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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是第三十届“世界水日”，第三

十五届“中国水周”的宣传活动也同时开启。

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珍惜

地下水，珍视隐藏的资源”，我国纪念今年“世

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的主题是“推进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水

利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

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

我国国情水情，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战略高度，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 治 水 思 路 ，确 立 起 国 家 的

“江河战略”，部署推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

质量发展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新时代治

水 提 供 了 强 大 思 想 武 器 和 科 学 行 动 指 南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水

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

环境治理，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书写了中华民族治水安邦、兴水利民

的新篇章。在地下水保护治理和河湖生态保

护方面，通过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

刚性约束、全面建立河湖长制、推进实施一批

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我国水资源

利用方式实现深层次变革，水资源配置格局

实现全局性优化，江河湖泊面貌实现历史性

改善。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取得明

显成效，2021 年底京津冀治理区浅层地下水

水位较 2018 年同期总体上升 1.89 米，深层地

下水水位平均回升 4.65 米，永定河实现 26 年

来首次全线通水，白洋淀生态水位保证率达

到 100%，潮白河、滹沱河等多条河流全线贯

通。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越多

的流域重现生机，越来越多的河湖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湖。

水安全是生存的基础性问题，河川之危、

水源之危是生存环境之危、民族存续之危，要

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受特殊自然地理气

候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制约，加之流域

和区域水资源情势动态演变，我国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仍面临制约，解决河湖

生态环境问题仍须付出艰苦努力，水旱灾害

风险隐患仍是必须全力应对的严峻挑战。我

们要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

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新

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水旱灾害防

御能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治理能

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

力的水安全保障。

一是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深入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

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补好灾害预警监测短

板，补好防灾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构建抵御水

旱灾害防线。以流域为单元，构建主要由河

道及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组成的现代化防洪

工程体系，提高标准、优化布局，全面提升防

洪减灾能力。加快江河控制性工程建设，加

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提高洪水调蓄能力。

实施大江大河大湖干流堤防建设和河道整

治，加强主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理，严格河湖

行洪空间管控，提高河道泄洪能力。加快蓄

滞洪区布局优化调整，实施蓄滞洪区安全建

设，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二是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坚持全国

一盘棋，科学谋划国家水网总体布局，遵循确

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

论证原则，以自然河湖水系、重大引调水工程

和骨干输配水通道为纲，以区域河湖水系连

通工程和供水渠道为目，以具有控制性功能

的水资源调蓄工程为结，加快构建“系统完

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

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协同推进省级水

网建设，全面增强我国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因地制宜完

善农村供水工程网络，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

打通国家水网“最后一公里”。

三是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以提升水生

态 系 统 质 量 和 稳 定 性 为 核 心 ，树 立 尊 重 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强河湖生态治理修复，实施河湖水系综合

整 治 ，开 展 母 亲 河 复 苏 行 动 ，实 施“一 河 一

策”“一湖一策”，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

湖功能永续利用。深入推进地下水超采治

理，开展新一轮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持之以恒加快京津冀地区河湖生态环境

复苏。科学配置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耕作

措施，扎实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升水

源涵养能力。

四是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按照“需求牵

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全面推进算

据、算法、算力建设，加快建设数字孪生流域、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针对物理流域全要素和

水利治理管理全过程，构建天、空、地一体化

水利感知网和数字化场景，实现数字孪生流

域多维度、多时空尺度的智慧化模拟，建设具

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

系，支撑科学化精准化决策，实现水安全风险

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

五是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坚持节

水优先、量水而行，全面贯彻“四水四定”原

则，推进水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

约、循环利用，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精打细

算用好水资源。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严控

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严格节水指标管理，

严格生态流量监管和地下水水位水量双控，

严 格 规 划 和 建 设 项 目 水 资 源 论 证 、节 水 评

价。健全初始水权分配和用水权交易制度，

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创新完善用水价格

形成机制，深入推进水资源税改革，建立健

全节水制度政策。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强化节水定额管理、水效标准监管，推进合

同节水管理和节水认证工作，深化农业节水

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建设节

水型社会，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

用水平。

六是强化水利体制机制法治管理。强化

河湖长制，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持续清

理整治河湖突出问题，保障河道行洪通畅，维

护河湖生态空间完整。坚持流域系统观念，

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

一管理。完善水法规体系，建立水行政执法

跨区域联动、跨部门联合机制，强化水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同，依

法推进大江大河大湖保护治理。坚持政府作

用和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深入推进多元化水

利投融资、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水流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加快破解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水治理体制机制法治

