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 值为 7.67，浊度为 0，溶解氧为
9.96，氨 氮 量 为 0.14，高 锰 酸 盐 指 数 为
1.91⋯⋯”这是记者在丹江口胡家岭水质
监测站监测仪器上看到的 12 月 18 日早 8
点的最新监测数据。6 天前，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的汉江水从丹
江口水库出发，一路向北润泽京津大地。

“每 4 小时对丹江口水库水质自动采
样分析一次，数据自动上传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并在互联网上实时发布。”丹江口市
环境监测站工程师柳根说：“多年监测数据
表明，丹江口水库水质优良，完全可以满足
城市生活及工业用水的水质要求，可放心
调水。”

为保水质安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地十堰市作出了不懈努力。十堰市
有 12 条河流直接流入丹江口水库，其中 7
条河流水质稳定达标，但仍有神定河、泗
河、犟河、剑河、官山河五条河流由于历史
原因，水质处于不达标状态。有专家说：

“对于 290 亿立方米的库容来说，这五条河

流汇入库区的水量还不到 1%。况且水有
自净功能，即使有点污水，流经 1000 多公
里之后也就自然净化了。”

但十堰人的态度很坚决，对这一库清
水来说，即使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如果生
态不佳、水质不好，受水区怎么看待我们上
游的付出，我们又有何颜面再张口请别人
来支援对接呢？所以，与其背负压力、被动
应付，不如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进取，从长
远、根本上探索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路
子。”十堰市委书记周霁说。

为从根本上抓好五条河流综合治理工
作，十堰市不等不靠、千方百计自筹资金开
展五河综合治理工程。其核心就是“雨污
分流”，将城市污水全部收纳进管网，让河
流不再“纳污”。按照规划，十堰城区将建
设主支污水管网总长 1490 公里，整治排污
口近千个。据市住建委主任郑文成介绍，
目前全市已建主支管网 642 公里，排污口
整治 590 个，城市污水收集率已从过去的
45%左右，提高到今年的 89%以上。

清水通过明渠流进河中，污水从管网
送达处理厂，曾经污浊的纳污河已变得清
澈可鉴。12月 18日清晨，记者到十堰城区
马家河，见到不少晨练市民在马家河沿岸
打太极、跳舞、舞剑，自在安闲。这条河是
泗河的一条支流，9 公里长的河道流经城
区最终汇入丹江口水库。

经过河底清淤，河槽拓宽，修建生态护
岸及梯级景观跌水堰实现人工复氧，排污
口治理和新建污水管网实现雨污分流等多
项措施，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富氧的城
市“绿肺”。十堰还将 1277 公里长的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线路缩小 1000 倍，由 1277
米长的主游步道串联起象征“丹江口大
坝”、“中原大地”、“燕赵之地”、“首都北京”
的特色景观。如今的马家河已成为曲径通
幽、花草遍地的滨河游园。

治污要治本，关键在源头。在河流综
合治理的同时，十堰倒排工期，从城市到乡
村，全面打响“截污”、“清污”、“控污”、“减
污”、“治污”五个攻坚战。

勇于对污染企业说“不”。市委书记周
霁给记者讲了一个“笑话”：前不久，十堰市
有关部门准备销毁一批过期文件，工作人
员计划拉往造纸厂实施粉碎处理，可经多
方联系没有找到一家造纸厂，原来，为减少
污染，像造纸厂这样的高污染企业已陆续
关闭。

黄姜曾是十堰的“黄金产业”，由于黄
姜加工对水质影响非常大，十堰市从 2003

年开始就陆续关闭有关企业。“当时仅我所
在的一家工厂，一年就能贡献 5000 万元
的税收。”丹澳医药的老总崔立新回忆说，
为了水源地治污，全市关停了 106 家黄姜
加工企业，影响所及，直接让全球皂素价格
在之后的数年上涨了 4倍。

