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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是实实在在的
民心工程、民生工程。作为河南人，
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给我们的
生产生活以及沿线的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生产生活用
水，大大改善了沿线的生态环境。”
提起南水北调工程，全国政协委员
宋丰强就有说不完的话。

宋丰强和南水北调有缘，不仅
喝上了甘甜的南水，还为护送“清水
北上”出了一份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省
郑州市荥阳王村通过隧道穿过黄
河，工程完工后，周边还存留有大量
的荒坡、荒滩，每到刮风季节，尘土
飞扬，严重影响南水北调‘一渠清水
送京津’。”宋丰强说。

为此，宋丰强决定在穿黄工程附
近建设丰乐樱花园，初衷是想通过发
展生态林、经济林，既绿化了荒坡、荒
滩，防风固沙，又带富了当地群众。

“我们先后发展樱花苗木生态
林3万余亩，既带动当地贫困户年
均增收3000元以上，又让附近贫困
群众端上了‘绿饭碗’，走上了脱贫
致富路。”宋丰强表示。

如今，每年阳春三月、草长莺飞之
时，这里璀璨的樱花海伴着黄灿灿的
油菜花、二月兰等花卉，形成独特的田
园风光，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吸引
着众多民众到此一游。

对于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建设，
宋丰强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涉及多个流
域、多个省市。不但有调水、供水任务，
还涉及防洪、抗旱、生态等多种功能，
建议水利部门加强行业指导和水资源
的统一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规范南水北调工程的日常管理，做到
调水、供水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宋丰
强说。

同时，宋丰强还建议在南水北调
穿黄处建设中小学生水利工程科普教
育基地，弘扬宣传南水北调工程。“要
集中展示伟大祖国南水北调水利工程
建设的科技成果、成就，发挥科普教育
和旅游作用，学生们通过展板、沙盘、
电子互动屏以及宣传视频等方式，针
对为什么要调水、水怎么来的、水怎么
用的、水质怎么保护等知识对南水北
调工程进行全面了解，进行饮水思源
科普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

南水来了，家乡更美了
本报记者 王菡娟

重塑供水格局
——“优化水资源配置”的生

命线

2021 年 5月 14日，在推进南水
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自古以来，
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
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这
是对我国国情水情的基本形势判断，
也是长远发展亟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和短板，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
记才会把南水北调工程提到事关战
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的高度。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很低，
只有世界平均的四分之一，特别是时
空分布不均匀，北方地多水少，南方
地少水多。除此之外，水资源的时间
分配又集中在夏季，南水北调的必要
性就在于平衡这种不均匀性。”中科
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研究员刘昌明表示。

若以人均水资源量计算，我国最
为“干渴”的地区并非沙漠广布的西
北，而是华北地区。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未建
成通水之前，黄淮海流域人均水资源
量仅为462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1/5；而北京、天津所在的海河流域
人均水资源量更是少得可怜，其中北
京为全世界大城市中第一缺水城市，
仅为97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
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仅
为中东沙漠国家以色列人均水资源
量285立方米的1/3。

由于过度使用地表水、大量超采
地下水，华北地区一度出现“有河皆
干、有水皆污、地面沉降、海水入侵”
等严重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华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累计亏空1800亿立方米
左右，超采面积达到了18万平方公
里，沉降超过 200毫米的面积达 6.4
万平方公里，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水资源格局决定着发展格局。南
水北调工程，把富余的南方水资源调
配到极度缺水的北方地区，从此改变
了南北方的水格局。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
通水7年来，工程运行安全平稳、水质
稳定达标、供水规模屡创新高，实现
了年调水量从20多亿立方米持续攀
升至近100亿立方米的突破性进展。

截至2021年 12月 12日，东、中
线一期工程已累计调水494亿立方
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
441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累计调
水入山东52.88亿立方米，有效缓解
了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为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
大国家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水资
源支撑和保障。

