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平原，岷江奔涌。从都江堰无坝引

水，到通济堰有坝引水，两处世界遗产在岷江

流域一上一下，都体现出我国自古以来因势

利导、因地制宜的治水理念。

站在通济堰渠首拦河坝上，向北望去，奔

流的南河河水至此宁静；向南望去，天府之国

的千里沃野受此润泽。

有坝引水，坝体如何修建

通济堰是岷江流域古代少有的有坝引水

工程。有坝引水工程，即设置拦河坝控制河

道水流，抬高水位，保证引水的取水枢纽。有

坝引水一般适用于河道流量能保证引水量要

求，而水位低于设计引水位的情况。

通济堰渠首的拦河坝位于成都市新津区

南河、西河、金马河交汇处，曾是我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的活动坝之一。

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通济堰管

理 处 办 公 室 主 任 周 本 川 介 绍 ，通 济 堰 始 建

于西汉，经唐代重建，宋代扩修。宋代修复

通 济 堰 时 ，渠 首 已 从 无 坝 引 水 逐 步 发 展 为

有坝引水。历史上，通济堰渠首坝体的修建

经历了多次变化，主要有两种方法：笼石与

砌石。

笼石，即以竹笼内装填卵石构筑活动坝，

其优点是当地盛产竹木、卵石，建造价格低

廉，施工方便；另外，当洪水来临，可以冲走竹

笼垒石的坝体，避免内涝。其缺点是不耐久，

须每年定期维护。

砌石，即构筑固定坝，优点是耐冲刷，但

费用昂贵，可能还会影响行洪。

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但笼石派的主张曾

长期占据上风，这也为通济堰渠首成为我国

历 史 上 规 模 大 、运 用 时 间 长 的 活 动 坝 奠 定

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兼顾引水和防汛，人们

修建了较低的固定拦河坝，但仍然经不起洪

水长年冲刷，且引水量严重不足。随着灌区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原有渠首工程已不能满

足经济发展的需要，2005 年建成的永久性拦

河坝，结束了通济堰低坝引水的历史。

大坝的修建形成了 300 万立方米的调蓄

库容，保证了灌区 52 万亩农田稳产增收，结

束了通济堰灌区时段缺水的历史，为灌区的

粮食生产打下了坚固的用水保障基础。

古堰新生，助力泡菜之乡

我国历史上，凡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较高的地区，很多都成为重要的经济区域。

西汉时期，蜀郡守文翁开创通济堰，古堰开始

润泽民生。唐代扩建后，灌区面积达到 16 万

亩。宋代时，灌区面积扩展到 34 万亩。灌区

之富庶备受诗人陆游称赞：“其山川灵秀，物

产丰富，甲于西蜀。”通济堰灌区因地制宜，通

过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现有条件，不仅巧妙

实现了灌溉、抗旱等综合功能，还没有破坏自

然环境，体现出高超的水利规划水平。

在长期治水实践中，通济堰还摸索建立

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系。通济堰管理者积

累了“岁修准则”等治水经验，创造出“砌石硬

堰”“以篓易石”等传统工程技术，设立堰工

局，实行堰长制，采取轮灌制等，形成了具有

通济堰特色的水利管理体制。

自 1949 年至 2022 年的 70 余年间，通济

堰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经历恢复、扩

建、技术改造、巩固发展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等几个阶段后，通济堰的建设和管理不断