为了兑现一库清水北送的承诺，近年
来，十堰先后投入 100多亿元，关停并转高
污染、高耗能企业 300 多家，拒批项目 160
余个，查处并督促整治各类环境违法企业
100多家。

污水处理厂运行状况好坏，直接关乎
污水处理效果优劣。十堰采取第三方运营
方式，将污水处理厂运营交给专业化公司
托管，让运营与监管分离。今年，十堰市神
定河污水处理厂、泗河污水处理厂与西部
污水处理厂、西部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工程先后分别移交碧水源、北京排水集团
托管运营，各县（市）污水处理厂一体化托
管运营也在积极实施中。神定河污水处理
厂厂长张群伟介绍说：“我们正在升级扩
容，从 16.5 万吨扩容到 18 万吨。出水水质
标准从一级 B 提升到一级 A，再通过生态
湿地过滤到四类水质，这是目前国标里城
镇污水处理排放的最高标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是一项
没有终点的赛跑。”十堰市市长张维国说，
十堰正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把
南水北调库区建设成为“绿色走廊”、“清水
走廊”。

倒 挂 天 河 润 京 畿
——湖北十堰保清水北送纪实

本报记者 林跃然 魏劲松 通讯员 马献伦

“北京人民马上就要喝上汉江水了，这
太令人激动了。”12月 12日一大早，外迁至
团风县黄湖新区的郧县安阳镇移民赵久
富，时隔五年再次登上丹江口大坝，感慨万
千。凭栏眺望，赵久富的眼角闪出点点泪
花，他指着水库右前方告诉记者，“那里就
是我的家，现在已经淹没水底了。”

南水北调，难点是移民。移民到底有
多难？湖北省移民局局长彭承波告诉记
者，“三峡工程移民搬迁用了 18 年；小浪底
工程移民用了 11 年；而十堰 18 万多移民
要求两年基本完成、三年彻底扫尾，难度之
大、强度之高，前所未有。”

有人计算过：两年动迁 18 万多人，日
均 250 人，人和生产生活用品，一户一辆大
卡车，每天需要七八十辆车，天天不停地搬
家，连搬两年！其实，移民的最后两个月，
平均每天 500多辆货车在库区和安置点之
间往返。

丹江口市均县镇委副书记李龙利告诉
记者，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时的
处境特别难，只要听说移民干部要进村，

“叭叭叭”，不理解的村民纷纷关门关窗。
以情动人，2 万名移民干部没日没夜

地蹲点，先通过帮移民干农活、做卫生，
取得移民的好感，然后再做思想工作；还
是做不通，请他们的亲友帮忙做。真心换
真情，一家家被感动，一户户被说服。

18 万人口大迁徙，全部“心甘情愿”，做到
“不少不漏不伤一人”。“5+2”，“白+黑”，在
这场攻坚战中，有 11 名移民干部因累倒
或因车祸意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令人
痛惜！

科学移民，和谐搬迁。尽量采用“整村
搬迁”的方法，以减少搬迁给移民带来的亲
情的割舍、邻里关系的疏远。新村选址与
房屋建造，让移民全程参与决策。给钱不
如给地，省里拿出了 13 万人的土地容量，
供 7.7 万外迁移民进行选择。有新房，有
土地，移民方能“落地生根”。

搬得出、稳得住、关键还得能致富。初
来乍到，移民们不免对新生活都有过排异
期，经历过怨愤、彷徨和观望。然而在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广大移民干部的支持下，移
民们始终相信劳动的价值，并揣摩自身该
如何使劲，重建幸福生活。

赵久富所在的团风县黄湖社区是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规模最大的移民安置点。
2010 年，郧县安阳镇 874 户、3721 名移民，
在千里之外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住的是蓝
瓦黄墙小洋楼，走的是一马平川水泥路，除
了水质，这里样样都比老家好。”赵久富说，
社区分为安阳村、郧阳村，都是根据老家地
名起的，听起来亲切温暖。