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的生
命线

一大早，家住许昌市区文昌小区
的王芳像往常一样接水做饭。不同的
是，现在她已经不用净水机过滤，直
接从水龙头中接水使用。“这是南水
北调过来的水，水质非常好，烧开后
几乎没有水垢，我家的净水机以后算
是‘下岗’了。”王芳说。

“河湖相连，碧波千顷。”河畅、
湖清、水净、岸绿、景美的许昌如同
一幅画卷呈现在世人眼前，谁能想
到之前的许昌是一座极度缺水的城
市。南水北调的一渠清水使许昌人
民告别了“缺水之痛”，实现了“兴水
之梦”。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后，
南来的长江水像天降甘露滋养着干
涸已久的华北大地，为工程沿线40多
座大中城市提供优质水源。

东线一期工程输水干线水质全
部达标，并持续稳定保持在地表水水
质Ⅲ类以上；丹江口水库和中线干线
供水水质稳定在地表水水质Ⅱ类以
上，沿线群众饮用水质量显著改善。
由于水质优良、供水保障率高，受水
区对南水北调水依赖度越来越高，南
水北调水已由原来规划的补充水源
跃升成为许多大中型城市的主要水
源。

在北京，南水北调水占城区日供
水量的7成以上，自来水硬度由过去
的380毫克/升降低至120毫克/升，
供水安全系数由1.0提升至1.2；在天
津，城区南水北调水日供水量接近
100%；在河南，十余座省辖市用上南
水，其中郑州中心城区90%以上居民
生活用水为南水北调水，基本告别饮
用黄河水的历史；河北省黑龙港流域
500多万人彻底告别了世代饮用高氟
水、苦咸水的历史。

7年来，这条奔涌流淌的蓝色生
命线，持续输送甘甜的生命源泉，受
益人口已从通水之初的1.1亿人增加
到目前的1.4亿人，广大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南
水北调成为百姓普遍点赞的民生工
程和名副其实的幸福之源。

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
蒋旭光指出：“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对优质水资
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的需求
也将不断提升。南水北调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加强供需趋势分析研
判，更加精确精准调水，促进已建工
程提质增效，加快推进后续工程规划
建设，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安
全、更加可靠、更加优质的水资源。”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的生命线

初冬的白洋淀，芦苇片片金黄，
芦花随风摇曳，有“华北之肾”美誉的
白洋淀承载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的雄安新区。

资料显示，白洋淀由大大小小
共计 143个淀泊组成，上世纪 50年
代的白洋淀面积有 561 平方公里。
但随着华北缺水问题不断严重，白
洋淀干淀现象越来越频繁，60年代
干 淀 1 次 ，70 年 代 干 淀 3 次 ，从
1984 年开始连续 5 年出现了干淀
现象，而且污染问题愈加严重，水
质不断恶化，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生态状况不容乐观。

据淀区村民回忆，上世纪80年代
初，淀里的水舀上来就能喝，之后连
续干淀了多年，能跑马车、开拖拉机。

白洋淀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是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大命题。

自 2018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持续向白洋淀进行生态补
水，同时河北省水利部门也通过引黄
河水、当地水库水进行生态补水，在

白洋淀南来的长江水与黄河水实现
交融，累计入淀水量达 24.5 亿立方
米，白洋淀水位稳定保持在7米左右，
淀区面积由171平方公里恢复至275
平方公里左右，“华北明珠”重新焕发
了生机和活力。

受益的不仅仅是白洋淀。绿色始
终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底色。《南水北
调工程总体规划》就提出，南水北调
的根本目标是改善和修复黄淮海平
原和胶东地区的生态环境。

7年来，东线沿线受水区各湖泊，
利用抽江水及时补充蒸发渗漏水量，
湖泊蓄水保持稳定，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济南“泉城”再现四季泉水喷涌景
象；中线已累计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
行生态补水，推动了滹沱河、瀑河、南
拒马河、大清河等多条河流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密云水库蓄水量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突破历史最高纪录的
33.58亿立方米。

工程沿线曾经干涸的洼、淀、河、
渠、湿地重现生机，初步形成了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亮丽风景线。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畅通南北经济循环”

