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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出桐柏、行

江淮、临黄海，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

淮河，两岸良田延绵。

淮河是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

河。从无路入海、水系紊乱到蓄泄兼筹、疏通

出路，治淮久久为功。7 月 30 日，治淮迎来新

节点——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式开工。

据介绍，工程总投资约 438 亿元，是 70 多年治

淮历史上投资最大的防洪单项工程。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重要节点

接连实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全面推进，

国家水网建设也按下了加速键。水利部数据

显示，今年 1—6 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4449 亿元，同比增加 59.5%。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将会带来哪些效

益？国家水网建设取得了哪些进展？

补短板、攻难题、织水网

淮河之难，难在入海。“受历史上的黄河

夺淮影响，中游河水流至洪泽湖后，或借道长

江入海，或通过苏北灌溉总渠、分淮入沂水道

等入海，尾闾不畅。”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规划计划处处长吴贵勤介绍。

独特河势水势，为治淮带来诸多挑战。

“河道‘两头翘、中间洼’，每遇流域强降雨，上

游山区河流源短流急，中游在江淮平原缓行，

下游洪泽湖出湖不畅、入海泄洪能力不足。

来水快、行洪慢，洪涝灾害多发。”吴贵勤说。

多年来，围绕疏通入海水道，一系列治淮

骨干工程加快推进——2003 年入海水道一

期工程建成后，在防御淮河流域洪水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洪泽湖防洪标准有

待提升，蓄滞洪区启用较为频繁，淮河洪水入

海出路需要进一步扩展。”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副司长乔建华介绍。

挖宽挖深河道、培高加固堤防、扩建控制

枢纽——二期工程使入海水道设计行洪流量

由 2270 立方米每秒提高到 7000 立方米每秒，

可进一步提高洪泽湖的洪水调蓄能力，加快

淮河中游洪水下泄，有力保障淮河流域 2000
多万人口、3000 多万亩耕地防洪安全。

让千里淮河直达入海，二期工程在建设

技术方面有哪些突破？

面对密集水网，扩建“水上立交桥”。在

淮安水利枢纽处，京杭大运河与入海水道相

交。渡槽飞架，运河在上，往来船只如梭。涵

洞密排，入海水道从下流过。“二期工程将拓

宽入海水道，通过多个方案比对，我们先开建

导航河道，确保运河不断航，工期结束再恢复

原有河道。”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规划一处处长张学军介绍。

针对淤土地质，攻克沉降变形难题。全

长 162.3 公 里 的 入 海 水 道 中 ，有 1/3 是 淤 土

段。“淤土厚度最大达 34 米，稳固性差。通过

专题研究，工程采用‘土堤+挡浪墙’、控制填

土速率法等解决这一挑战。”张学军说。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建设

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重大水利工程应开

尽开，在江河湖库水系间，联网补网强链。今

年上半年，新开工水利项目达 1.4 万个，其中，

投资规模超过 1 亿元的项目有 750 个。

“‘国家水网’写入了‘十四五’规划纲要，

水利部门统筹谋划、科学布局，着力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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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建华说。

国家水网什么样？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

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构建国家水网之“纲”；

加快构建配套衔接的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体

系等，织密国家水网之“目”；充分挖掘现有调

蓄工程供水潜力、加快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等，

打牢国家水网之“结”。

调枯丰、灌良田、护安澜

国家水网为何而建？

从空间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水

资源量占全国 81%；长江流域以北的地区，水

资源量只有 19%。从时间上看，我国一年中

六至七成的降水集中在汛期三四个月内。“解

决夏汛冬枯、北缺南丰的水资源分布不均问

题，建设国家水网势在必行。”乔建华介绍。

穹顶环笼青青草原，绰尔河、西辽河宛如

两条平行玉带，一南一北，蜿蜒流淌。

绰 尔 河 上 ，48 米 高 的 大 坝 正 拔 地 而 起

——建设中的文得根水库，是引绰济辽工程

的“大水缸”。“浇筑混凝土、安装钢筋，我们全

力向着 9 月份下闸蓄水的节点冲刺。”中国水

电十五局引绰济辽文得根水利枢纽工程施工

项目部生产副经理徐二虎介绍。

引绰济辽工程全长 390 多公里，通过输

水管道、隧洞、暗涵、倒虹吸等，让绰尔河和西

辽河在草原“牵手”。“工程建成后多年平均引

水量可达 4.54 亿立方米，能为 9 个旗县市区

和 11 个工业园区供水。”内蒙古水务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锡林说。

一张张水网，科学配置水资源，将充分发

挥供水、灌溉、防洪、生态修复等综合效益。

“过去一到用水高峰期，时不时会接到停

水通知；即便是有水，也需要二次加压。”安徽

省亳州市居民张敏说。亳州人均水资源量为

487 立方米，不到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1/4。

引江济淮工程，让长江水翻越分水岭，与

淮河相连，帮皖豫两省 15 个市 55 个县（市、

区）“解渴”。目前引江济淮亳州市应急供水

工程率先完成并实现通水，亳州 70 多万人的

缺水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水网工程，为农业生产提供水支持。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南木镇，机械