“如今没几家种田了，有 1000 多人在
外地打工，其余都在团风县就近工作。”赵

久富介绍，距离村里不远就是几个大工厂，
村里有 1000 多名移民在工厂上班，每天
骑电动车上下班，还能照顾到家里，比城里
的上班族强。“每到下午下班时，村里还会
堵车，也算是一大奇景哩”。

不种田了，土地咋办？今年，黄湖社区
引入了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共同发展 5000
亩“稻虾共育”生态种养田，再建 500 亩旅
游观光生态果园，将黄湖移民新区打造成
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村旅游于一
体的“全国移民第一村”。“移民的日子越过
越好呢。”赵久富笑着说。

外迁移民生活节节高，内安移民的日
子也越过越红火。12月 18日，记者驱车来
到郧县最大的移民安置点——卧龙岗社
区。只见青龙山下、柳陂湖畔，一座现代化
的新村庄陡然进入眼帘。前年 4 月，柳陂
镇舒家沟村 184 户、850 位内安移民全部
告别旧居，喜迁卧龙岗社区。

循着村支部书记李秀林的脚步，记者
走进了幸福街 33 室李志宏家，180 多平方
米的房屋装修一新，冰箱、彩电、洗衣机等
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听说正在建设十堰生
态滨江新区，我们这里被作为示范点建设，
将来会越来越漂亮。”李志宏带着记者在新
居里来回穿行，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漫步在卧龙岗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让人流连忘返：整齐美观的别墅式房屋、郁

郁葱葱的绿化树木、大气美观的太阳能路
灯、平整肥沃的大棚菜地，配套齐全的服务
中心、文化广场、污水处理厂⋯⋯整个社区
呈现出一派和谐、富足、安宁的气氛。

站在舒家沟山头远眺，投资 3.5 亿元、
占地 800 亩的 20 兆瓦光伏农业产业园项
目正加快建设。“南水北调大面积移民，虽
然让村民的耕地减少了，但我们想出了多
种办法来提高土地产出。”李秀林介绍，按
照人均 0.4 亩的标准，已经为移民整理当
家地 300 多亩，“移土培肥”新造地 500 多
亩。村里还引进 800 亩光伏蔬菜大棚项
目，将以“确权到户、集体流转”的方式承包
给公司。由于不操心种地，村民可专心发
展第三产业，算算一年的收入，每户少说也
有 5万元。

记者了解到，为扩宽就业渠道，激发移
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安置地都推出相应的
扶持项目和政策，鼓励移民发挥个人特长，
自主创业。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孙家湾移民新村张
耀群说，库区水面变开阔，来观光的人增
多，他打算与人合伙，买条游船搞水上游，
同时开农家乐。

“山里种菜城里卖，一年赚了好几万。”
郧县柳陂镇挖断岗移民新村蔬菜种植大户
李秀成指着身后连片的现代化蔬菜大棚高
兴地说，“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清水北流，移民搬迁，如今他们的生活咋样了——

舍家保水丹江情
本报记者 林跃然 魏劲松 通讯员 马献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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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家保水丹江情
本报记者 林跃然 魏劲松 通讯员 马献伦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经济日
报》记者就南水北调中线水量、水质、水价等
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刘
昌明。

刘昌明认为，必须对南水北调中线可调
水量进行专项研究。风险在于丹江口水库汉
江上游来水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汉江水源
区水量在 2000 年到 2010 年这十年间有所
下降。但调水总量是可以控制的，可以分析
汉江上游水量减少的原因，提出一些调控的
办法。对汉江水量变化原因，要作为非常重
要的科研问题立项研究，弄清其变化趋势。