的生命线

2021 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
委、水利部副部长陆桂华表示，“经
过多年来大规模水利建设，我国已
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水利基础设
施体系，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跃居
世界前列，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但对标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和‘十六字’治水思路，
水利基础设施仍存在不少短板和
薄弱环节。”

数据显示，全国 19个城市群中

的 13个、17个能源基地中的 16个、农
产品主产区中约65%面积分布在水资
源较为紧缺地区，导致水资源超载问题
突出，超载区和临界超载区面积占全国
的53%。

而南来的一江清水却将粮食主产
区、能源主产区、重要经济发展区串联
起来。

“南水北调工程就是要在加快培育
国内完整的内需体系中充分发挥水资源
保障供给作用，打通北方水资源制约的痛
点堵点，水网将南方地区的水资源优势转
化为北方地区的经济优势，促进各类生产
要素在南北方更加优化配置，实现生产效
率效益最大化，畅通南北经济大循环。”南
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表示，南水北
调工程建成通水后，通过跨区域调水，还
极大改善了北方粮食主产区缺水问题，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挖掘粮食增
产潜力，增加国家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以2016年-2019年全国万元GDP
平均用水量70.4立方米计算，近500亿
立方米的南水，有效支撑了受水区7万
亿元的GDP增长。

不仅如此，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建成后，京杭大运河有效改善了通航条
件，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南航段从东平湖
至长江实现全线通航，1000吨至 2000
吨级船舶可畅通航行，新增港口吞吐能
力1350吨，新增运力相当于一条“京沪
铁路”，成为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
水道”，为南北经济大循环打通了一条重
要的水路通道。

南水北调工程实现了丰水的长江流
域与缺水的黄淮海流域联通互补，提高
了我国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优化了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布局，改善了我国生态
环境质量，有力保障和推进了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中的辉煌篇章，成为当之无愧的

“大国重器”。

“天河”架南北 幸福从此来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七周年

本报记者 王菡娟

鹤舞鄱湖，牵手世界。12月
12日，第二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
开幕。

鄱阳湖是世界上水鸟多样性最
丰富的地区之一，每年秋冬，全球
98%以上的白鹤、95%以上的东方
白鹳、70%以上的白枕鹤、60%以
上的鸿雁从西伯利亚、蒙古及中国
东北飞抵鄱阳湖，六七十万只候鸟
在这里生活栖息，是名副其实的

“珍禽王国”和“候鸟乐园”。蹁跹
的候鸟为这个枯水季节的大湖带来
无尽活力。

12月 8日，江西鄱阳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南矶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都昌候鸟保护区同步
对鄱阳湖区开展了“逢8”（每个
月的8号、18号、28号） 定期监
测，统计到水鸟 63 种 70.8 万余
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7种，
白鹤 4200 余只、白枕鹤 180 余
只、白头鹤80余只……

鄱阳湖是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
富，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美
风景线。

走进鄱阳湖生态文明会展中
心，墙上的鄱阳湖观鸟地图实时展
示着15个观鸟点的候鸟身影。开
阔的湖面上、茂密的芦苇间、清幽
的滩涂中……候鸟或水中嬉戏觅
食，或空中盘旋翱翔，碧水蓝天中
悠游自在。

庞大数量候鸟的到来，也带来
了“人鸟争食”难题。为此，鄱
阳湖沿岸不断提出对策——2020
年初，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区将原
来的 300 亩藕田扩大到了 1045
亩，还在高新区鲤鱼洲管理处预
留了 500亩不收割的水稻，为候
鸟备足“口粮”。

而余干插旗洲则赎买了大约
1000亩水稻，只种不收割，确保
候鸟冬天有足够的食物……

不仅如此，以鸟为媒，江西搭
起了与世界对话的桥梁。随着国际
观鸟周的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
600余位宾朋，看到了羽翼下的一
湖清水和自然家园，更看到了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理念。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

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来鄱阳湖，他
最喜欢的就是余干插旗洲，他在那里
看到了1万多只候鸟，其中白鹤就有
2000多只。

