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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护 一 库 碧 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保护与发展情况调查

豫鄂两省有一颗共同的掌上明

珠——丹江口水库，其水域横跨湖北省

十堰市和河南省南阳市，是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核心水源地。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

水以来，已累计安全向北输水超 600 亿立方

米，供水水质稳定达到 I 类标准，为推进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

的水安全保障。

2021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丹

江口水库时指出，要把水源区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划出硬杠杠，

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作，守好这一库碧水。

近年来，湖北省十堰市和河南省南阳市牢记

总书记嘱托，凝聚共识、形成工作合力，共同保护

好这条亿万民众饮水的安全线、复苏万千河湖的

生态线、畅通南北经济的生命线。在保水质和促

发展中，十堰和南阳有哪些创新举措？如何实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碧水长流

千里调水，水质是关键。“先治污后通水、先

环保后用水”，水质达标是南水北调的一条底线。

pH 值 8、溶解氧 8.8mg/L⋯⋯3 月 2 日 12 时，

十堰丹江口库区胡家岭水质自动监测站检测到

这样一组数据。“监测数据显示，丹江口水库的汉

江水 107 项指标因子都达到 I 类水质。”十堰市生

态环境局局长蓝劲松说，这意味着十堰境内的汉

江水可以直饮。

十堰市委书记黄剑雄告诉记者，肩负着确保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和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的重要责任，十堰像保护眼睛一样全力呵护“京

津水井”，不让一滴污水出库区。近年来，十堰市

关停转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560 多家，拒绝环

保不达标项目 160 多个，“清零”18 万余个养鱼网

箱 ；累 计 投 资 超 150 亿 元 ，建 成 城 乡 污 水 管 网

2589 公里，微动力无动力分布式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1967 处，构建起全方位的污水治理体系。

2023 年，十堰对主城区 88 条重点支沟实施

“一沟一策”排查整治，启动茅塔河小流域综合治

理省级试点工作。持续对 10 个县（市、区）重点

支流全域实施县域跨界断面水质考核，考核包括

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 3 个指标。每月，环保

部门对全市 125 个乡镇实施跨界断面水质考核，

各断面水质变化情况作为水污染防治工作考核

的重要依据。目前，十堰市 27 个省级以上考核

断面水质全部达标。

严格的生态保护成就了十堰独有的生态优

势 。 蓝 劲 松 说 ：“ 生

态是十堰最大的特色，最亮的品牌。”目前，十堰

市森林覆盖率达 73.86%，林地面积 193.8 万公顷，

占湖北省近五分之一，湿地保有量保持在 9.26 万

公顷以上，成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水系连通，只有邻里协作，统筹上下游，才能

共护一渠碧水北送。

暮春时节，南阳市淅川县陶岔渠首，一汩汩

清水逶迤北上，水清河畅，岸绿景美；丹江岸边，

清漂队员赵建峰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登上

一艘插着“航运清漂”旗帜的小船，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赵建峰说：“我们团队负责 130 平方公里左

右的水域，整个水面几乎看不到白色垃圾，主要

打捞一些枯枝败叶和水草。”像赵建峰这样的库

区“守护人”，在淅川县有 8000 余人。

淅川县将整个库区划分为鹳河、库区上游及

下游 3 个作业水域，配备了近 30 艘船舶和 2 辆运

输车用于清漂工作，常态化开展“清漂护水”志愿

服务活动。这些库区“守护人”在清漂、护水、护

林等队伍中尽职尽责，筑起了守护水质的“第一

道长城”。

“为扛稳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任，筑

牢水质安全屏障，我们组织开展‘守好一库碧水’

专项整治行动，并自我加压，自查自纠整改违规

点位，拆掉违法违规的大坝、香菇大棚、房屋、农

庄等设施，高质量推进水质保护工作。”南阳市委

常委、淅川县委书记周大鹏说。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条发展红线，在南阳，各

区县纷纷下大力气杜绝源头污染。淅川县开展

“清四乱”“守好一库碧水”等专项行

动，先后关停 380 多家污染企业，取缔库区

水上餐饮船、5 万余箱养鱼网箱、禁养区内 400

家养殖场。邓州市从源头上杜绝污染隐患发生，

在南水北调汇水区乡镇、总干渠水源保护区外延

2 公里的范围内，执行最严格的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禁止新建一切可能造成水质污染的项目。此

外，邓州市还建成投运了城区 9 万吨/日污水处

理厂、3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205 个村级污水处理

站，结合“厕所革命”建设各类水冲式厕所 9.9 万

座，基本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污染沟渠坑

塘的问题。

水质监测是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手段。淅川县

建立了水质保护运行长效机制，建成“智慧河长”