现在受水区河南、河北、北京、天津沿
线 20 多个城市的居民最关心来水水质是否
安全？刘昌明认为，南水北调中线水质非常
安全。原因有三：一是中线调水线路主要在
山区，水质都是一类和二类，比较理想。按水
安全标准，一类水可以直接饮用，二类水煮开
了喝也没问题。二是中线水是从高海拔向低
海拔直流，没有泵站提水的二次污染，而且渠
道高于地面，流经地的污水进不了调水渠
道。三是，中线输水线路全长 1432 公里，其
中明渠段 1196 公里，暗涵 236 公里，明渠全
部与周边水系立交，不与地表水发生水体交
换 ， 两 侧 地 表 水 对 总 干 渠 水 质 不 会 造 成
污染。

受水区居民最关心如果按调水成本收
费，南水价格是否太高，是否会增加用水成
本？据各项成本测算，每立方米南水到北京
后，单价应为 6 元。目前，北京居民用水包括
排污费在内，每立方米为 4 元。刘昌明表示，
南水到北京后单价多少，目前还没有最后
定。北京目前实行的是阶梯式的水价，超量
就加价。总的来说，我国水价并不高，与国际
上比仍有很大差距。实际上，水价是一个杠
杆，水价太低，往往引起用水浪费，水价高就
会促进节约用水。

刘昌明认为，南水北调工程成功调水能
够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局面。但是，对
于受水区来说，要真正缓解水危机，最根本的
办法是加快用水方式转变，要形成节约用水
的习惯，要拧紧家里的水龙头，要改变大田漫
灌的农业用水方式，要将千里迢迢调来的水
用好、管好，珍惜每一滴水。今年年初出台的

《南水北调工程供水管理条例》，明确提出节
水优先是受水区的用水前提，建立合理的水
价机制、地下水超采治理办法等，这将为受水
区节水用水提供制度保证。

节 约 每 滴 水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南水北调中线水质是否安全成为当前人们的

最大关切。笔者在深入水源地调研过程中发现，

水源地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调水水质，在保护水质

中逐渐改变着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把保护水

质内化为当地人的一种习惯。

水源地在保护水质的同时，改变的是当地传

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城镇地区大量关闭冶炼、

化工、黄姜皂素、造纸等重污染企业，发展清洁生

产，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环保准入门槛，

坚决拒绝污染企业落户水源区，从源头上控制了

污染物排放。

农村地区加快生态农业发展，并把生态农业

发展与水土流失治理、种植业结构调整、生态移民

等统筹考虑，不仅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在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也取得了

巨大的综合效益。

目前，水源地充分发掘当地的生态资源优势，

把生态资源优势发展成为经济优势，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生态产业逐渐成长为水源地重要的支柱

产业。

水源地在改善水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地区普遍建设了污

水和垃圾处理厂，居民不再乱倒垃圾，污水不再随

意排放，以往流经城市的臭气熏天的河流，现在变

得水清岸绿，成为城市重要的生态景观，成为城里

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农村地区普遍推广农村清洁工程，加快村庄

整治规划，统一建设房屋，统一美化环境，统一整

改厨房、厕所、猪圈，垃圾集中处理，生产、生活污

水不再乱排乱放，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里人不出家门就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

生活。

可以说，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

是一项惠及当代、泽被后世的浩大工程，重新布局

水资源可以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而水源地

为保护水质所作的有益探索，更可以为当前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一种示范。

本版编辑 刘 佳

让保护水质成为习惯
刘 慧

图①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工程人员全神贯注地工作。

图② 漕河渡槽是一条总长 2300 米、底宽 20 米的巨型渡槽，是南水北调中线漕河段工程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图为北上的长江水正流经漕河渡槽。

图③ 为了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实施，34.5 万人告别家园，搬迁到新址。图为移民新村的美

丽景色。 （南水北调办供图）

①①

②②②

③③

南水北调，成败在水质。“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

水，先环保后用水”，这是南水北调工程各项工作一直坚持

的重要原则。问渠哪得清如许？为保水质安全，从国家到

地方都作出了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