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一滴水流到北
京需要 15 天，如何用好来之不易的江水？
长途调运如何保证水质，是否会拉高受水
地的水价？就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
科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王浩和北京市南水
北调办公室主任孙国升。

来水主要用于生活用水

南水北调的水进京之后将会被如何利
用呢？孙国升表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
为了解决包括北京在内的沿线人口的饮水
困难，同时兼顾沿线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用
水。对于北京来说，从南水北调的供水目
标来看，来水主要作为北京的生活用水，
兼顾一些环境用水。

近几年北京由于缺水，只能超采地下
水，地下水源地可开采量越来越少，需要补
救。“南水北调来水后，可以使地下水源地
休养生息，然后利用天然降雨慢慢恢复。
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适当的用外调水
补一点。”孙国升说。

王浩说，北京在南水北调之前，有官厅
水库系统、密云水库系统、地下水系统和再
生水系统四大系统。南水北调通水之后，

就是五大系统。今后首先要用的是南水北
调的水，让地下水休养生息，把超采量慢慢
还回去。密云水库系统作为机动，一方面
补充供水，一方面择机蓄水。此外还要继
续发展再生水，做河道的景观用水、农业灌
溉用水、工业冷却用水。

一水多用还要继续加强。专家认为，
南水北调通水使北京目前的水资源现状得
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但整个京津冀地
区都非常缺水，河北特别是引黄灌区还有
节水的潜力，要继续加大节水力度，加强工
业的循环利用。

工程水质安全有保障

环保部发布的公报显示，南水北调水
源地水质是优良的，但水质的保护是动态
过程。千里江水北上，一滴水要经过漫长
的过程才能到达北方。由于主干渠的部分
有很长的一段是明渠，有人对水质问题有
担忧。

王浩说，首先是抓水源地。事实上，水
源地的老百姓为保证一江清水北流作了很
大贡献，特别是湖北十堰、陕西商洛、河南
南阳等地为保护水质，为移民安全搬迁、承
受了淹没损失。中线水源区河南、湖北、陕

西 3 省积极实施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
划，关停污染企业几千家。

其次是总干渠。总干渠全长 1502 公
里，在干线周围都有铁丝网、绿化带、隔离
带、缓冲带、保护带。从工程角度来说，整
个中线是全封闭的，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客
水进入的。对于突发性事件，从总干渠到
受水地，都有不同级别的预案，一般是当某
点出现污染事件之后，上游减水，下游关
闸，中段排空。

“就受水地北京而言，主要从两方面保
护水质”，孙国升介绍，一是如果发生原水
突发性事件，底线是确保污染团不进自来
水厂。二是采用科技手段去化解突发性水
质问题。在北京，过去各水厂之间是树枝
形的管线，现在已经建成了环形管线。这
是最理想的水网，可以有效提高供水的安
全度。

利用水价杠杆实现节水

孙国升说，今年北京水价进行调整，主
要是实行了阶梯水价。目前，全国有 10%
的城市在实行阶梯水价。水价是一个杠
杆，要合理利用这一杠杆实现有效节水。
在发达国家，水费占居民收入的比例一般

是 2.5%左右，对于亚洲国家，这个比例不高
过 0.8%，我国是 0.6%至 0.7%。

“国际普遍认同全成本水价的概念，它
包括七个要素，即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生
态成本、机会成本、工程成本、利润和税
收。”王浩说，考虑到老百姓的负担，我国对
机会成本和生态成本的费用现在都还没有
征收，等于是财政负担了。

首先是资源成本，国家对水资源进行
评价、检测、规划而对应产生的成本；环境
成本，用了水就得排水，就得治污，就得有
污水处理厂的管网和运行成本费；生态成
本，用了水，把水从河道里拿出来，河道的
水少了，河道发挥的生态功能就下降了，这
要由用水户去补偿。

还有机会成本，水源地的老百姓失去
了很多发展机会，用水户要给予补偿；再有
工程成本，南水北调投资、折旧、运行费
都要在水价里得以体现。另外，供水企业
还得有利润，国家有正常的税收。

专家表示，水价调整既要尊重经济规
律，又要考虑到弱势群体，对生活困难的人
员，要有价差的补助。王浩说，水价的制定
不仅要考虑工程的投资、运行成本和企业
利润等，还要考虑受水区的承受能力和用
水习惯。

如何用好来之不易的南水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版编辑 刘 佳

为解北方渴
修建生命线

“来了，来了”，当清冽的长江水欢涌入
北京团结湖时，首都市民的心情如同这涌
动的一湖清水，难以平静，终于喝上了长江
水，多少年的期盼在这一刻得以实现。

身处黄淮海流域的人们都知道，由于
长期干旱缺水，这一地区有 2 亿多人口不
同程度面临饮水困难，700 多万人长期饮
用高氟水、苦咸水，一批重大工业建设项目
难以投资落地，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过度利用地表水、大
量超采地下水，挤占农业及生态用水，而这
无异于饮鸩止渴。

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难题该如何破
解？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从南向北，修建
一条优化水资源配置的生命线！

