区划，河北要为这些
地区单独提供供水设施，投资就比较大。
区域一体化，水源调配要通盘考虑。”河北
省邯郸市水利局水资源处副处长张彦宏
说，“因此，就近调配，优化配置，才能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现在治水不但需要区域间通力合作，在
一些地方治水甚至突破了县与县、村与村甚
至田亩之间的界限。张彦宏告诉记者，去年
上半年，邯郸市出台激励政策促进土地流
转。土地流转对发展高效节水农业非常重
要。农民的种植规模提高了，大型的固定式
半固定式喷灌、微喷等技术就能落地发挥作
用。现在，邯郸的治水单元已经规模化，最
大的治水单元是 6 万多亩，最小的也有 2 万
多亩，压采地下水效果明显。

根据地区差异协同治水

京津冀的用水总量中农业用水占到

65%，因此，对农业用水需要进一步加强管

理、精确控制

天津蓟县于桥水库周边几乎看不到种
植粮食的农田，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树
林、湿地包围着“大水缸”。蓟县库区办主
任李福奎告诉记者，为了保护水源，净化水
质，靠近水库的农田被退耕还林。

对邯郸来说，农业用水更是大头，小
麦、玉米等高耗水粮食作物广泛种植，一些
地区因地下水超采而成为“漏斗区”。然
而，天津退耕还林的做法在河北许多地区
行不通，因为河北是粮食主产区，要保障粮
食基本供给。河北治水，要综合考虑水安
全和粮食安全两个问题。

在邯郸肥乡县东屯庄村，记者看到大
型指针式喷灌机正在作业。肥乡县水利局
局长郭晨亮告诉记者，因为实施了高效节
水试点工程，周边 500 亩土地上的灌溉机
井从 6 眼减少到 3 眼，亩次灌溉量由 50 立
方米至 70 立方米降低到 30 立方米至 40 立
方米，每年可节水 3.5万立方米。

据河北省水利厅负责人介绍，针对作
物种类、土地流转规模等情况，河北择优发
展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模式，提高用
水效益，改善地下水生态。

精确控制农业用水是北京治水的一大
特色。量水而行，首先要摸清水资源的家
底，北京已经开始作一些尝试，向着精确计
量、精细管理迈出步伐。

在北京顺义区南彩镇双河果园，果农
取水停水均要刷卡，用水量不再按照用电
量等粗略折算。据了解，顺义区已经投资
7427.7 万 元 ，推 进 智 能 水 表 安 装 工 作 。
2013 年实施一期工程，在大孙各庄镇、杨
镇安装水表 990 套。今年实施二期工程，
为 10个镇安装智能水表 2433套。

专家提醒，京津冀在统筹治水的同时，
要根据地区差异，因地制宜。

根据《规划》，到 2030 年，京津冀地区
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生态文明水平都应得
到进一步提升，一体化协同水治理管控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2014 寻找最美
村官”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社
会各界以不同的形式推荐和评选出了心目中的
最美村官。

据统计，我国农村基层干部超过 320 万人，
他们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带头
作用。为引导更多的人关心和关注、支持和帮
扶农村基层干部，金正大集团联手中央电视台
启动了“寻找最美村官”大型公益活动。

为推动“寻找最美村官”活动，金正大集团
实施了一系列线下运作：与各地政府和媒体合
作开展村官评选，并向央视推选，扩大活动覆盖
面；在全国面向农民和农资经销商开展“游北
京、上央视、看最美村官”活动，真正做到农民村
官农民选。

金正大集团副总裁罗文胜表示，金正大集
团一直把关注弱势群体、关心公益事业作为义
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除了推动“寻找最美村官”
活动，还积极参与其他公益活动，在高校设立爱
心基金、奖学金和科研基金，帮助农村贫困学子
完成学业；关注留守儿童，捐赠爱心书屋，让爱
心书屋成为孩子的精神乐园；还开展扶助贫困
山区、向灾区捐款捐物等公益事业，累计捐款捐
物超过 3000余万元。

“寻找最美村官”活动举行

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的农民在收获

马铃薯。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的

马铃薯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民抓紧农时抢收。

据介绍，塞北管理区今年播种马铃薯近 5 万亩，

预计产量可达 10多万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于桥水库是天津的“大水缸”，多年来，天津下大力气保护水库生态环境，保护水

资源。图为天津蓟县于桥水库上，一艘仿生 500型除藻船正在进行作业。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