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作者为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
——写在2022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之际

李国英

上游雪山草原，中游千沟万壑，下

游田畴连绵——黄河浩荡东流，可谓

十里不同景、百里不同俗。

打开地图，黄河上中游的分界点

是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也就是几字

湾“一横”的末端附近；中下游的分界

点则是河南郑州桃花峪。九曲黄河，

为何恰是这些地方成为上中下游的分

界标志？

先 说 地 形 地 貌 。 黄 河 先 是 穿 行

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峡谷多、河道

落差大、水力资源丰富，流至河口附

近急转南下，以此为上游。接着，黄

河“遇到”了吕梁山、秦岭等山脉，自

北向南穿行晋陕峡谷间，河谷深切，

河道弯窄，水流湍急，造就壶口瀑布

之奇景。加之流经沟壑纵横的黄土

高 原 ，大 量 泥 沙 入 河 ，以 此 为 中 游 。

自桃花峪以下，黄河进入华北平原，

河道宽浅，水流散乱，泥沙淤积，河床

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河，成为淮河、

海河的分水岭，以此为下游。

再 看 水 文 等 特 征 。 黄 河 上 游 区

产水量占黄河总水量的六成左右，是

黄河径流主要来源区。上游区降雨

具有面积大、历时长、强度较小等特

点，河水清澈、径流稳定、含沙量小。黄河中游区来水量

占黄河总水量的四成左右，但来沙量却占全黄河沙量的

九成以上，是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区。中游区局地暴雨多

发 ，强 度 大 、历 时 短 ，一 旦 形 成 洪 水 ，卷 泥 裹 沙 ，含 沙 量

高。黄河流经桃花峪进入华北平原，河床高，四周河流难

以汇入。此外，上中下游洪水皆汇集于此，河道排洪输沙

任务繁重，防洪压力大。

如此科学地划分上中下游，是如何完成的？早在《尚

书·禹贡》中就记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1952 年，黄河

水利委员会组成黄河河源查勘队，在一次次考察中，终于确

定了黄河正源，并逐步对上中下游进行精细划分。

有了明确的地理分界点，保护治理黄河就能追根溯源、

精准把脉。黄河中下游的河道游荡，又是地上悬河，需要重

点防御水旱灾害。此外，上游涵养水源、中游保持水土、下

游保护湿地，分区分类才能对症下药。可见，黄河上中下游

的划分，既是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因素决定的，也是科学

保护治理的需要。

总之，江河上中下游分界点的划分，蕴藏着丰富的地

理、水利、人文知识，是生态保护治理、区域协同发展的重

要依据——除了黄河，其它大江大河上中下游划分也都

基本遵循这一思路。比如长江以三峡水电站所在的湖北

宜昌为上中游分界点，以鄱阳湖和长江交汇处的江西湖

口县为中下游分界点。淮河按照河道走势，可形象比喻

为“上游是站着，中游躺着，下游又坐起来”，上游来水快、

中游行洪慢、下游洪水出路不足，“蓄泄兼筹”的防洪对策

也由此制定。

（作者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原副总工、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本报记者王浩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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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然讲给你听R

黄河上中下游的
划分，既是地形、地貌、
水文等自然因素决定
的，也是科学保护治理
的需要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

从水利部获悉：3 月 22 日是第三十届“世界

水日”，3 月 22 日至 28 日是第三十五届“中

国水周”。联合国确定 2022 年“世界水日”