综合管理系统，重点河道、河段安装监控设备 200

余台，实现对河道全方位、全天候监控。邓州市投

资 360 余万元，新建 10 个乡界河流水质自动监测

微型站，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问题，提高精准治污

水平，确保 4 条河流出境水质持续稳定达标。西

峡县通过水质安全巡查和水质监测工作，及时、准

确、全面反映水库水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为

水环境管理、规划、评价和水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

据，有效预防水污染和保护水环境。

荒山复绿

确保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其中，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至关重要。

治水之本在于治山。南阳市淅川县是典型

的喀斯特地貌，立地条件并不好，全县石漠化面

积达 125.8 万亩。谁能想到，曾经的石漠化地区

正以每年 10 万亩的规模推进造林绿化，生机和

活力渐渐在山间“萌发”。

石漠化地区土层薄、土壤保水能力差、岩石

漏水性强，造林的难度很大，幼苗保存率较低，造

林成本也很高。“石头山上种树不容易，水得浇

透。”在淅川县马蹬镇双泉观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区，护林员李伟正和队员一起给去年栽的树

浇水。

为了这片林子，护林员们操碎了心。“冬天种

树，冷风刺骨，凌晨 5 点就要拉着树苗进山。”李

伟告诉记者，他们要在半山腰的蓄水池旁拿出水

泵、铺好水管，将工具准备就绪，30 多名护林队

员三五成群，扛起带有土球的树苗到山上

种树，一干就是一整天。12 年来，李伟参

与造林 2 万余亩，每年巡山近 300 天，

累计行程 3 万多公里。

“在这里，种树绝对

是个‘技术活’。不

仅 需 要 筛 选 适

合的树种和乔灌

草搭配组合，还要试验‘客土’‘托盘种

植’等抗旱造林和保水新技术，并且充分考虑监

管和后期养护。”淅川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梁

虎兵说。

为了给大山披上一件护水“绿衣”，淅川县向

石漠化问题发起挑战。近年来，淅川新造林合格

面积居河南省县级前列，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困难地造林做法和经验被国家林草

局推广。淅川县的环库森林覆盖率由“十二五”

末期的 45.7%提高到 61.7%，宜林荒山荒地绿化

率达 95.8%。

朱鹮、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等国家重点保

护动物，是淅川县大石桥湿地修复示范区的常

客。这里常年有各类水鸟近万只。“前不久，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现身丹江湿地，

这种濒危等级的旅鸟被誉为‘鸟界国宝’‘鸟类大

熊 猫 ’，飞 落 丹 江 湿 地 的 数 量 达 28 只 ，实 属 罕

见。这足以印证丹江湿地生态环境在持续向好，

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筑牢了生态屏障。”河

南丹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凌

建伟介绍。

同样存在石漠化问题的十堰在治理水土流

失方面是怎么做的？十堰市水利和湖泊局负责

人说，十堰以维护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水质良好

为目标，以控制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为抓手，着

力打造粮仓工程、钱袋工程、着装工程、平安工

程，取得了明显成效。4 项工程共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2342 平方公里，完成投资 23.84 亿元。仅着

装工程就实施封禁治理 1405.53 平方公里，项目

区植被覆盖率提高 2%以上，年平均侵蚀模数由

每平方公里 4454 吨下降到每平方公里 3368 吨，

年拦蓄泥沙量、径流量分别达 2266 万吨和 1.9 亿

立方米。

生态致富

守水如何不守穷？靠山如何能致富？南阳

和十堰的探索异曲同工——深入践行“两山”理

念 ，在 绿 色 转 型 中 实 现 经 济 发 展 和 生 态 保 护

双赢。

利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促成的良好生态环

境、核心水源保护地的格局定位等优势，南阳重点

扶持文旅、民宿产业。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认为，

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就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统筹推进水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互促共进。

行走在移民新村淅川县九重镇邹庄村，一座

座农家院落整洁有序，一个个产业基地生机盎

然。为了更好支持邹庄村发展，淅川县提出建设

“大邹庄”战略，邹庄村与邻近的下孔、孔北、水寨

共 4 个村成立联合党支部，以抱团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在“大邹庄”的引领下，全县 469 个村（社

区）已组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雁阵”。

“家美，村美，日子也越来越美。今年，我们

成立了‘掘井人农业合作社’。土地流转、村里务

工、入股分红，这三样收入加起来，比种地收益高

多了。”村民邹会彦说。

村 民 全 丰 霞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

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

成为一名推介家乡的导游。一家三代经

历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通水，如今能为

到邹庄村观光的游客介绍村子的过往，讲述移民

搬迁的艰苦和现今的幸福生活，全丰霞感到无比

自豪。

仓房镇磨沟村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区，因沟壑纵横得名，曾经十分贫穷。为了

打破困境，淅川县投入 10 亿元，高标准规划旅游

通道、服务中心建设，设立旅游发展基金，每年拿

出 1500 万元重点扶持旅游产业发展。简单的农

家菜加上干净的民宿，磨沟村的鸿运山庄生意红

火。民宿老板周伟说：“每年收入能超 10 万元，

好山好水给我们带来了好日子。”

