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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今年以来，南方部分
地区因降雨量偏少，旱情
持续。各地采取应急调
水、修建抗旱水源工程、加
强节水、分片分时供水、拉
水送水等措施，确保群众
生活和生产用水。同时，
水利部门加强旱情监测、
完善抗旱工程体系，不断
提升抗旱能力。

本报北京 4月 21日电 （记者寇江泽）

记者 21 日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二轮第三

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入下沉工作阶

段。截至 4 月 19 日，各督察组共收到群众

来 电 、来 信 举 报 13478 件 ，受 理 有 效 举 报

11039 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

督察单位转办 9630 件；被督察省份已完成

查处 1453 件，其中立案处罚 435 家，罚款

2580.97 万元；立案侦查 24 件，拘留 15 人；

约谈党政领导干部 428 人，问责党政领导

干部 96 人。

在下沉工作阶段，各督察组根据前一

阶段督察掌握的情况和聚焦的问题线索，

重点下沉到地市（州），深入基层、深入一

线、深入现场，督察地市级党委政府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其间，将针对

重要问题线索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

并就是否存在“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

的情况开展检查，对生态环境保护不作为

乱作为、不担当不碰硬，以及整改落实过程

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加强

针对性调查核实，做到见人见事见责任。

各 督 察 组 继 续 推 动 解 决 群 众 反 映 突

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转办督办，加强

抽查核实，开展实地回访并面对面听取人

民群众意见。督促被督察地方有力有序

推进边督边改，以解决具体生态环境问题

来回应社会关切，以整改实际成效来取信

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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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21日电 （记者刘博通）中国海警局近日联

合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启动为期 7 个

月的“碧海 2021”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这标志着

该专项执法行动进入了常态化开展、制度化推进新阶段。

自 2020 年中国海警局联合相关部委开展“碧海”专项行

动以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各领域监督检查全面强化，海洋污

染与生态破坏突出问题得到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为进

一步巩固行动成果，四部门决定继续开展“碧海 2021”专项执

法行动。

此次行动围绕“十四五”时期重点任务要求，明确了海洋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海砂开采运输、海洋废弃物倾倒、海洋

野生动物保护、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陆源入海污染物排放等 8
个重点领域的重点任务，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违法

犯罪活动。广大群众可通过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和 95110 海

上报警平台等渠道及时提供有关信息线索。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碧海2021”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OP4QRSTUVWXYU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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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村民找水——这段时间，云南峨山彝

族自治县甸中镇小河村党总支书记李洪贵一

直在为水操心。“从 2019 年开始，我们这就下

了几场毛毛雨。”李洪贵说。“村里有 2 个水

库、20 多个小塘坝，眼看着要见底，又等不来

雨，那叫一个着急。”李洪贵算着账，“全村有

1800 多人、6000 多亩耕地，无论是生活还是

浇地，水都不能断。”

李洪贵介绍，县里积极支持，把城镇集中

供水工程的管道延伸到村里，确保一部分村

民饮水安全；同时，还采取建应急泵站从水库

提水、派车为村民送水等方式补充水源，目前

全村生活用水基本能够保障。

南方部分地区旱情
持续，多措并举抗旱

为水奔波的，还有峨山县水利局局长柏

家立。“县里的旱情持续近两年。算水账，目

前全县水利工程实际蓄水量仅占总库容的三

成多点。”柏家立说，近两年来，县水利局积极

谋划，摸清可用水资源和供水风险，压实蓄水

责任，建设抗旱保人饮应急工程 81 处。

当前云南省正遭遇 2019 年以来连续三

年的旱情。截至 4 月中旬，云南 12 个州（市）

发生旱情，造成 97 个县（区、市）97.34 万人、

33.18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农作物因旱受灾

面积达 237.14 万亩。云南紧急安排 1.5 亿元

资金支持各地抗旱保供水工作，启动开工建

设 267 座抗旱引调（提）水工程。

去冬今春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旱情。据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统计，2020 年 10 月

至 2021 年 3 月，珠江流域降雨偏少约四成。

流域内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份发生不同程

度旱情。“2 月份以来，南方地区出现了几次

较强降雨过程，旱情有所缓解，但部分地区

由于降雨量较小，旱情仍然持续。”水利部水

旱 灾 害 防 御 司 抗 旱 处 有 关 负 责 人 杨 光 介

绍。截至目前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 643
万亩，有 98 万农村群众发生饮水困难，旱区

