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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水，是京杭大运河的生命所在。

长期以来，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水资源严重

短缺，一些河道处于断流状态。保护好京杭

大运河，势在必行。

闸门缓缓抬升，汩汩清水涌动。“大运河

有水了，咱打心眼儿里高兴。”今年 78 岁的山

东 省 德 州 市 武 城 县 四 女 寺 村 村 民 王 和 平

说。4 月 4 日，随着山东德州四女寺枢纽南运

河节制闸和天津九宣闸枢纽南运河节制闸、

新开河耳闸开启，京杭大运河再次实现全线

水流贯通。

今年京杭大运河补水有何特点？有哪

些生态效益？如何实现从补水到有水再到

水长流？

补水复畅流——
今年补水启动早、时间长

四 女 寺 枢 纽 工 程 ，是 此 次 补 水 的 关 键

节点。

“这里是三路补水的交汇点。”水利部海

河水利委员会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四女寺枢

纽工程管理局局长张如旭说，从岳城水库而

来的水流经此处，经过节制闸控制，进入南

运河。同时，南水北调水、黄河水等补水水

源在刘茂庄闸处汇合后，穿漳卫新河倒虹吸

工程，一并汇入南运河。执行调度令、启闭

闸门、开展水文测验，张如旭和同事们做好

各项工作，确保补水顺利进行。

生态补水，为京杭大运河解渴。“从演变

看，历史上黄河改道冲断运河河道，加之黄

河河床不断淤积抬高，导致运河水难以翻越

黄 河 。”水 利 部 水 资 源 管 理 司 司 长 杨 得 瑞

说。从人为因素看，华北地区人口密集，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河湖生态用水被大量

挤 占 ，河 流 断 流 、湖 泊 萎 缩 、地 下 水 超 采 严

重，进而引发水生生物物种减少、地面沉降

等问题。

生 态 补 水 是 恢 复 河 流 健 康 的 关 键 之

举。生态补水，要统筹考虑流域内外各类水

源、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借水调水，达到增水

有水的目标。2022 年，水利部开展了京杭大

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京杭大运河实现百

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

今年，六路水源汇流大运河。补水从 3
月 1 日启动，“南水”经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穿

黄河，入南运河；岳城水库水从河北奔来，流

入卫运河和南运河；黄河水经马颊河、沙杨

河等入南运河；滦河水补充运河天津中心城

区段；官厅水库水经北京市城区河湖水网，

补充通惠河；再生水和雨水为通惠河和北运

河补水。

“可以说，今年补水启动早、时间长，从 3
月 1 日延续到 5 月底，补水时长比去年延长约

一个半月，并将根据水源来水情况尽量延长

全线贯通时间。”杨得瑞说，“这是根据沿线

用水需求、保障春灌用水等情况优化配置的

结果。”截至 4 月 11 日，已累计向京杭大运河

黄河以北河段补水 27821 万立方米，完成计

划补水量的 59.8%。

有水展生机——
补水带来显著生态效益

春风吹拂，田野铺绿，运河畔的山东省

夏津县，小麦拔节，正是浇“返青水”的节骨

眼儿。

郑保屯镇珠东村种粮大户崔居成种了

100 多亩地，浇水是大事。“过去四处找水，靠

人工浇，耗时耗工耗水。如今，地里有了泵

站，从运河里引水，浇地更及时，还省了地下

水。”崔居成说。

“生态补水带来显著效益。”水利部海河

水利委员会主任乔建华介绍。一方面，生态

补水边流动边下渗，有效回补地下水。另一

方面，沿线可引水灌溉，减少开采地下水，缓

解用水压力。去年，京杭大运河补水河道 5
公里范围内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 1.33 米。