严峻的现实，让南水北调工程在进入
新世纪后加快了由梦想变成现实的脚步。
2002 年 12 月 23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12 月 27 日，南
水北调工程宣告开工。

按照规划，南水北调工程通过东、中、
西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
相互连接，构建起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
互济”的新格局。

其中，刚刚通水的中线工程一期从丹
江口水库引水，主要面向北京、天津在内的
19 个大中城市及 100 多个县市，可使受水
区城市生活供水保证率达 95%以上，工业
供水保证率达 90%以上。

已经先期通水的东线一期工程从长江
下游抽水，供水范围涉及江苏、安徽、山东
的 21 个地级市和 71 个县市区。与原有江
水北调相比，年净增供水量 38 亿立方米，
给沿线城市及工业增加供水量 22.34 亿立
方米，农业灌溉面积增加 3025万亩。

据测算，东线、中线一期工程能让 1.1
亿人直接受益，每年增加经济效益 500 多
亿元，同时还能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

挑战胜以往
创新寻突破

南水北调工程创下了多项纪录：它是
目前世界上工程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
人口最多、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东、
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 2899 公里，包含单
位工程 2700 余个。从开工建设至今，成千

上万的科研人员、建设工人忙碌在施工一
线。据测算，工程在建设期间，每年可拉动
全国经济增长 0.2 至 0.3 个百分点，每年新
增就业人口 50万至 60万人。

不仅规模庞大，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
理的复杂性、挑战性都是以往工程建设中
不曾遇到的。工程有通常的水库、渠道、水
闸，还有大流量泵站，超长超大洞径过水隧
洞，超大渡槽、暗涵等，涉及的许多软科学
与硬技术都是世界级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丹江口水库为起
点，江水一路北上，到达郑州以西李村附近
时，便会与黄河相遇。这意味着江水要顺
利抵达目的地，必须先从黄河南岸到达北
岸，江水该怎样穿过黄河？

穿黄工程被称为中线“咽喉”，挑战的
难题前所未有。水利专家不断从技术上寻
求突破，终于为它们创造出神奇的十字形
立体交叉——通过两条长 4250 米的穿黄
隧洞，让江水从黄河底部穿越。

要在黄河河床下二三十米的地方挖出
两条内径 7 米的隧洞，谈何容易！施工过

程中一旦渗水、坍塌，后果不堪设想。然
而，再难也要将瓶颈打通。南水北调工程
的设计建设者最终决定采用目前世界上较
为先进的盾构技术进行挖掘施工。

施工人员借助盾构机刀盘上 140 多把
刀片的旋转，将施工面的泥土一点点刮
出，5 年的时间，这一伟大的穿越才最终
完成！

在南阳段，南水北调遇到的是世界公
认的“工程癌症”——膨胀土。“这种土遇水
膨胀、稀黏，无水则收缩、干散，在上面根本
没法修渠。”膨胀土试验段项目经理朱建
军说。

头三年，他们挖了 13 个大坑，一直和
这种土较劲，尝试不同方式填土、泡水、提
取数据。他说，中线有 400 多公里是膨胀
土，如果试验不成功，就只能挖土来筑堤。

功夫不负有心人，科技人员终于找到
对付膨胀土的方法：在膨胀土中掺入 3%到
5% 的 水 泥 ，改 造 后 的 混 合 土 既 牢 固 又
经济。

面对困难与挑战，工程的设计建设者

们用一次次创新实践将其攻破。据统计，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共取得新产品、新
材料、新工艺、新装置等成果 63 项，申请国
内专利成果 110项。

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我
国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水平，
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也为其他重大工程
的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成败在水质
护水齐行动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如果让污水
北上，就丧失了跨流域调水的意义。为此，
南水北调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
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

为确保中线源头水质，国务院实施了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
持》两个五年规划，累计安排 190 亿元，将
水源区 43 个县全部纳入规划，使污水处理
厂实现全覆盖。

同时，国务院六部门建立起协调机
制，将源头水质列入地方考核。从 2008
年起，中央财政将水源区各县纳入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累计下达资
金 147 亿元，开创了重点地区生态补偿的
先河。

位于水源区的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积
极行动，坚决关停污染企业，保护水源。湖
北丹江口市，地处核心水源区，关停“五小”
企业 100 多家，关闭污染源 120 处，砍掉有
污染的大小项目 120 多个。河南淅川县，
渠首所在地，10 年关停污染企业 350 家，否
决大型项目 40 多个，取缔 4 万余箱网箱
养殖。

不仅是源头，沿线各地严格环保先
行。河南省在总干渠两侧建有 3000 平方
公里的水源保护区，仅 2013 年，全省就有
200多家企业被拒之门外。

治污工作在东线同样不易。“上世纪
50 年代淘米洗菜，60 年代洗衣灌溉，70 年
代水质变坏，80 年代鱼虾绝代，90 年代身
心受害。”这是前几年流行在东线工程途径
的南四湖流域的民间歌谣，形象描述了南
水北调工程开工前的景象。

