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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水营过上甜日子

流入寻常百姓家

从小吃村里“苦水”长大的河北省

景县苦水营村村民付书明没想到，他耄

耋之年喝上了南水北调的长江水。

“苦水营”名字的由来，和村里的水

直接相关。

由于地处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

地下水含氟量高，景县的饮用水安全一

直是个大问题。“过去吃含氟高的井水，

村里人落下一嘴黄牙，出门都不好意思

张大嘴笑。”付书明说。

2010 年，乡里建起集中供水厂，安

装了降氟设备，但是运行成本高且废水

多 。 2020 年 ，苦 水 营 一 朝 变 为“ 甜 水

营”——高氟地下水换成了净化过的、

从千里外奔涌而来的长江水，村里人喝

上了放心的健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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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大河大治理。世界最大输水

渡槽、首次隧道穿越黄河、世界最大规

模现代化泵站群……历经半个世纪论

证、数十万建设者十多载奋战，攻克一

个个世界级难题，远道而来的南水，有

力改善了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海地区

水资源条件和水资源承载能力 ，为 40

多 座 大 中 城 市 提 供 稳 定 水 源 ，受 益 人

口 达 1.85 亿 人 。 如 今 ，清 澈 甘 甜 的 南

水，替代了北方部分地区的苦咸水、高

氟水。

从 喝 地 下 水 到 喝 长 江 水 ，是“ 开

源”；珍惜水资源、用好水资源，还要靠

“节流”。10 年来，河北农村积极推广高

效节水技术、建设高标准农田，拧紧农

业用水“水龙头”。同时，该省扎实做好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稳妥有序关

停取水井，严格管控地下水位。

如今的河北，水井少了，水面多了，

断流的河道再现碧波。

不仅在河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助

力北京市形成南水、密云水库水、地下

水三水联调格局，其中，南水已成为北

京 市 的 主 力 供 水 水 源 ；天 津 市 实 现 引

江、引滦双水源保障，极大优化了供水

格局；山东省持续推动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建设，与黄河、大运河共同构建成纵

贯南北、横跨东西的“T”字形水网。

从城乡居民饮水到工农业生产用

水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促 进 水 资 源 优 化 配

置，长江水成了“幸福水”。

“南水全天供应，随用随有，大家再

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付书明说。在

付书明家的院子里，有 7 口缸，这些缸

原本用来储存生活用水，现在也“转岗”

了——被一辈子节水的他用于储存雨

水浇树种花。

如今，南水滋养着付书明一家，也

滋润着北方人民的幸福生活。

“泉水绕城”胜景再现

携手复苏水生态

从空中俯瞰，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

水库犹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豫鄂

交界的群山之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以此为起点，蜿蜒北上。

雨后清晨，身着作训服的民兵叶俊

驾 驶 一 艘 巡 逻 艇 ，沿 水 库 岸 边 缓 缓 行

进。他不时停船抛出网兜，捞起水上漂

浮物，装入储物筐中。

作为名副其实的“守井人”，叶俊已

义务巡库近 8 个年头。常年奔波于水库

生 态 保 护 一 线 ，他 的 脸 庞 被 晒 成 古 铜

色，“我是喝丹江口水库的水长大的，更

要用心爱护它”。

在丹江口市，像叶俊这样的环保志

愿者，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小水滴”。截

至目前，该市共有 336 支“小水滴”守水

护水志愿服务队，实名注册志愿者近 9

万人。近年来，丹江口水库出现“水中

大熊猫”桃花水母的身影，这成为库区

水质和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佐证。

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并非一地

的“独奏”，而是一曲“四手联弹”的“协

奏”。从源头到全线，先治污后通水，先

环保后用水。相关部门和工程沿线各

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加强污染防控，推动产业绿

色转型，牢牢守好水质安全底线，调水

线成了生态线。

位于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的黑

龙潭，芦苇随风摇曳，白鹭立于浅滩，与

漫步潭水边的游人，组成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自 2021 年以来，

黑龙潭持续复涌，泉大水深的美景逐步

重现。

不仅仅是黑龙潭，随着南水北调工

程通水，附近曾经干涸的白泉湖、珍珠

泉等竞相复涌，邢台再现“泉水绕城”胜

景。华北地区干涸的洼、淀、河、渠、湿

地重现生机，滹沱河、永定河等一大批

河湖再现流动之美。

“华北明珠”白洋淀，曾经饱受水量

少、水质差的困扰。2018 年以来，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持续向白洋淀进行生态

补水，加上引来的黄河水、当地的水库

水，白洋淀的淀区面积逐步恢复至 360

余平方公里。

“通水以来，南水北调工程全面助

力河湖生态环境复苏，生态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工程生态效益明显。”中国南水

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晨曦洒满湖面，摄影爱好者按下快

门，“水鸟戏水”的瞬间就此定格。

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终点北京团

城湖，草木上还挂着霜，摄影爱好者已

架起相机，红腹山雀、红嘴蓝鹊等是他

们镜头里的“常客”。

团城湖调节池承担着南水北调来

水分水、调蓄和河湖水系补水的重要功

能，是北京水资源的“仓储”和“调配中

心”。

这些年，团城湖畔十几个公园陆续

建成 ，30 余公里的绿道连接着每个园

子。近千亩京西稻田，因南水的到来而

恢复。到了夏天，常常一片云就会带来

一场雨。

大 库 水 满 小 河 溢 ，鸟 鸣 鱼 跃 树 成

荫。从南至北，南水北调沿线一派生机

盎然。

宝丰米醋香飘四方

振兴有了“发展水”