“今年计划补水水量为 4.65 亿立方米，其

中用于置换沿线农业灌溉取用深层地下水

水量约 2.08 亿立方米，可置换河北邢台、沧

州、衡水，天津静海、滨海新区等地深层地下

水超采区农业灌溉水源，预计置换灌溉面积

约 99 万亩。”乔建华介绍。

生态补水并非一劳永逸。从断流到有

水，从有水再到有流动的水，循序渐进。水

利部提出，“十四五”时期实现京杭大运河主

要河段基本有水、进一步推动实现全年有水

目标。

稳定多元的水源是保障。杨得瑞介绍，

水利部门将科学精准判断各主要水源的来

水情况、各地用水需求等，进一步优化配置

各补水水源，算好水账，挖掘潜力，特别是要

优先使用本地水，科学利用非常规水源，精

打细算用好外调水。

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从水量测算分

配到调度指令下达，再到水工程启动运用，

生 态 补 水 的 顺 利 进 行 离 不 开 制 度 保 驾 护

航。水利部门将逐步完善水资源统一调度

管理规则，建立工程调度运行长效机制，研

究完善水价确定和水费收缴机制。

生态补水，从单一河湖向水网扩展。今

年，水利部将在华北地区 7 个河流水系 40 条

（个）河湖实施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工作，预计

补水 27.68 亿立方米。其中，补水约 7.95 亿立

方米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漳河等 3 条河

流集中贯通；向白洋淀及滹沱河、滏阳河、南

拒 马 河 、永 定 河 等 8 条 河 流 常 态 化 补 水 约

9.73 亿立方米。

护水促长远——
调水补水，更要节水惜水

节水，一个更为长久的挑战。水利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不能一边调水补水，一边浪费

水。运河沿线地区必须严格执行用水总量和

强度双控目标，健全节水制度，推广节水技

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工业

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实现全社会节水。

同时，补水更要护水，这才能真正保护

好京杭大运河。

“因长期断流，一些干涸河道有不少杂草、

土堆、垃圾，甚至还有违章建筑物。相关单位

利用无人机技术，全面摸排补水河道，掌握底

数，对阻水点和违建点精准清理。”水利部海河

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马涛介绍。京杭大运河启

动补水以来，海河水利委员会针对直管河段开

展输水线路巡查 39 次，累计巡查河道长度 222
公里。此外，海河水利委员会联合相关单位建

立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确保水质安全。

“河湖长的作用应得到充分发挥。基层

河湖长切实担负起保护‘最后一公里’的责

任，加强巡河护河。海河流域省级河湖长联

席会议机制已经建立，将更有力地协调解决

跨区域、跨部门河湖管理保护难题。”水利部

海河水利委员会河湖管理处处长周凤才说。

京杭大运河具有防洪排涝、输水供水、

内河航运、生态景观、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

水利部门将以生态补水为契机，全面提升保

护治理京杭大运河的能力。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水利部一方面

将加快改善河道水资源条件、完善防洪排涝

保障功能、促进岸线保护、强化大运河管护

等；另一方面将完善水利工程设施建设，组织

开展卫河干流治理工程，完成河道清淤疏浚、

堤防加高加固、险工整治、涵闸处理等建设。

多措并举，把京杭大运河建设成为造福两岸

的水脉、货畅其流的动脉、传承历史的文脉。

下图：京 杭 大 运 河 河 北 沧 州 段 。 近 年

来，生态补水让一度断流的河道变得碧水丰

盈（摄于 2022 年 9 月）。

邵玉姿 孔 超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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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南起浙江杭州，北抵首
都北京，一路流经江南水乡、
齐鲁大地、燕赵沃野，京杭大
运河迤逦千里，绵延千年。
日前，京杭大运河再次实现
全线水流贯通。今年补水启
动早、时间长，带来显著的生
态效益。