不能让污水进入调水干线。在东线，
江苏、山东两省通过各种途径关停并转污
染企业，取消排放特权，创新治污思路，将
工程措施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给污水找

“出路”，调水沿线实现了一个县至少一座
污水处理厂、一座垃圾处理厂。

十年攻坚，歌谣里说的南四湖重现了
昔日的生机和活力。根据监测，东线自
2012 年 11 月以来，36 个控制断面水质全
部达到Ⅲ类水标准。中线丹江口水库的水
质已经连续 6年稳定保持在 II类水平。

南水北调工程探索出了流域治污的新
路子。治污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企业污
水排放标准提高，没有“卡”死企业，而是进
一步促进了产业升级，产业结构慢慢由重
变轻，层次由低变高，实现了既要加快发
展，又要环境变好的目标，为其他流域污染
治理树立了标杆。

清澈的江水从丹江口水库河南淅川县陶岔渠首出发，蜿蜒自流 1200 多公里后最终抵

达北京——

南水畅流进京来
本报记者 张 雪

12 月 27 日，千里之外的

丹江水历时半个月，跨过淮

河 、穿 过 黄 河 ，顺 利 抵 达

北京。

半个月前，陶岔渠首缓

缓开启闸门，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正式通水。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主要向

京津冀豫供水，计划年均调

水 95 亿立方米，可向沿线 19

个 大 中 城 市 及 100 多 个 县

（市）提供生活、工业用水，兼

顾农业用水，有效缓解 4 省

市的水资源短缺状况。

南水北调，这一跨越半

个世纪的梦想一步步成为

现实，产生的巨大效益一点

点显现。

为了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实施，确
保一泓清水顺畅北上，34.5 万人告别祖辈生活
的家园。

“你要问我移民工作难不难，真难！你要问
我为什么能坚持，那是因为我被移民群众感动
了，我把他们当亲人！”河南省淅川县移民局局
长冀建成说。他自己说不清见证过多少个家庭
和故乡告别的时刻：“故土难离，淹没的不止是
老房子，更是心灵的归宿。但是为了工程的顺
利实施，他们还是选择离开。车队开动的瞬间，
车上车下的泪交织在一起。移民们太不容易，
我们做移民工作真要把良心捧在手上。”

淅川县是河南全省唯一的移民迁出县，这
个移民局长的位置不好干。从认定移民人口，
到最后的移民搬迁，大大小小 200多个环节，要
操心的地方太多。冀建成办公室的门一直为移
民们敞开着，最忙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超
过 16 个小时。几年下来，移民局里涉及移民工
作的文件、调研报告摞起来已经有 3层楼高。

紧邻丹江的香花镇，号称淅川县的“华尔
街”，是移民区里最富裕的地方，要把这里的村
民迁出去，要在难上再加个难字。徐虎，时任香
花镇党委书记，找了间废弃的民房住下：“解决
不了问题绝不回镇里！”

做移民工作，需要韧劲，更需要“巧劲”。面
对村民们的不理解，徐虎提出“分步工作法”，像
剥洋葱一样解决问题：第一步，先做村干部的思
想工作；第二步，做村干部亲属及朋友的思想工
作;第三步，对曾担任过村干部的家庭做工作;
第四步，找村里有威望的民间“领袖”帮助做工
作。不管村民的态度如何，徐虎要求所有的干
部必须“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人都说，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成败的关键。正是有了 34.5 万移民的
理解与奉献，有了冀建成、徐虎等千万移民干部
细致入微的工作，才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
搬迁安置工作创造了奇迹。

对我来说，在一次采访中，几乎所有采访对

象都流下眼泪的情况，这是第一回。

他们是参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迁安工

作的广大基层干部。他们说，干移民工作这几

年，眼泪没少流：看着车队开动，移民们依依不

舍地告别故乡，他们的心也会揪着疼，眼泪控制

不住地往外涌；手上所有的移民工作结束时，他

们最想做的，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一

场⋯⋯泪水，是情到深处的真实表达。移民干

部的泪水中里有感动、有委屈、有歉意、有不舍、

有如释重负。

谁都知道做移民工作难，在短短的两三年

时间内，完成超过 34 万人的移民安迁工作更是

难上加难，其中的艰辛、困苦都成了他们不忍、

不愿回忆的过往。问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他

们给出的答案都很简单：良心、责任心、将心比

心，还有一份参与南水北调工程的骄傲与自

豪感！

南水北调工程创造了很多新的纪录，移民

这一个环节就可以算作一个奇迹。创造奇迹，

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离不开公平、合理的政

策，离不开 34.5 万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巨大奉

献和牺牲，同样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移民干部本

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不讲条件、不问代价的执

著付出。这种精神，是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

所需要的，也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今天，当南水顺利北上之时，我们应该在心

里默默地向他们，向那些远离故土的移民们，也

向那些参与移民迁安工作的广大基层干部，说

一声：谢谢，辛苦了！

移民干部的泪
张 雪

移民干部的泪
张 雪

一切为了移民
本报记者 刘 慧

（南水北调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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