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8月 31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 8 月

31 日通报今年 1—7 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全国 339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5.3%，同

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3.2%；PM10 平均浓度为 5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8.9%；臭氧平均浓度为 14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3%；

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0%。

1—7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为 62.2%，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3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3%；臭氧平均浓度为 186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2.8%。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80.2%，同比下降 6.0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 32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3.2%；臭氧平均浓度为 164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上升 7.9%。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9.6%，同比下降 4.5 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 45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4.7%；臭氧平均浓度为 177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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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31 日电 （记者寇

江泽、刘温馨）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部等

12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黄河生态保护

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

动方案》），聚焦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着力打好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

战，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生态保护治理行动，在黄河流域

覆盖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 9 省区范

围内，以黄河干流、主要支流及重要湖

库为重点开展。”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行动方案》以维护黄河生态

安全为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

核心，明确了到 2025 年黄河流域森林

覆盖率、水土保持率、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面积等目标。比如，森林覆盖率达

到 21.58%，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136 万

公顷，基本消除地表水劣Ⅴ类水体。

《行动方案》提出了黄河生态保护

治理重点攻坚五大行动：一是河湖生

态保护治理行动，重点推动河湖水生

态环境保护、加快污染水体消劣达标、

保障生态流量、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严格环境风险

防控。二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重点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工

业企业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强化固

体废物协同控制与污染防治、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三是城镇环境治理设

施补短板行动，重点推进城镇污水收

集管网补短板、加强污水污泥处理处置、综合整治城市黑臭

水体。四是农业农村环境治理行动，重点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强化养殖污染防治、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推进农用地安全利用。五是生态保护修复行动，着力维护

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加强中游水土流失治理、强化下游及河

口综合治理和保护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尾矿库

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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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

程正式开工。

汩汩西江水，将从广东省云浮市西江干

流地心村河段始发，翻群山、穿隧洞、连水库，

穿行约 500 公里，润泽粤西地区。工程建成后

平均年供水量 20.79 亿立方米，可新增灌溉面

积 185 万亩。

盼水——
优化水资源配置，破解

粤西水资源短缺、地下水超
采等难题

缺水的记忆，印刻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

县北插村党支部书记郭朝栋的脑海里。

在北插村，有水难存，十年九旱，浇地喝

水常常要四处找水。“喝上放心水、浇上丰收

水，是村民们的期盼。”郭朝栋说。

同样盼水的，还有徐闻县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符宏志。“作为南菜北运的基地之一，

全 县 90% 以 上 的 蔬 菜 要 运 往 北 方 。”符 宏

志说。

“菜篮子”却是“旱窝子”。符宏志感慨，

徐闻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种植。如果能解

决缺水问题，当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再

上新台阶。

广东降水丰沛，为何为水而愁？“粤西地

区尤其是雷州半岛，是有名的干旱之地，这

里的沿海诸河多为中小河流，自然调蓄能力

弱。加之降雨集中、丰枯变化幅度大，工程

性缺水问题突出。”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副主任易越涛分析，“地表水匮乏，导致当地

工农业过度开采地下水，又造成了地面沉降

等问题。”

“就广东而言，虽说水系密集，但是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夏秋易洪涝，冬春常干旱，

沿海台地和低丘陵区的蓄水能力较差，水资

源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限制因素。”广东省水

利厅副厅长申宏星介绍。

因此，建设重大引调水工程，是确有所

需，更是势在必行。“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

置工程立足流域特点，江库联网调度，以丰补

枯，可有力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申宏星说。

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早在 2007 年水利

部组织编制珠江流域综合规划时，要求珠江

水利委员会立足流域整体，以系统思维解决

粤西地区缺水问题。2013 年，珠江流域综合

规划获国务院批复，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

配置工程立项奠定了规划基础。广东省水利

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及工程沿线地市政府，

挂图作战，压茬推进。从项目总体方案获批

到国家正式批复工程可研，历时不到两年，在

同类项目里速度最快、用时最短。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家水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

