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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重的世纪工程
王轶辰

三 峡 工 程 的“ 绿 色 名 片 ”
本报记者 王轶辰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工。 （资料图片）

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

性骨干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

的水利枢纽工程和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

电工程。自蓄水以来，三峡工程在防洪、

发电、航运等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

益，有力推动了长江沿线经济发展。

从提出设想到科学论证，再到三峡工

程正式开工并建成运行，已经走过了百年

岁月。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和卓越实践，

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不

朽丰碑。

筑就“中流砥柱”

谈起三峡工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

应是水电站，其实防洪才是三峡工程的首

要任务。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一直

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新中国成立以

后 ，长 江 流 域 发 生 了 1954 年 、1982 年 、

1998 年 3 次全流域型的大洪水。灾害造

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人类逐水而居，工业、农业的设施大

都沿着江。而长江流域天然防洪能力弱，

只有改造河流，才能降低洪水危害。”水利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说。

兴建三峡工程、治理长江水患曾经是

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1919年，孙中山就

提出了开发三峡的宏伟设想。新中国成

立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三

峡工程决策论证工作。在历经约半个世

纪的勘测设计、规划论证后，全国人大于

1992 年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

决议。1994 年底，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2020 年，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中华民

族的百年梦想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地区的防洪

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王琳

说，三峡工程使江汉平原最薄弱的荆江河

段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大大降低了洪水造成的损失。

2020年 8月 20日 8时，长江 2020年第

5号洪水洪峰抵达三峡枢纽工程。这是三

峡枢纽工程建库以来遭遇的最大洪峰。

经过大坝调蓄，超过三分之一的洪峰被截

流。“如果没有三峡大坝发挥作用，位于下

游的整个江汉平原将至少有 60万人口被

迫转移，超过60万亩土地也将被淹没。”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

管理中心水库运行部主任王海说。

“目前，长江流域有 3 万多个自动监

测点，已实现水位、雨量自动采集、自动传

输和自动转发，2 天内流量预报准确率在

95%以上。”长江电力梯调中心主任助理

鲍正风说，三峡工程防洪“中流砥柱”的作

用在实践中充分彰显。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

经理林初学说，实践证明，三峡工程在长

江防洪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极

大改善了当代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空间。

攻克世界难题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三峡电站中

央控制室年度电量显示屏上的数值跳到

了1118。在确保三峡工程全面发挥防洪、

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的前提下，

世界装机规模最大水电站——三峡电站，

全年累计生产清洁电能 1118 亿千瓦时，

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中国水电引领世界的

重要标志。

大型水轮发电机组是水电站的核心

设备，涉及众多复杂技术。长期以来，核

心技术一直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在三

峡工程之前，国内自主生产的水电机组最

大单机容量只有 32 万千瓦，比发达国家

落后 30年。三峡电站的建设使我国水电

装备制造业用 7 年时间实现近 30 年的跨

越式发展。不久前，由三峡集团组织研制

的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

站顺利吊装，我国已成为世界水电行业的

领跑者。截至 2020 年，全球已建、在建的

127台 7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中，三峡

集团拥有86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

记、董事长雷鸣山说，三峡工程在建设过

程中，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敢于创新的

坚实道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

题，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

数据显示，三峡工程建设形成的科技

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 多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 200多项，专利数百项，“长

江三峡枢纽工程”项目获得了 2020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打通黄金水道

站在三峡大坝五级船闸边，放眼望

去，一艘艘满载物资的大型货船正在依序

排队过闸，来往的客货船只络绎不绝、昼

夜不停，不时传来悠悠的船笛声。

“自古川江不夜航”。三峡工程建设

前，长江从宜昌到重庆一段河道狭窄，水流

汹涌，舟楫难行，夜不能航。这导致长江这

条世界第三大河流的水运发展远未达到

应有地位，年货运量远低于世界同类河流。

三峡工程建成后，川江航道通航条件

得到了显著改善。三峡船闸是目前世界

上连续级数最多、总水头最高、规模最大

的内河船闸。目前，三峡船闸全年过闸货

运量是三峡工程蓄水前该河段年最高货

运量的 6 倍以上。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累计过闸货运量近 15亿吨。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曙光表示，11