在十堰市竹山县，太和梅花谷景区生态游带

动了太河村农户发展设施蔬菜、特色养殖，村民

办起了农家乐，转型吃上旅游饭。

十堰太和梅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

营经理何琦告诉记者：“现在，这里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山上茶园、山下果园、林中游园、村头

乐园’，为景区开发、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奠定了基

础。”目前，太和梅花谷景区实现直接就业 300 多

人，间接带动就业 500 余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村民年均增收 7000 元以上。

借助域内的武当山名望，十堰盯住品牌化做

文章。

竹山县城关镇宽坪村千亩茶叶基地里，茶农

李建华拎着土筐给茶园施肥。他告诉记者，以前

用自有品牌，市场局限在县内。自从加入“武当

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后，茶叶很快进入武汉、西

安、北京等大城市，还销往欧洲市场，每亩增收

2000 多元。

“武当文化 IP 助力打开市场。”十堰市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吴善宏介绍，2023 年十堰依托武当

文化及茶叶高香、有机等地域特色，整合 300 多

家茶企、83 万亩茶叶基地，共铸“武当山茶”品

牌。仅开发夏秋“大路茶”一项，就增产 8000 多

吨，茶农增收 15 亿元。

“影响世界的武当文化，也是取之不尽的经

济增长资源。”吴善宏说，十堰境内的武当山驰名

中外，是国家 5A 级景区。在他看来，通过点燃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可以助力实现水

源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距离武当山风景区 60 多公里、车程 50 分钟

的汉江畔，十堰市郧阳区的武当不夜城灯火璀

璨。这个以武当文化为主题，集节点演艺、特色

美食、文创零售等复合业态于一体的不夜城项

目，开街 3 天便吸引周边游客逾 37 万人次。

武当文化 IP 就此拓展开来，武当山矿泉水、

武当山黄酒、武当蜜橘⋯⋯在特色文化和良好生

态加持下，一批品牌化的优质产品走向全国各

地，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2023 年，十堰

决定高标准谋划建设“武当新区”，推动中心城区

与武当山、丹江口连成一体。

奏 响 绿 色 交 响 乐
杨子佩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性基础

设施，将南方的丰沛水源引向北方，不仅用清澈

的水源滋润了北方的土地，也催生了沿线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追求保水质与促发展的

平衡始终是这项工程的重要课题。在南水北调

工程的水源地，水质优劣直接关系整个调水项

目的成功与否，必须实施最为严格的保护措施，

确保每一滴水都达到标准。然而，多数水源地

处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域，如何在保护生

态的同时，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

民的生活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保水质与促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一方面，卓越的水质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

源，它能够吸引众多的游客和投资者，进而推

动旅游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

经济增长，地方将有更多资源和能力投入水源

保护，比如引进先进的净水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生态环境，保障优质水源可

持续利用和长远发展。实践证明，绿色发展、

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崛起，为这些地

区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也为当地居民开辟了

新的收入来源。这种以环保为前提的发展模

式，与水质保护的宗旨高度契合，更进一步促

进了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

水源地的保水质与促发展也不只是一地之

责，需要周边区域的合理付出。由于行政区划、

管理体制等因素，作为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地的

湖北十堰和河南南阳两地，曾经在信息沟通、数

据共享以及相关标准制定等方面存在一定问

题。为此，十堰和南阳建立了专门的信息共享

平台，实现了水源地水质、水量等信息的实时共

享，双方还建立了协调机制、开展联合执法，实

现更为紧密的协同发展。这种跨区域的合作模

式，不仅提升了环保工作的效率，也增强了应对

环境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信息共享方面，及

时准确的数据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有

助于水源地保护工作的精准实施。

水源地积极面对保水质与促发展问题，还

有赖于对南水北调工程全线通盘考量。跨区域

调配水资源不能局限于一城一地一域，奏响清澈

与繁荣的交响乐，既要推动构建完善的国家水

网，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严格管

理、合理利用水资源，通过关停一批污染严重企

业，否决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新项

目，以治污倒逼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要通过

优化水资源战略配置格局，挖掘和释放沿线地区

优势发展潜力，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实现南北之

间各类资源要素和经济要素的优势互补、畅通流

动，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南水北调工程找到

保水质与促发展的平衡点，才能真正为实现更高

质量、更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南 水 北 调 ， 旨 在 破 解 我
国 水 资 源 分 布 “ 北 缺 南 丰 ”
问题。丹江口水库横跨湖北
十堰和河南南阳，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为
了 确 保 一 泓 清 水 永 续 北 上 ，
两地把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
护视为重中之重，在筑牢水
质安全屏障的同时，依托生
态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统筹
保 护 与 发 展 ， 探 索 “ 绿 ”

“富”共赢之路。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董庆森 杨子佩 柳 洁

右图 位于丹江口库区旁的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刘 昆摄

正在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觅食的黑鹳正在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觅食的黑鹳。。 刘洪军刘洪军摄摄

上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耿亚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