主题为“珍惜地下水，珍视隐藏的资源”。我

国纪念 2022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活动

主题为“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复苏河

湖生态环境”。

水利部全力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监测分析表明，治理区地下水水位

与综合治理前相比总体回升。2021 年底，京

津冀治理区浅层地下水水位较 2018 年同期

总体上升 1.89 米，其中北京市上升 5.67 米，天

津市上升 1.08 米，河北省上升 1.69 米。深层

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 4.65 米，其中天津市回

升 5.97 米，河北省回升 4.44 米。华北平原地

下水超采状况开始好转。

河湖生态补水和地下水回补效果明显。

2021 年，京津冀 22 条（个）河湖累计实施河湖

生态补水 85 亿立方米，永定河、潮白河、滹沱

河、大清河、南运河等多条河流全线贯通，形

成最大有水河长 2355 公里，最大水面面积

750 平方公里。经测算，通过河湖生态补水

累计入渗回补地下水近 80 亿立方米。补水

河湖周边 10 公里范围内浅层地下水位平均

回升 2.4 米。

水利部提出，接下来，将以京津冀、三江

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及辽西北地区、西

辽河流域、黄淮地区、鄂尔多斯台地、汾渭谷

地、河西走廊、天山南北麓及吐哈盆地、北部

湾地区等 11 个区域为重点，明确治理目标、

措施、任务，深入推进全国地下水超采治理

工作。

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上，水利部、财政

部 于 2019 年 底 启 动 水 美 乡 村 建 设 试 点 工

作 ，目 前 已 开 展 了 三 批 共 127 个 试 点 县 建

设 。 从 实 施 情 况 看 ，已 累 计 治 理 农 村 河 道

3800 公里，湖塘 1300 多个，受益村庄 3300 多

个，农村河湖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

此 外 ，今 年 水 利 部 将 强 化 流 域 水 资 源

统一调度和生态调度，继续开展黄河、黑河

等 31 条跨省江河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启

动 西 江 、涡 河 、沅 江 、泾 河 、洮 儿 河 等 10 条

跨 省 江 河 流 域 水 资 源 统 一 调 度 ；实 施 永 定

河 、白 洋 淀 、乌 梁 素 海 、黄 河 河 口 三 角 洲 湿

地 、西 辽 河 、南 运 河 等 重 点 流 域 区 域 生 态

调度。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聚焦地下水和河湖生态
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状况开始好转

本报贵阳 3月 21日电 （记者苏滨）记者从贵州省水利厅

获悉：2022 年贵州将落实水利投入 350 亿元，确保完成全口径

水利投资 300 亿元。

据了解，2021 年，贵州水利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全

年完成全口径水利投资 273 亿元，开工建设 25 座水库，加速推

进 446 个在建骨干水源工程，夹岩、黄家湾 2 座大型水利枢纽

实现下闸蓄水，凤山水库主体工程全面启动，加速推进 95 座

病险水库治理、16 个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69 个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完成水库蓄水验收 81 座、竣工验收 60 座，全省新增

供水量 6 亿立方米、总量达 132 亿立方米，水库竣工验收数量

多、库容增量大。

2022 年，贵州将加快推进骨干水源工程和管网配套建

设，力争开工花滩子等 25 座骨干水源工程，持续推进凤山水

库建设，水库蓄水验收和竣工验收 100 座以上，水利工程设计

供水总量达 142 亿立方米以上。计划实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74 个、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84 座。同时，巩固脱贫攻坚饮

水安全成果，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2022年贵州水利计划投入350亿元

加快推进骨干水源工程建设

3 月 21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组织开展“爱水护水 你我同行”迎接“世界水日”主题

活动。参与活动的志愿者通过在辖区滹沱河沿岸徒步巡河、捡拾垃圾、向过往游客发放护水

宣传册等方式，号召大家积极参与到河湖保护中来。图为志愿者在巡河。

梁子栋摄（影像中国）
爱水护水 你我同行

图片来源：黄河水利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