提升，千年古堰发挥新的效益。

通济堰管理处规划计划建设科科长唐

德 建 回 忆 ：“1998 年 前 ，通 济 堰 渠 道 全 是 土

渠，渠水跑冒滴漏现象非常严重，渠水从渠

首流至尾部灌区需要一个星期，水资源浪费

严重，效率低下。”从 1998 年至 2019 年，通济

堰 进 行 全 渠 段 续 建 配 套 和 节 水 改 造 工 程 。

渠道硬化后，解决了渠道渗漏问题，输水速

度提高了近 3 倍，水利用率也大幅度提高。

同时，安装机电设备控制闸门，提升了灌区

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灌区信息化建设

不断推进，全渠段监测水质、监控渠道工程

运行后，向渠道排污、违规占用渠道等涉水

事件明显减少。

如今，通济堰惠及 100 多万人口，汩汩灌

溉着 52 万亩农田，不仅保障了灌区粮食安

全，而且培育了万亩柑橘园、万亩葡萄园等特

色农业园区。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农民李建良说，有

了通济堰充沛的水源，灌区在种植粮食之外，

通过打季节差，还种植青菜、萝卜等蔬菜，供

给当地的泡菜企业。这不仅增加了农户的收

入，也助力东坡区成为泡菜之乡。新津黄辣

丁、青神竹编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培育，也

都离不开通济堰的贡献。

同时，通济堰为灌区多家工业园区提供

了充足的生产用水，确保生产稳定，通济堰灌

区工业产值约占眉山市工业总产值 1/2。

水清河畅，浇灌亲水乐园

通济堰灌溉工程改善了灌区的自然环

境，并对古代眉州及周边城镇的城市规划有

潜在的影响。

通济堰管理处党委书记、处长白文斌介

绍，古代通济堰灌溉工程渠首及以下的各级

渠道，形成了与天然河道类似的渠系。这些

渠系集合了灌溉、防洪、水运和城市供水等功

能，又与河流环境融为一体，体现了古人先进

的水利规划理念。

渠系呈辫状也是通济堰的一大特色，干

渠纵横贯穿，支渠斗渠交织延绵，宛如发辫。

白文斌说：“辫状的渠系布置可在洪峰到来

时，拓宽河床，迅速降低汛期水位，减少洪水

带来的损失。通济堰高水准的防洪能力，对

岷江西岸小流域防洪抗涝和水生态改善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眉山市河长办副主任刘建武介绍，推行

河长制以来，通济堰的渠系流域进行了持久

深入的治理，水质得到持续改善，目前水质常

年保持在地表水Ⅲ类以上。通济堰年引水量

为 11 亿立方米，充沛优质的水资源保障了灌

区内 10 多条河流、多个城镇及湿地公园生态

用水之需。

如今，通济堰流域内水清河畅，岸绿景

美，城市变得更加宜居。景观走廊、湿地公园

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在眉山市彭山区，因通

济堰的优质供水诞生的一批湿地公园，成为

市民喜爱的亲水乐园。清晨和傍晚，许多市

民会就近到湿地公园锻炼游玩。悠悠岁月

里，翻山越岭的渠系滋润着田野，也滋养了人

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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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灌溉工程遗产R

四川省通济堰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介于岷江与长丘山之间，是岷江中

游著名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如今通济堰已发展成具有

灌溉、防洪和工业、生活及生态供水等多功能的大型灌排兼容工程，灌溉面

积 52 万亩，惠及超百万人口。

四川省通济堰成功入选 2022 年度（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

为都江堰灌区范围内的第二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水育万物，通济堰为灌区人民

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水利支撑，

丰润的水土也孕育了东坡文化、忠孝文

化和长寿文化等灿烂的传统文化。

现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的三苏祠，是北

宋 文 学 家 苏 洵 、苏 轼 、苏 辙 父 子 三 人 的 故

居及祠堂。在它门前，便是滋养眉山人的

母 亲 堰 —— 通 济 堰 。 这 里 曾 留 下 苏 东 坡

年少时嬉戏玩耍的身影，也承载了少年苏

东 坡 对 诗 和 远 方 的 向 往 。 苏 东 坡 曾 作 词

《菩 萨 蛮·天 怜 豪 俊 腰 金 晚》，词 中 提 到 的

“ 松 江 ”，即 与 通 济 堰 东 干 渠 交 汇 的 醴 泉

河 。 苏 东 坡 生 性 爱 水 也 大 概 和 他 童 年 与

通 济 古 堰 为 伴 密 不 可 分 ，他 曾 作 诗《泛

颍》，开头便是“我性喜临水”。通济堰“因

势利导、因地制宜”的治水思想，也影响着

苏东坡日后在徐州、杭州的治水工作。

眉山市彭山区是通济堰的核心灌区。

以李密为代表的孝亲文化，在当地广为传

扬。李密，西晋初年大臣，他的成长经历与

通济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济堰东干

渠和自然河道毛河河渠共用，而毛河发源于

彭山区保胜乡（今彭山区谢家镇）龙安村，龙

安 村 即 是 李 密 出 生 和 辞 官 赡 养 祖 母 的 地

方。当时晋武帝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

不愿应诏，写就千古绝唱《陈情表》，叙述祖

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

的大义，一时感动天下。

通济堰千年滋润，彭山区气候宜人。彭

山区长寿文化也很浓郁，“高寿者众、百岁者

多”。 2022 年，全区 90 岁以上老年人超过

1000 人。

丰润的水土 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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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05 年建成的通济堰拦河坝，结束了通济堰低坝引水的历史。

四川省水利厅供图

图②：四川省通济堰优质供水润泽下的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图③：四川省通济堰辫状渠系示意图。 四川省水利厅供图

图④：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三苏祠苏轼雕像。 罗晓鸣摄（影像中国）

图⑤：四川省通济堰灌溉下的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高标准农田。 侯建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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