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弹指一挥间，清澈如碧的汉江水已沿

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干渠向北奔涌十

年。

工程累计输水 645 亿立方米，相当于

4400 多个西湖的水量，成为沿线 26 座大中

城市 200 多个县（市、区）的重要水源，受益

人口超 1.08亿。北京人每喝的 10杯水中，就

有约 7杯来自南水北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南水北调工程事

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要求“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

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

安全”。

本文作者曾亲历南水北调工程的组织

管理工作，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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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2 月 23 日，国务院正式

批复了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经 几 代 人 执 着追求的南水北调工程

由此进入了基本建设程序，部分单项

工程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陆续开工。

12 月 27 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

典礼在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

施工现场三地同时举行。这是一个令

人难忘的日子，从那时起，标志着南

水北调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2003 年 12 月 30 日，中线工程也

顺利开工。干旱缺水的北方看到了

希望，几代中国人对南水北调的期

盼，将从梦想变成现实。

现在回过头来看，南水北调工程

得以上马，我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

第一，该工程得到历届党中央、国务

院领导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工程每

到一个重要阶段，中央领导都有明确

的指示。最明显的是，明确总体规划

原则和工作方向，审定总体规划以及

可研报告，领导工程建设领导机构组

建、制定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移

民、水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筹措工程

建设资金等，每一项工作都要经过多

环节、多部门、多省市协调，所有这

些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支持，是很难

推进的。

第 二 ，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经 过 长 期

的科学论证，统筹协调。人们普遍

以为，南水北调工程就是调水。其

实 调 水 仅 仅 是 工 程 建 设 的 一 个 手

段，南水北调作为一个巨型系统工

程，不仅有工程建设，还有水污染防

治、水资源保护、征地移民、文物保

护等工作，充分体现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如此跨地区、

跨流域的庞大调水工程，没有国务院

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没

有沿线各级地方政府的迫切要求、积

极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第 三 ，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有 日 益 发

展 的 综 合 国 力 和 技 术 能 力 为 支 撑 。

工 程 在 规 划 阶 段 的 估 算 投 资 额 近

5000 亿元，国家批复的东、中线一

期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阶 段 的 投 资 达

2546 亿元。这在 20 年以前，我国经

济 实 力 还 难 以 支 撑 这 么 浩 大 的 工

程。随着工程建设逐步深入，2013

年 安 排 投 资 480 亿 元 。 一 个 工 程 一

年内有那么大的投资强度，这充分

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综合

实力增长。国外很多同行一提及南

水北调工程便对我们非常羡慕：羡

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集

中力量办大事；羡慕中国综合国力

能 够 支 撑 规 模 如 此 浩 大 的 工 程 建

设；羡慕通过长江三峡、南水北调

等巨型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了世界水

利科技的进步，中国的各方面专家

更是贡献其中受益其中。

第四，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工作者

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追求不懈努力。

他们战严寒、冒酷暑、攀悬崖、涉急

流，收集水文资料、勘探地形地质，

他们深入调水区、受水区了解水情社

情、民情，听取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

的意见，他们在不眠的长夜里反复修

改设计方案，激烈的研讨会上进行研

究成果的切磋、交流。

50 年的岁月，多少水利科技工

作者无怨无悔，为了南水北调工程

奉献出青春年华，赤子忠诚，当听到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的喜讯，不少为南

水北调奋斗一生的老同志，激动得热

泪盈眶，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为 《南水

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夯实了基础，为

工程建设提供了必备条件。

（本文作者张基尧，历任中国水

利水电工程总公司总经理，水利部

副部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

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等

职。本文摘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征编出版的 《南水北调

工程亲历记》，原文较长，在本次发

表时有删节。）

50年的梦想
变成现实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论证与决策回忆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张基尧

1952 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

在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关于引江济

黄设想的汇报后，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

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由此提出南水

北调的宏伟设想。

1953 年 2 月，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至

南京视察长江。19 日，在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办

公室主任林一山汇报长江治理工作时，毛泽东

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

水给北方？”毛泽东还用铅笔指向地图上腊子

口、白龙江、西汉水，最后指向汉江，每一处都

问 到 引 水 的 可 能 性 。林 一 山 一 一 作 了 回 答 。

毛泽东指示要对汉江引水方案作进一步的研

究，要组织人员查勘，一有成果就立即给他写

信。22 日，林一山又向毛泽东汇报了长江防洪

的初步设想。临别时，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三

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但南水北调工作要

抓紧。”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再次提出引江、引汉济黄和引黄济

卫问题。

同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发出了《关于水利工作

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

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

为主要目的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

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这是“南水

北调”一词第一次见于中央正式文献。

1958 年 到 1960 年 三 年 中 ，中 央 先 后 召 开

了 四 次 全 国 性 的 南 水 北 调 会 议 ，制 定 了 1960

年至 1963 年间南水北调工作计划，提出在三

年 内 完 成 南 水 北 调 初 步 规 划 要 点 报 告 的 目

标。

1958 年 9 月 1 日 ，拟 作 为 南 水 北 调 水 源

地 的 汉 江 丹 江 口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举 行 开 工 仪

式 。工 程 采 取 分 期 建 设 。丹 江 口 大 坝 基 础 考

虑 到 今 后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的 可 能 性 ，按 正 常 蓄

水位 170 米一步到位。1974 年，丹江口水库初

期工程全部完工。

1974 年 1 月 18 日 ，在 赴 日 本 展 出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展 览 会 国 内 预 展 会 上 ，朱 德 委 员