在河北省正定县，南水北调中线干

渠宛如玉带，源源不断送来好水。在雄

安新区，通干渠，建水厂，铺管线，一张

高标准水网正在加快建设。

一 泓 清 水 北 上 ，串 联 起 粮 食 主 产

区、能源基地、重要城镇，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

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波光粼粼的碧水，流淌过熙熙攘攘

的城市、阡陌灯火的乡村，牵一发动全

身。

京杭大运河，古代贯穿中国南北的

水利大动脉。它流经河北省沧州市，塑

造出一座漕运重镇。

而今，京杭大运河已成为南水北调

东线一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沧州

市 着 力 改 善 大 运 河 水 质 ，恢 复 生 态 环

境，开发出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园、沧州园博园等多个文化地标，串

联起文旅、研学等新业态，周边农业产

业加速发展，“大运河文化”的品牌越擦

越亮。

与此同时，南水还有效改善京杭大

运河通航条件，重塑“黄金水道”优势。

大运河畔，山东省济宁市梁山港拔

地而起。今年 11 月，梁山港集港量、疏

港量双双突破 160 万吨。“南水北调东线

持续调水，抬升梁济运河水位，改善航

运条件，促进港口互通。”济宁港航梁山

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得益于

东 线 调 水 ，京 杭 大 运 河 全 年 通 航 里 程

877 公里，2000 吨级运输船可从梁山港

直达长江。大运河水运能力不断提升，

进一步畅通南北经济循环。

乡村全面振兴有了“发展水”。茅

塔河是南水的源头之一，近年来，湖北

省十堰市茅箭区依托茅塔河水生态系

统，探索实践“中蜂+蜜源经济作物”“香

菇+葡萄”等生态立体循环产业模式，并

积极打造旅游路线。生态“颜值”带来

经济产值。不少村民借势返乡，开起民

宿客栈，办起农家乐，茅塔河成了当地

群众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作为南水北调受水区，河南省宝丰

县整合农村饮水工程，依托本地水和南

水，实现“大水源”供水、“大水厂”制水、

“大管网”送水。好水酿好醋，宝丰小米

醋香飘四方，特色农产品销量喜人，村

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从全民护水到一库清水，再到发展

活水，汩汩南水带动着生产、生活方式

转变。

超级工程的传奇仍在书写，它的故

事传唱神州。

南 水 北 上 润 神 州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10周年扫描

■本报记者 单慧粉

峭壁横亘，凿洞穿行。年终岁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施工正
酣。

出三峡，穿群山，连江汉。作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重大项目，引江
补汉工程建成后，三峡水库与南水北调两大世纪工程将“牵手”，进一步提
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供水保障能力，国家水网越织越密。

习主席强调，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东线从江苏省扬州市
江都水利枢纽出发，沿京杭大运河提水北送；中线从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
引水，南水千里奔流，润泽豫冀津京。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
线、西线向北方调水，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形成“四横三
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

2014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10年来，工
程累计调水超 760亿立方米，沿线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充分释放。汩汩
南水，满载着深情厚谊，泽被北方大地。

写 在 前 面

南水北调工程跨越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四大流域，建设技术难度大。早

在东中线一期工程建设过程中，科技团

队就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近年来，相

关部门攻克水质保护和提升、水资源优

化配置等核心技术，水利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

引水隧洞的“掘进先锋”

12 月 2 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

工程首台硬岩掘进机（TBM）“江汉先锋

号”，在土建 4标 8号平洞顺利始发掘进，

标志着引江补汉工程进入 TBM 掘进施

工新阶段。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从长江三峡

库区引水入汉江，输水线路总长 194.7公

里，采用 10 台直径 12 米级硬岩掘进机，

预计 2029年底实现贯通。

据介绍，“江汉先锋号”是目前国内

引水隧洞项目中使用的最大直径单护盾

硬岩掘进机。该设备搭载同步推拼技

术，能实现隧洞掘进和管片拼装同步进

行，施工效率可提升 20%至 40%。

输水调度的“智慧大脑”

进入 12 月，河北省石家庄市气温降

至冰点。在南水北调干渠，宽阔的水面

上涌起水雾轻烟。“自带温度”的南水一

路北上，遇到北方冷空气，产生水雾蒸腾

的视觉效果。

南水北调工程里程长，输水调度情况

复杂。实现精准调度，确保一泓清水永续

北上，离不开数字孪生技术的助力。

“我们积累了大量冰期输水数据，搭

建了坚实的数据底板。”工程相关负责人

孙维亚介绍，依托统计学、预报和精细模

拟等模型，不仅可以预测预报未来 3 至

15 天各渠段位置的水温、冰情，还可以

在水温、岸冰、流冰、冰盖达到临界值时

及时预警，针对冰情生成相应预案。

此外，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南水北调

工程还可实现跨流域多目标联合调度、冬

季输水安全保障等多个智慧应用场景。

地下箱涵的“安全专员”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北省保定市

西黑山分水口，总干渠一分为二，一部分

从地面直流到北京，一部分经地下箱涵

直流到天津。

千里干渠为何“由明转暗”？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综合评估

地势、土地资源、经济投入的结果，不仅

能使南水顺利进入天津，还能节省土地

资源。

为了使“处于暗处”的箱涵得到有效

维护，工程师将箱涵整体“搬”到电脑屏

幕上。据介绍，地下箱涵沿线安装有

3500 多台安全监测仪器。这些仪器每

天采集工程接缝开合度、渗水情况、混凝

土应力应变等数据，自动上传至数字化

管理系统。线路安全专员通过数据变

化，可以研判箱涵的运行情况。

10 年来，他们先后在徐水段、容雄

段、霸州段等开展多次单孔箱涵排空检

修，及时排除多个安全隐患。

（综合各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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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漂员在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水库作业。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