珠江流域水资源调配格局。“西江水将通过隧

洞、箱涵、渡槽、倒虹吸及管道等输水方式，经

过泵站加压提水，满足阳江、湛江、茂名、云浮

4 市供水需求。”申宏星说。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成后，

可长远解决粤西地区水资源承载能力与经济

发展布局不匹配问题，大幅提高区域供水安

全保障能力。”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乔建

华介绍。

调水——
全力攻关隧洞地质条件

复杂、江库联网调度等行业
难题

从西江到粤西，既有连绵的云开大山，又

有平缓的滨海平原，既要连通 10 座水库，又要

跨越诸多中小河流……跋山涉水间，有哪些

困难需要克服？

“这是广东历史上引水流量最大、输水线

路最长、建设条件最复杂的跨流域引调水工

程，供水体系庞大，其中不乏行业性甚至世界

级技术难题。”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

司副总工程师王盟介绍。

全线物探、雷达扫描、累计钻孔上万米，

获得的一个个数据揭开了工程区的地质状

况。“蚀变风化、岩溶、断裂、岩爆等遍布，隧洞

地质条件之复杂十分罕见。”王盟介绍。

与此同时，工程输水干线 90%以上为隧

洞。如何开凿掘进、隧洞如何确保稳固，成为

工程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适应不良地质条件，岩石隧道全断面

掘进机选型难度大，需研发具备智能感知、防

卡等多功能和同步衬砌施工的设备，使其适

应 软 岩 大 变 形 、断 层 破 碎 带 等 复 杂 地 质 环

境。”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生介绍。

“多单位整合资源，通力合作，加快研发

和改造步伐，攻克关键技术，提升设备制造水

平。多类型掘进设备将被运用到工程建设

中，因地制宜精准选用，确保隧洞高效安全贯

通。”王盟说。

江 库 联 网 调 度 是 工 程 面 临 的 又 一 大 挑

战。“在庞大的水网体系中，取水区和受水区的

降雨、径流各不相同。大江、中小河流、水库的

雨水情差异显著。此外，调水还要统筹考量城

镇供水、农田灌溉、压减地下水、改善生态环境

等多目标需求。我们搭建复杂调度系统，努力

实现集约高效、调控有序。”王盟介绍。

开展高水压隧洞衬砌结构设计与施工的

攻关，确保隧洞稳固；提升大流量泵组技术研

究与应用，取水泵站单泵每秒可抽 22 吨水，提

水高度约 160 米；探索长距离深埋管道智慧运

维、数字孪生工程建设，让工程建设管护更

“智慧”。

“针对设计、建设、运行维护各阶段的难

点，我们坚持自主创新、充分论证，全力推进

科研课题取得突破，为工程建设打下坚实基

础。”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设计

总工程师刘元勋说。

治水——
进一步完善珠江流域水

网布局，助力大湾区水安全
保障

珠江流域，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江汇流，八

门入海，水网密布。多年来，各项珠江治理工

作不断推进。目前，流域累计建成江海堤防

2.7 万多公里、各类水库 1.7 万多座、各类蓄水

工程 14 万多座，流域整体防洪能力有了显著

提高，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基本完善。

与此同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防洪减

灾形势严峻等问题突出。补短板强弱项，离

不开一张互联互通、丰枯调剂、有序循环的

水网。

“我们将坚持系统观念，综合考虑水资源

配置、防洪排涝、水生态保护等需要，优化水

网布局，高效发挥水网功能，为区域发展提供

有力的水支撑。”易越涛介绍，“比如，珠三角

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让东江和西江相通，

改变深圳、东莞等完全依赖东江单一水源的

格局。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让粤

西地区有了西江水和本地水双水源。”

联网强链，保障水安全。考虑到极端气

候多发的趋势，珠江水利委员会、广东省水利

厅等聚焦保障防洪安全，重点加快大藤峡等

控制性枢纽的建设，推进西江干流治理、潖江

蓄滞洪区工程、大湾区生态海堤建设等，提升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在确保供水安全上，我们推进重大水源

工程建设，特别是西江水资源提升工程、粤东

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等各项工作，水网串点

成链，助力大湾区水安全保障。”易越涛介绍。

调水补水，修复水环境。“水利工程建设

要聚焦河湖生态问题，打造生态水网。”刘元

勋介绍，“比如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可通过引调水，用地表水置换超采的地下水，

恢复被挤占的河道生态水量，实现地下水位

回升和河湖生态恢复。”据预测，工程每年可

减少地下水用量 5.66 亿立方米，减少挤占河

道生态水量 1.85 亿立方米。

保 护 生 态 成 为 重 大 水 利 工 程 的 重 要 功

能。“针对湖库富营养化、河湖水生态系统退

化等问题，水利工程着力促进水循环、补充水

资源，不断改善水环境。”刘元勋说。

“接下来，我们接续全力做好环北部湾广

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各项工作，不断完善珠江

流域水网，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的水安全保障。”易越涛说。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式开工，引西江水解广东西部地区缺水难题

粤西将有双水源
本报记者 王 浩 洪秋婷 罗艾桦

本报北京 8月 31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超强台风“轩岚诺”将明显影响我国，国家防总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要求以最严举措做好防御应对。

据介绍，8 月 31 日，今年第 11 号台风“轩岚诺”正以超

强台风等级向东海快速逼近，预计将于 9 月 3 日夜间移入东

海东南部海域，并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对我国东海、黄

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可能造成较重的风雨影响。

超强台风“轩岚诺”将明显影响我国

两部门要求以最严举措做好防御应对

核心阅读

8 月 31 日，环北部湾
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式
开工。作为国家水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工程建成后
平均年供水量 20.79 亿立
方 米 ，可 新 增 灌 溉 面 积
185万亩。

地处丰水区的广东为
何要开建重大引调水工
程？建设有何难点和亮
点？将带来哪些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记者进行
了采访。

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示意图。

广东省水利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