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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河 湖 泊 变 了 样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引领下，社会各界

关注治水、聚力治水、科学治水，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水利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战

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民生福祉的水利大事

要事，我国水利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

从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到引江补汉、滇

中引水、引江济淮工程，再到贵州夹岩、西藏拉洛等

大型水库⋯⋯一座座水利设施岿然屹立，一条条灌

溉渠道密布田野，一个个水源工程跨越南北、互济东

西，构筑起“四横三纵”的新水网。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10 年来，我国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实现整体性跃升，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实

现历史性解决，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深层次变革，水

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全局性优化，江河湖泊面貌实现

根本性改善，水利治理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

防洪抗旱体系不断完善

我国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水旱灾害

多发频发，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

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

今年 7 月以来，长江流域高温少雨，来水偏枯，

江湖水位持续走低，发生了严重的夏秋连旱。其中，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

偏低 4.61 米至 7.34 米，干流宜昌以下江段及洞庭湖、

鄱阳湖水位均为历史同期最低。

经过科学论证，水利部继 8 月中旬调度长江上

游水库群、洞庭湖水系水库群、鄱阳湖水系水库群，

为下游累计补水 35.7 亿立方米后，9 月 12 日，长江流

域水库群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专项行动再次启动。

“新一轮行动计划为下游补水 17.8 亿立方米。”水利

部副部长刘伟平说，在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的同

时，重点保障旱区 356 座大中型灌区及 1460 万亩中

稻、晚稻灌溉用水需求。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是抗旱的有效手段，也是防

御洪涝灾害的关键措施。10 年来，我国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实现整体跃升，成功战胜了黄河、长江、淮

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大江大河大

湖严重洪涝灾害。比如，去年以来，黑龙江上游

发生特大洪水、黄河中下游发生历史性罕见秋

汛、珠江流域北江发生历史罕见洪水，全国有

8135 座（次）大中型水库投入拦洪运用，拦洪量

2252 亿立方米，12 个国家蓄滞洪区投入分洪运

用，减淹城镇 3055 个（次），减淹耕地 3948 万

亩，避免人员转移 2164 万人。

“近年来，我国干旱和洪涝灾害多发、重

发，水利工程和非工程措施体系在防汛抗旱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旱灾害

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具体来看，在工程

方面，大江大河基本形成以河道及堤防、水

库、蓄滞洪区等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通过综合采取“拦、分、蓄、滞、排”的措施，基本具备

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实际发生的最大洪水能力；全

国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 8900 亿立方米，通过综

合采取“蓄、引、提、调”等措施，可确保城乡供水安

全，最大程度减轻干旱造成的损失。

在非工程措施方面，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

升，全国各类水情站点由 2012 年的 7 万多处增加到

2021 年的 12 万处，收齐全国站点信息由 30 分钟缩

短到 15 分钟，南北方主要河流洪水预报精准度分别

提升到 90%和 70%以上，在有防治任务的 2076 个县

建设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与上一个 10 年相比，近 10 年我国洪涝灾害年

均损失率由 0.57%下降到 0.31%，有力保障了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供水安全、粮食安全，保障了经济

社会稳定运行。”姚文广说。

供水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在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周尹村，村民周明月这

些天总是悠闲地在玉米地里转悠，他随手扒开一个玉

米皮，“看，粒粒饱满，壮粒到了顶，又是个丰收年”。

丰收年来之不易，这得益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的改善。周尹村、后于村等十几个村位于漳卫新河

南岸，有耕地 1500 余亩。往年一到雨季，河水水位

上升，周边村耕地无处排涝，旱季水位下降，浇地又

是难题，看天吃饭成为沿河群众的难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庆云县实施农田

基础水利设施改造工程，对县域内河湖涵洞进行改

建，新建了水闸、泵站。“遇到雨季泄洪，涵闸关闭，有

效避免了下游耕地遭遇洪灾；旱季涵闸从主干河提

水灌溉农田，保障沿河农田丰收，昔日‘望天田’变成

了‘高产田’。”庆云县水利局局长孙宝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力度推进农田水利

建设，优先将大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夯实了粮

食安全的水利基础。目前，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 54%，有效灌溉面积上生产的粮食占

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75%以上，生产的经济作物占全

国经济作物总产量的 90%以上。

“粮食要稳产、高产，灌区的建设极为重要。”水

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累计投入约 1500 亿元用于灌区的建设

和改造，建成了相对完善的“蓄、引、提、输、排”工

程网络体系，促进了农业节水、灌溉用水效率显著

提升，提高了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全国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2012 年的 0.516 提升到 2021 年