“破解人鸟争食难题，这是联合
国粮农组织实施项目的目标之一。我
们正在探索多种方式推动多方共管活
动，例如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发展
生态旅游，让村民能从保护湿地和候
鸟中受益。”文康农说。

江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叶建春
表示，希望通过观鸟周活动，打造永
不落幕的国际观鸟胜地，打造具有江
西特色的生态文化盛宴，向海内外朋
友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传
播中华文化，不断扩大江西的“交往
圈”“朋友圈”“合作圈”。

大批越冬候鸟的到来，也离不开
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日前，《江西省候鸟保护条例》
正式出台，这是全国首个针对某一类
野生动物保护进行的立法，也是江西
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一项制
度创新。该 《条例》 将于2022年 1
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事实上，为加大候鸟保护力度，
江西还出台了《江西省鄱阳湖自然保
护区候鸟保护规定》等地方性法规和
规章，将湿地候鸟保护纳入河湖长
制、林长制等考核，成立专职护鸟员
队伍，坚决打击破坏鸟类资源的违法
犯罪行为，候鸟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

“请不要伤害鸟儿，让我们一起
爱护他们。”“让候鸟常来，让候鸟常
驻，留住鄱阳湖候鸟低飞，渔歌唱晚
的自然美景……”开幕式上，一句句
来自世界各国的“爱鸟宣言”，将彼
此紧紧相连，也道出了全球生命共同
体的共同心声……

以鸟为媒
——看鄱阳湖观鸟周上的和美图景

本报记者 王 硕

“古有运河粮道，今有南水北
调”，纵贯中国大地的两条人间“天
河”，已成为新时代美丽中国的亮丽风
景线和生命线。

7 年前的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
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建成通水。从
此，纵贯中国大地的两条人间“天河”
将南北方紧密相连，共饮长江水。

7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全面通水累计调水494亿立方米，发
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40
多座大中城市、1.4亿人口，因为这项
史无前例的水利工程，换了一种活法。

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近
日，水利部发布《农业灌溉用水定
额：苹果》《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柑橘》。至此，水利部自2019年以
来已陆续发布105项用水定额，其
中农业14项、工业70项、建筑业
3项和服务业18项，基本建立了
全面系统的用水定额体系。

国家用水定额依据《用水定额
编制技术导则》要求，按照科学合
理、适度从紧的原则开展编制，充
分考虑水资源条件、用水现状以及
节水技术和设备发展等因素，力求
实现定额指标的科学、合理、实
用。作为节水工作必备的量化标
尺，用水定额广泛应用于涉水规
划、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计划
用水、节水评价、节水载体建设和
监督考核等各项工作，是指导各行
业开展节水工作的重要技术依据，
对于强化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建立
健全节水制度政策等路径，提升水
资源节约集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农业用水占我国用水
总量的60%以上，农业节水管理
是提高我国整体用水水平的关键。
针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

菜、马铃薯、苹果、柑橘等主要粮食
和经济作物，目前已制定14项农业
用水定额，涉及 88%以上粮食和
85%以上油料作物播种面积。近年
来，我国工业用水总量总体虽呈下降
趋势，但工业领域仍存在较大的节水
潜力，制修订的70项工业用水定额
对用水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所涉行
业的用水量占工业总体的 80%以
上，涵盖火力发电、钢铁、纺织、造
纸、石油炼制、味精、罐头食品、酵
母制造等。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建筑
用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水利部发布
了住宅房屋建设、体育场馆建设和建
筑装饰等三项建筑业用水定额，逐步
推动建筑领域的节约用水工作。此
外，服务业用水定额重点关注重要的
城镇生活用水户和高耗水服务行业，
包括机关、学校、医院、洗浴、洗
车、高尔夫球场、室外人工滑雪场
等，涉及行业的用水量占我国服务业
用水总量的90%以上。

今后，水利部将通过强化对定额
实施情况的评估工作，不断完善定额指
标，持续提高用水定额制修订的质量和
时效，完善节水标准定额体系，为新阶
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水利部已发布105项国家用水定额
基本覆盖农业、工业和生活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