年来的试验性蓄水期间，船闸未发生两线

船闸同时停航等事故，实现了“安全、高

效、畅通”的通航目标。

通航条件改善后，船舶单位平均能耗

也显著降低。据测算，与蓄水前比，长江

水运能耗降低约37%。按照年货运量1亿

吨计算，库区每年航运能耗降低约 8.5 万

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21.8 万

吨；与公路运输相比，每年可节省约 2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513.4万吨。

“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有力推动了

长江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谱写了人水和

谐的新篇章。”雷鸣山说，三峡工程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体现社

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

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力的典

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

范。三峡工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百年梦

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

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坚定决心。

从 1919 年孙中山提出修建三峡工

程设想，到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兴建工程的决议，再到 1994年

12月14日工程开工，直至2020年完成

整体竣工验收……中国人追寻百年的

三峡工程之梦终于实现。

三峡工程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里程碑。三峡工程投资大、

牵涉面广、技术难度高，历史上无出

其右。虽然建设三峡工程的想法百年

前就有，但那时的中国国力薄弱，设

想只能停留在纸面。改革开放后，经

济腾飞、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为建设

三峡工程这样规模宏大的超级工程奠

定了坚实基础；体制机制的持续创新

为建设三峡工程这样资金密集、技术

密集的大型工程提供了坚强保障。

三峡工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生动体现。三峡工程虽然是世

界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但其首要任

务并非发电，而是防洪，保一方安

澜。同时，三峡工程的修建还有效改

善了通航，全方位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改善了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和

生态用水条件。可以说，三峡工程既

是效益巨大的水电工程，更是彪炳千

秋的民生工程。

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

伟大创造的典范。三峡工程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人民智慧和创

造性建成的。面对这样一个在世界水

利工程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在

党的坚强领导下，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通力合作，统筹解决多方面重大问

题；全国各地对口支援三峡工程移民

工作，有力促进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

和库区经济社会发展；131 万移民舍

小家、顾大家、为国家，以实际行动

支持三峡工程建设。

实践表明，三峡工程的意义已远

远超出了工程本身。三峡工程不仅成

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现代化管理的

引领和典范，也成为中国人民强大凝

聚力、创造力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

斗精神的象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大征程中，三峡工程将继续为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区的

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黄柏

河基地的大型控温养殖车

间内，一尾尾中华鲟幼鱼在

孵化装置里欢快地寻找食

物，成长到一定阶段它们

就会被放归大自然。

“中华鲟和三峡珍稀

植物保护，是三峡工程生

态环境建设的两张绿色名

片。”曾长期参与三峡工程

建设的南水北调集团党组

成员、副总经理孙志禹表

示，三峡工程在规划设计

阶段就开展了长期系统的

生态环境研究论证，严格落

实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2009 年，世界上第一尾

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子二代苗

种在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坝区基地诞

生。截至目前，三峡集团中华鲟研

究所共计向长江放流各种规格的中

华鲟500余万尾。

疏花水柏枝是三峡地区特有物

种，也是三峡库区蓄水可能灭绝的

两种植物之一。在三峡苗圃研究中

心，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

通过对其开展繁育研究，已培育幼

苗 2 万余株，并于 2017 年实现自然

繁殖。珍稀植物珙桐、红豆杉等的

引种驯化也取得显著成效。

迄今为止，三峡水库已连续开

展了 11 次生态调度试验，通过“人

造洪峰”为四大家鱼自然产卵繁殖

创造了有利条件，增殖效果明显。

今后，三峡水库将结合来水条件及

消落计划，继续择机开展生态调度

试验。

“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证明水

电开发不是破坏环境，恰恰是为了

保护生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张曙光说，三峡集团

自己培育的珍稀植物已用于葛洲坝

防淤堤、三峡右岸 84平台和鸡公岭

生态修复等工程。同时，通过人工

手段使三峡特有植物回归到其原始

分布区域，扩充种群数量，达到生态

保护目的。

不能否认的是，三峡工程改变

了长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原有水

流状态，改变了鱼类和水生生物的

生存环境，会对某些种群的生存造

成一定影响。“需要不断深化研究，

探索采取各种技术和工程措施，避

免和减少不利影响，将三峡工程的

效益发挥到最大。”中国工程院院士

陆佑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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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三峡工程全景。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电工程。 （资料图片）

图为三峡左岸电站厂房（2020 年 12 月 31 日摄）。2020 年，三峡电站全年累计生产

清洁电能1118亿千瓦时，打破了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郑家裕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