长 在 审 查 丹 江 口 水 利 枢 纽 模 型 时 问 ：“ 能 不

能把水引到华北呢？那里缺水。”介绍的同志

回答：“丹江口水库的重要意义，就是将来通

过 它 调 蓄 汉 江 水 引 到 华 北 去 。目 前 水 库 蓄 水

位 可 到 157 米 ，汉 淮 分 水 岭 是 148 米 ，将 来 完

全 可 以 把 水 引 到 华 北 ，这 是 实 现 毛 主 席 南 水

北调宏伟设想的一条比较好的调水路线。”

改 革 开 放 后 ，我 国 经 济 社 会 快 速 发 展 ，

综 合 国 力 不 断 增 强 ，现 代 水 利 科 技 发 展 水 平

日 益 提 高 ，面 对 北 方 地 区 日 益 严 峻 的 水 资 源

短缺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以历史发展的远见

卓 识 ，从 全 局 和 战 略 高 度 上 继 续 筹 划 和 论 证

南水北调工程。

1978 年 2 月 26 日 至 3 月 5 日 召 开 的 五 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正 式 提 出“兴 建 把 长 江 水 引 到 黄 河 以 北 的 南

水北调工程”。

1978 年 9 月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陈云就南水北调问题专门写信给水电部部长

钱正英，建议广泛征求意见，完善规划方案，

把 南 水 北 调 工 作 做 得 更 好 。同 年 10 月 ，水 电

部 发 出 了《关 于 加 强 南 水 北 调 规 划 工 作 的 通

知》。

1979 年 12 月，水电部正式成立 部 属 的 南

水 北 调 规 划 办 公 室 ，统 筹 领 导 协 调 全 国 的 南

水北调工作。

1980 年 7 月 22 日 ，邓 小 平 同 志 视 察 丹 江

口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详 细 询 问 了 初 期 工 程 建 成

后 防 洪 、发 电 、灌 溉 效 益 与 大 坝 二 期 加 高 情

况。

同 年 10 月 3 日 至 11 月 3 日 ，根 据 中 国 科

学 院 和 联 合 国 大 学 协 议 ，联 合 国 官 员 及 联 合

国 大 学 比 斯 瓦 斯 博 士 等 8 位 专 家 ，与 我 国 水

利部、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的专家、教授、工程

技 术 人 员 共 60 多 人 对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和 东 线

进行考察，并在北京举行学术研讨会。经过考

察 和 讨 论 ，专 家 们 认 为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和 东 线

工 程 技 术 上 可 行 。联 合 国 专 家 建 议 在 经 济 和

环境方面补充研究南水北调有关问题。

1996 年 3 月 ，根 据 1995 年 国 务 院 第 71 次

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南水北调问题会议纪要的

精神，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南水北调工程审查

委员会。

我第一次接触南水北调，是到水利部工作

后的 1997 年，参加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

“能不能从南方
借点水给北方？”

在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报送前后，我

经历了后期的论证过程，有几件经历的事，印象

深刻。

中线穿黄工程是南水北调的咽喉、工程建设

的关键，围绕着河上渡槽方案及河底隧洞方案，

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为做好方案的优选比较，水利部部署长江水

利委员会 （以下简称长江委） 重点研究隧洞穿黄

方案，同时研究渡槽穿黄方案；部署黄河水利委

员会 （以下简称黄委会） 重点研究渡槽穿黄方

案，同时研究隧洞穿黄方案。两个单位都要把不

同方案做到同等设计深度，以便论证比选。

接到任务后，两个委员会的设计单位开展了

全面深入的勘测设计和专题研究工作。

2000 年夏，我出差到湖北武汉，时任长江

委设计院院长的钮新强带领部分设计人员赶到我

的住地，同时带来了他们的设计成果。

在不大的房间里，张张图纸铺在地上，我和

水利部规划司的同志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图纸

上听设计人员的汇报。从地质勘探到结构设计，

从形体尺寸到不同方案的优缺点，几个小时下

来，我们又围坐在成堆的设计资料旁，认真地听

取意见和建议。

事后，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蔡其华又专程找到

我，并要求到水利部汇报。黄委会同志知道此事

后，也急切地报告他们的工作成果。两个方案各

有利弊，我个人支持隧洞方案，其原因一是技术上

相对成熟，二是战略上比较安全，三是不影响黄河

的行洪，缺点是维修工作比较困难。而渡槽方案

要在黄河深厚的淤积层上每 50 米建一对支墩，就

形同黄河上加了一把巨大的梳子，对黄河汛期行

洪及泥沙运动会造成一定影响……河南省的领导

表述了支持渡槽方案，他们认为一条横跨黄河南

北的渡槽就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提高了河南的

品位，有利于河南的旅游，当然他们也表态还是由

专家论证后中央决策，不管什么方案河南一定做

好工作，希望南水北调工程早日开工建设。

事后经专家反复论证，推荐了穿黄隧洞的方

案，有些同志还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施加了什么影

响？”其实这纯属偶然，我没有参加专家论证会，只

是表明了一个老水利工作者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不论是隧洞方案还是渡槽方案，在工程建设