的 0.568，年节水能力达 480 亿立方米；全国农田有

效 灌 溉 面 积 从 2012 年 的 9.37 亿 亩 增 加 到 现 在 的

10.37 亿亩。

保障农村供水、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事关民

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水利部会同各地大力实

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累计完成农村供水工程投资

4667 亿元，解决了 2.8 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

全问题，巩固提升了 3.4 亿农村人口

的供水保障水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 84%，比

2012 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农民祖祖辈辈肩挑背驮

才能吃上水的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据了

解，由于历史原因，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曾遭到严

重损害，地下水严重超采，造成大面积地面沉降。

2014 年 3 月，党中央专门就“修复华北平原地下水超

采及地面沉降”提出明确要求，大力实施华北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

这几年，通过“节、控、换、补、管”等措施，华北地

下水超采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2021 年年底，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区浅层地下水和 2018 年

同 期 相 比 回 升 了 1.89 米 ，深 层 承 压 水 回 升 了 4.65

米。从地表的河流和湖泊来看，永定河、潮白河、滹

沱河均恢复了过流，白洋淀重现生机，断流干涸近百

年的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段今年也实现了全线过流

贯通。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满载着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2016 年 11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2017 年 12 月，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

这项极具创新意义的制度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 现 实 的 河 湖 水 灾 害 、水 生 态 、水 环 境 、水 资 源

问题。

如今，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有人管、都有

人护。全国 31 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省级河湖长，省、市、县、乡四级设立了河湖长 30 多

万名，村级河湖长 90 多万名。河湖面貌发生了历史

性改变，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生机，成为造福群众的

幸福河湖。

水土流失治理也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

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水利部门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不懈推进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我国水土流失持续呈现面积强度

“双下降”、水蚀风蚀“双减少”的趋势。2021 年，全

国水土流失面积 267.42 万平方公里，比 2011 年下降

27.49 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 72.04%。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

水资源配置总体格局，“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

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正在

加快构建。

李国英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按照需求牵引、

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要求，以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算据、算法、算力建设为支

撑，以数字化场景、智能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

大力建设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水

利工程，全面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

的智慧水利体系，为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

保障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当好守井人 护好门前水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水来了，水来了。”8 月 22 日，望着清澈的

水顺着沟渠流进自家橘园，湖北省丹江口市习

家店镇的橘农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在

水泵提水现场，随着水流喷涌而出，周边 1000

多亩干旱的橘园得到灌溉，橘农们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今年雨水少，橘农最愁的事就是柑橘灌

溉。”丹江口市习家店水厂厂长李元明牵挂着

习家店镇的 7 万亩柑橘，“一定要尽快把水送

到橘园里。”水厂迅速针对各村农业生产需求

送上“及时雨”，采取水库调水、提灌、入户安装

通水浇灌等方式，指导群众开展抗旱工作，充

分盘活农业生产用水，提高了水资源应用的精

准性、高效性。

能及时缓解干旱缺水难题，得益于当地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送水“最后一公里”。

1999 年初，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李元

明为习家店水厂厂长。上任伊始，

他召开“诸葛亮会”群策群力，确

定了水厂“以供水为主，多业

并 举 ”的 发 展 思 路 。 李 元

明带领水厂及有关技术

人员跑遍了习家店、蒿坪、大沟等境内 100 多个

库塘堰，测高程、算成本，制定了大柏河、金桩

堰、小柏、胡家山、庞湾、黄莺 6 个水库联网的集

中供水、提升水质方案。最终，习家店镇胡家

山、金桩堰、庞湾、大柏河四大流域管道供水完

成联网，解决了 14个村 3万多人的饮水问题。

丹江口市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线的核心水

源区。“一定要当好‘守井人’，护好‘门前水’。”

李元明把自己的岗位定位为河道、水库的“清

洁 工 ”。 他 负 责 的 习 家 店 镇 辖 区 河 流 总 长

155.75 公里，其中主要河流 5 条共 89.35 公里，

覆盖 12 个行政村，支流 9 条共 66.4 公里，河流

众多，任务艰巨。为了实现辖区内“水清、岸

绿、河畅、景美”的目标，李元明带领习家店水

厂的工作人员，长期奔走在巡河护水一线，保

证了辖区内主要河流水质长期保持在二类水

以上。

丹江口市委书记赵洪福介绍，近年来，丹

江口市全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累计完成

投资 3.8 亿元，铺设各类主支供水管道 3176 公

里，建设饮水工程 194 处，覆盖人口 33 万人，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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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白鹤滩水电站一景。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图②② 在位于浙江绍兴市越城

区陶堰街道的古越龙山绍兴酒鉴湖

糯稻基地，工作人员操作智能精准

灌溉远程监控系统为稻田补水。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图图③③ 黑龙江铁力市境内拍摄

的呼兰河。近年来，铁力市通过采

取沿河截污、沿线污染源治理等措

施，以及建设拦河闸等水利水源工

程，推进城市水系综合治理。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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