铁臂破土凿地，大藤峡水利枢纽灌区开工，设

计灌溉面积 100.1 万亩。建成后，西江水可浇

灌桂中的粮食和糖料生产基地。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

性、控制性要素，水的承载空间决定了经济社

会的发展空间。国家水网的建设，目的就是破

解水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相匹配

的矛盾。”水利部水规总院副院长李原园说。

国家水网，沟通南北，调剂余缺。水利部

印发的《关于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的指导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建设一批国家水网骨

干工程，有序实施省市县水网建设，着力补齐

水资源配置、城乡供水、防洪排涝、水生态保

护、水网智慧化等短板和薄弱环节，水安全保

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其中建成一批重大引调

水和重点水源工程，新增供水能力 290 亿立

方米；城乡供水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88%；大中型灌区灌排骨干

工程体系逐步完善，新增、恢复有效灌溉面积

1500 万亩。

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

国家水网怎么建？

“建设国家水网重大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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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推进规划建设。”乔建华介绍。

“就拿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来说，在前

期论证阶段，相关部门和单位围绕入湖洪水

分析、规模论证、立交地涵设计等难点，展开

充分论证。从 2012 年开始，可研报告经历 4

轮主管部门审查和多次修改，得以批复。”吴

贵勤介绍。

“二期工程建设，是治理淮河的急迫需

要。”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陈杰介绍，“二期工程

建设后，可保护洪泽湖大堤保护区 2.7 万平方

公里土地、10 多座大中型城市防洪安全；可

通过适当浚深、改扩建沿线枢纽和跨河桥梁，

满足Ⅱ级航道通航要求，为提高淮河出海航

道等级、增加运输能力创造条件。”

建设重大水利工程，更要坚持生态优先。

在大藤峡水利枢纽，仿造自然河流的双

鱼道置于其间，让鱼儿顺畅洄游；在推进引江

补汉工程中，相关部门完成了 20 余次 240 个

断面（点位）的外业环境监测、生态调查以及

现场查勘复核工作……“重大水利工程从规

划选址到建设运行，坚持避让生态保护红线，

明确生态流量下泄要求，尽量避免或减小对

生态的不利影响，并在项目可研阶段，严格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乔建华说。

此外，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的产业链条长、

吸纳投资大、带动就业多，对稳定宏观经济大

盘发挥着重要作用。上半年水利建设累计吸

纳就业人数 130 万人，为稳增长、保就业提供

了有力支撑。

“水利部建立了纵横贯通的工作推进机

制，形成合力。”乔建华介绍，在纵向推进方

面，逐项细化工程用地预审、项目环评、可研

批复、开工时间等全链条关键节点，设立时间

表、路线图；在横向协同机制方面，与国家发

改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建立会商机

制，及时跟踪前置要件办理。

据介绍，今年水利部将重点推进引江济

淮、云南滇中引水、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湖

南犬木塘水库、贵州凤山水库等重大水资源配

置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等。目前，重大水利工

程已经开工 25项，投资规模 2261亿元，为历年

同期开工数量最多、投资规模最大，充分发挥

了水利有效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

位、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图①：内蒙古兴安盟，引绰济辽工程文得

根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图②：淮河入海水道与京杭大运河相交，

组成“水上立交桥”。缪宜江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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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重大水利工程累计开工数量达

25 项，投资规模 2261 亿元。水利部加快在

建工程实施进度，推进新开项目多开早开，

确保完成年度水利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河北省大陆泽、宁晋泊蓄滞洪区防洪

工程与安全建设项目：

项目于 7 月 29 日开工，是国务院部署

实施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

33.69 亿元，总工期 36 个月。大陆泽、宁晋

泊蓄滞洪区南北长 69 公里、东西宽 39 公

里，是河北省第一大蓄滞洪区，全国第三

大蓄滞洪区，为海河流域的关键防洪工

程，对保护下游地区和华北油田、铁路安

全具有重要作用。

安徽省长江芜湖河段整治工程：

项目于 6 月 30 日开工，是国务院部署

实施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

10.9 亿元，工程总工期 36 个月。工程以防

洪保安为主，并兼顾岸线利用和环境保护

等综合效益。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防

洪能力，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有力促进沿岸

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湖北蕲春县蕲水灌区新建扩建工程：

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是国务院部

署实施推进的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总投资 15.1 亿元，设计灌溉面积 38.67 万

亩，目前正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

有力解决蕲春县农业灌溉、城乡生活缺水

等问题，提高灌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

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木兰溪下游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

项目于 5 月 19 日开工，是今年重点推

进的 55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既统

筹考虑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环境修复，

又融合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创新投融资方

式，采取市场化运作。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速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R

本报北京 8月 8日电 （记者李红梅、李刚、邱超奕）中央

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南海热带低压于 8 日下午生成，当日 17
时其中心位于海南省三沙市（西沙永兴岛）南偏西方向约 170
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7 级。预计于 9
日加强为今年第 7 号台风，并将于 10 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