中都面临诸多挑战。穿黄隧洞工程在建设中遇到

了安装井漏水、盾构机刀具磨损严重、外衬楔块

对接崩角以及内层衬砌施工中诸多问题，这些问

题依靠建设者的努力都一一被解决。现在两条巨

大的卧龙潜伏在黄河之下，如南水北调中线的大

动脉，吞吐着长江来水，润泽着华北大地。

河上渡槽方案与河底隧洞方案

位于京广铁路西侧的南水北调中线，在规划

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 1267 公里的调

水线路上缺乏在线调蓄的水库。水利专家张光斗

先生曾多次提及这个问题。为此，水利部在总体

规划中提出，一是充分发挥丹江口水库的调蓄作

用；二是沿线大中型水库参加调蓄计算，位置较

高的进行供水补偿调节，位置较低的直接充蓄；

三是为提高北京、天津的供水保证率，改扩建河

北徐水境内的瀑河水库。

在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建设中，由于种种

原因，瀑河水库未能列入与输水渠道同步建设，

但中线工程在线调蓄问题依然被水利专家和管

理单位所重视。这期间，北京、天津两市纷纷

提出就近建立调蓄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

瀑河水库的前期工作及建设步伐。我认为，它

依然应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需要认真研究的

问题，放在中线工程调蓄问题的整体中去认真

分析研究，择机进行建设。中线工程在建设方

案 的 选 择 中 ， 还 存 在 是 明 渠 输 水 还 是 管 道 输

水，丹江口大坝是否加高？加高多少？沙河、

湍河等特大型渡槽的结构形式，南水北调来水

进入北京、天津用管道还是箱涵等问题的抉择。

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专家及工程建设有关

方面都是从建好南水北调工程，发挥最大综合

效益出发，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不同工作

定位提出来的，在方案的论证中都经历了反复

权衡、科学论证、集思广益，形成意见比较一

致的方案。

当然，形成的方案还必须经过实践和历史

的考验。有的方案可能还带有时代的痕迹，例

如中线工程在选择渠道输水或管道输水上，当

时的考虑是中线一期工程调水量大，采用明渠

方案工程投资少、水价低，并可以丰水年加大

流量输水，便于兼顾农业和生态。但明渠输水

占 地 较 多 ， 水 量 损 失 大 ， 水 质 保 证 也 较 为 困

难。管道输水方案占地少，输水安全性高，水

质有保障，但投资和水价均高出一倍以上。

为 了 把 工 程 投 资 及 水 价 控 制 在 合 理 范 围 ，

又借鉴管道输水的优点，实际方案采取了渠道

与管道相结合的方案：明渠全断面衬砌与交叉

河道全部立交，进入北京、天津人口及建筑物

密集区采用暗管或暗涵。即便如此，随着土地

价格的不断攀升、受水区对水质要求的不断提

高、受水区城市对水价承受能力的不断增强，

当前采用的明渠为主、局部管涵的输水方案还

将接受实践及历史的检验。在广泛征求各方面

意见建议后，2002 年 8 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

规划》 以全面、深入、科学、合理的面貌进入

决策程序。

2002 年 8 月 23 日 ， 国 务 院 召 开 第 137 次 总

理办公会议，会议听取了水利部作的 《南水北

调工程总体规划》 情况的汇报。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原则同意

成立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后改为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年内开工建

设南水北调东线江苏境内三阳河、潼河、宝应站

工程和山东境内济平干渠工程。会议要求水利部

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抓紧修改后向中央汇报。

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并代表水利部向国务

院汇报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10 月 9 日，国务院第 140 次总理办公会批准

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的立项申请，要求抓

紧编制丹江口水库库区移民安置规划。

2002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听取了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水利部部

长汪恕诚受国务院委托作的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

规划》 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 《南水北调工

程总体规划》。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之后，我受委托代表

国家计委、水利部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

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及全国人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汇报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接

受与会人大常委、代表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后经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何椿霖，得到

的回答是，全国人大几个专业委员会代表常委会

听取汇报，此后全国人大不再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10 月 25 日，我代表国家计委、水利部向全

国政协汇报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全国政

协副主席钱正英主持汇报会，钱学森等 40 多位

政协委员听取了汇报。《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 得到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赞成。我汇报

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对委员

们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并表示一定将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向水利部、国家计委汇报。

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汇报会提出的意

见，《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又作了进一步的

修改。

在线调蓄工程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龙头”——陶岔渠首枢纽。

Z 亲历·亲见·亲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