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份。

造成南方旱情的原因有哪些？珠江水利

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冬季南支槽强

度偏弱，西南暖湿气流难以输送到我国华南

地区。此外，受拉尼娜现象影响，南方受高压

控制，也不利于来自南海的水汽输送。

4 月 1 日，我国进入今年汛期，南方旱情

能否得到缓解？

“据气象预测，今年春季江南、华南、西南

等地降水仍然偏少，加上春季是农作物生长

需水关键期，农业用水量较大，南方部分地区

旱情可能再度反弹；黄淮海、东北等北方部分

地区去冬以来降水少，局部地区有可能发生

春旱。”杨光分析。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涝急转、旱涝并存

情况，水利部提出，相关地区要坚持防汛抗旱

两手抓，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统筹做好蓄

水和备汛工作，细化水库调度方案，坚守防汛

抗旱保安全的底线。

织密水网，发挥水利
工程作用，让水存得住、
提得上

如何确保旱区群众饮水安全？当前正值

春耕关键期，如何确保灌溉用水？

“抗旱直接关系到大家喝水、吃饭，是民

生大事，水利部已商财政部安排中央水利救

灾 资 金 2 亿 元 ，支 持 受 旱 省 份 做 好 抗 旱 工

作。旱区各地充分发挥大中小微各类水利工

程的作用，根据库塘蓄水状况，统筹考虑城乡

供水、春灌用水等需求。”杨光介绍。

旱情出现以来，各地开建临时抗旱工程，

想方设法找水、引水。在峨山县练江岸边，机

声隆隆，两台抽水机正全力运转，把河水抽到

附近水库。“从 2019 年 9 月至今，县里开挖 76
眼应急井，建抽水站、延伸管网，确保 11 个千

吨万人集中供水和千人以上集中供水厂、46
个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厂的人饮供水。”柏家立

介绍。

云南玉溪市江川区已达中度气象干旱，

局部达重度气象干旱。区水利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当地鼓励开挖小水窖、小水池等，让水

存得住；开展渠道清障、水池清淤、泵站维护

等，确保水能提得上、引得出。

“我们按照先生活、再生产的原则分配

水，目前，社区的生活供水来自城镇集中供水

工程，用水有保障。”江川区前卫社区监委会

主任唐建华介绍。

据介绍，各地瞄准“水网”短板，精细统筹

使用水源，完善抽、提、引、蓄等水工程，扎实

做好抗旱工作。

此外，为了应对跨区域、较大范围的旱

情，水利部门联合调度骨干工程，应急调水，

确保供水安全。

2019 年以来，韩江流域连续干旱，抗旱

形势严峻。今年 2 月，棉花滩水库等骨干水

库有效蓄水量 0.91 亿立方米，有效蓄水率仅

7% ，广 东 汕 头 、揭 阳 、潮 州 、梅 州 等 地 较 为

缺水。

7 次下达动态调度指令、多座大中型水

库配合……珠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去冬今春枯水期，通过韩江水量统一调

度，6 亿多立方米的水引到下游地区，有力保

障 1000 多万人供水安全，满足韩江三角洲城

市的工业用水以及 500 多万亩农田灌溉。

“接下来，水利部门将加强现有水源的统

筹管理，完善用水计划，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在留足群众生活用水的同时，千方百计满足

春季农业灌溉用水需求，为粮食丰收提供水

源保障。”杨光介绍。

要应急处突，更要长
久谋划，持续提升抗旱
能力

受气候特征和自然地理条件影响，我国

人多地少水缺、水旱灾害频繁。此次南方部

分地区的持续旱情，再次对提升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提出了要求。如何提升抗旱能力？接

下来还有哪些短板要补上？

各类水工程是抗旱的有效手段。水利部

水旱灾害防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大中型水

利工程调蓄能力强，可长时间提供相对稳定

的水源；小微型水利工程如水池、水窖等可以

汇集雨水等，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农村特别是

山区群众的饮水困难。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立足流域整体

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加强跨行政区河流

水系治理保护和骨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

微水利设施协调配套，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

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目前，一些地区的水利基础设施还存在

短板，一些“大动脉”建设需要加速推进，“毛

细血管”短板也较多。“对于山区半山区来说，

要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特别是要加强

日常管护和保养。”柏家立介绍。

加强对旱情的监测预警也是今后要补上

的短板。杨光介绍，旱情影响范围广、持续时

间长，更需要持续、密切跟踪。比如，相关部

门或易旱地区可充分运用新技术，加快推进

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建设，逐步实现旱情

监测空天地一体化，为旱情分析提供可靠的

决策支持。此外，加强预案编制、做好节水工

作，是应对旱情的有效举措。云南省水利部

门督促各地制定“一库一策”蓄水计划方案，

省、市、县、乡、村五级组织各地算清水账，制

定并实施严格供用水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利部门编制供水保障方案，针对用水困难

地区，强化集中供水、增加临时抽水等工作。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要着力推

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积极引进抗旱节水

新技术，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等措施，将抗

旱与节水有机结合起来。

南方旱区统筹水源调配、建应急工程、加强节水

精 准 施 策 保 供 水
本报记者 王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