东北部至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

预计，南海热带低压最大强度可达热带风暴级，风力 8—9
级。受其影响，9 日至 11 日，华南沿海地区将出现较大风雨天

气。鉴于南海热带低压发展趋势及对广东的影响，广东省防汛

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 8日 18时启动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8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暴雨蓝色

预警。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有较强降水过程，江汉江淮江

南等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8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辽河流域

防汛抗洪及绕阳河排涝工作，督促相关省份落实强降雨防范

应对各项工作。

今年第7号台风将生成
华南地区将有较大风雨天气

“院子里种的花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在江苏省南京市高

淳区经营民宿的缪慧，正忙着更换花园的喷淋系统。“现在，大

家的日子越过越好！”缪慧说。

近年来，高淳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围绕“完善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开展改革探索，构建形成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EP）的一套核算指标、一项核算标准、一套核算表格、一个

考核办法、一批应用场景的“五个一”体系，有效推进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生态赋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好山好水好空气，已成为高淳的生态名片。

“守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作为高淳人真是挺幸福的。”来

到高淳青山茶场，这个拥有近 5000 亩茶园、西倚游子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省市名优茶生产基地，不仅满园绿色、风景秀美，

更辐射带动周边茶园上万亩。

生态赋能，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高淳土生土长的魏清在外打拼多年，因思念家乡的好山好

水，便回到老家东坝镇承包了 200 多亩地，搞起了生态农业，

一干就是 9 年。如今，他共承包土地 4000 亩，牵头成立禾田越

光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创设了“禾田之美”农产品品牌。

每年魏清都会把部分承包的土地用来休耕，每次新米上

市前，合作社也会聘请第三方对耕地的土、水、大气进行检

测。“有了这些检测数据，大米卖好价才有保证。”好生态也给

了魏清不一样的惊喜，目前，最好的大米 1 公斤可以卖到 30 多

元，合作社 12 名社员，去年人均收入达到 17 万元。

点绿成金，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让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成为高淳绿色发展的支撑点。高淳区委书记刘伟表示，近

年来，高淳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经济，充分运用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手段，加快产业能级提升，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固城湖碧波荡漾，为当地的螃蟹产业提供了理想的自然

条件。高淳区发改委副主任黄翔介绍，通过科学养殖，高淳兼

顾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生态健康平衡，同时，螃蟹等的产业化

养殖带动了水草种植、水产品深加工、商贸零售以及全域旅游

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21 年，高淳区螃蟹养殖面积达

21.2 万亩，总产量超 1800 万公斤，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值达 1.9。

另一方面，高淳积极做优智造经济，拓展延伸生态产品产

业链和价值链，基本形成新医药与生命健康、汽车零部件为主

导的 2 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

产值比重达 58%。

喜悦科技就是高淳本地孵化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

董事解金亮告诉记者，公司专注于综合消毒灭菌服务，高淳经

济开发区为公司打造了适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公司则服务了

很多高淳医疗器械产业园的客户，实现了与客户的共同成长。

先行探索，量化全域生态产品价值

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溪流，为高淳人民开启了致富之路。

“点绿成金”如何实现？2020 年 9 月，高淳发布的 GEP 核算体

系，道出了答案。

据 了 解 ，该 核 算 标 准 设 定 生 态 物 质 产 品 、生 态 调 节 服

务、人居文化服务 3 个一级指标，以及农业产品、土壤保持等

18 个二级指标。“这套体系设置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通

过先进的算法充分挖掘出生态产品价值，可复制性强，示范

引领作用明显。”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国家科技评估标准

化委员会委员俞晓平表示。

“通过建立 GEP 核算体系，高淳的美丽生态有了扎实的

数据支撑。”负责主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南京大学环境

学院教授朱晓东介绍，2019 年，高淳区的绿色“家底”——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约为 1575.71 亿元，为当年全区 GDP 的 3.4
倍。2020 年，高淳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约为 1656.07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5.1%。

一组组数据，就是丈量全区生态价值的绿色标尺。刘伟

认为，GEP 考核指挥棒，就是要把生态的保护和提升，把“两

山”理念融入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让生态资产保值增值。

捧好绿水青山“金饭碗”，蹚出“两山”转化新路径，开创绿

色发展新局面，高淳还在进一步探索。比如，当前全域覆盖的

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和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增值手段、交

易方式、补偿机制还不够完善。接下来，高淳将进一步健全生

态资产资源经营开发、权益交易、金融支持和保护补偿机制，

稳步尝试林权、水权等市场交易模式，加速建立生态产品供需

精准对接体系。

江苏南京高淳

山水美，日子更美
本报记者 马 原

核心阅读

近日，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工程正式开工。作为
70多年治淮历史上投资最
大的防洪单项工程，该工
程将进一步提升淮河入海
能力，充分发挥防洪、航
运、生态等功能。

今年以来，一大批重
大水利工程相继开工，水
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全面
推进，国家水网建设按下
了加速键。

■■一线调研一线调研R

国家水网主骨架局部示意图。

南水北调集团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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