■延伸阅读R

水库接力放水，水量精细分配。 3 月

底，清水漫过永定河 865 公里河道。4 月 4
日，多路水源汇流，京杭大运河再次全线水

流涌动。目前，塔里木河下游连续 20 多年

实施生态补水，大漠边缘形成绿色长廊。

生态补水，让一条条母亲河重现生机。

生态补水是保护治理河湖的重要举

措。长期以来，受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因

素影响，一些河湖的水资源利用量超出承

载能力，导致河流断流、湖泊萎缩，对生态

环境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水是河湖的生

命，缺水需要补水。生态补水就是以保护

生态为目标，利用本地水，或从水资源丰富

的地区“借水”，通过水库等水利工程“调

水”，补充到缺水地区。比如，水利部采取

“一河一策”，实施 2023 年华北地区河湖生

态补水工作，预计可实现华北地区河湖生

态环境复苏补水 27.68 亿立方米，让河湖有

流动的水、干净的水。

生态补水成为长久之举，还需要制度护

航。水利部门和沿线各地加快完善协同制

度，统筹灌溉、航运、发电、生态等多种功能，

优化水资源配置，精心调度水利工程，高效

配合、科学推进，把更多的水还给河流。

什么是生态补水？

本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丁怡婷）国家能源局近日发

布的《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今年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占比提高到 51.9%左右，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

量的比重达到 15.3%。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

容量 25.6 亿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12.7 亿千瓦，

约占总发电装机的 49.6%。这意味着，今年全国非化石能源

发电装机占比将首次超过 50%。

根据《指导意见》，今年将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推

动第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项目并网投产，建设第二批、第三批项目，积极推进光热发电

规模化发展。稳妥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谋划启动建设海上光

伏。大力推进分散式陆上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全年风电、光伏装机增加 1.6 亿千瓦左右。

《指导意见》还提到，要坚持把能源保供稳价放在首位。

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国内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增

储上产，积极推进能源资源进口多元化，以常态能源供应有弹

性应对需求超预期增长，全力保障能源供应持续稳定、价格合

理可控。今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 47.5 亿吨标准煤左右，

能源自给率稳中有升。

国家能源局

今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过半

本报郑州 4 月 12 日电 （记者倪弋）在 12 日召开的首届

服务保障黄河国家战略检察论坛上，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

项行动正式启动。据了解，为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充分发挥

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作用，服务保障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促进黄河流域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利部、最高检决定自今年 4 月至 12 月开展

该专项行动。

该专项行动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实施黄河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充分发挥水行政执法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充分发挥检

察公益诉讼的监督、支持和法治保障作用，聚焦黄河流域水资

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对黄河流域违法取水问题进行集中整

治，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有效规范流域水资源节约、保护、开

发、利用秩序，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支撑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此外，在论坛上，最高检和水利部联合发布检察监督与水

行政执法协同保护黄河水安全典型案例，包括青海省尖扎县

检察院督促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等

11 件，其中刑事检察案例 2 件，公益诉讼检察案例 9 件。

两部门启动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
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目山脉

附近，一条条输电线路将一座座高耸

入云的输电铁塔串联起来，来自四川

的清洁水电能源顺着线路送入浙江。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提前 3 个月贯通的

白鹤滩—浙江±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湖州段，打通了白鹤滩清洁

水电高速入浙第一站。这项“西电东

送”重点工程，将四川 800 万千瓦时清

洁水电送至浙北负荷中心，预计年输

送清洁电量 235 亿千瓦时，减少碳排

放 1800 余万吨。

近年来，湖州市深化数字赋能，推

动能源绿色转型，让清洁、经济、安全、

可靠的用电成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硬核支撑。

在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生产指挥中

心，电网监测值班员在“数字员工”协助

下，一键完成输电线路监测的日报报

送。“数字员工”是智能软件机器人的形

象化称呼，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深化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应用，让数字新技术

和电网业务深度融合。目前，湖州已有

200多个“数字员工”在电网设备状态监

测、应急响应智能管控、生产业务流程

管控等多业务场景中成功上岗，预计每

年可节省工时超 1万小时。

“能耗有点高。”近日，浙江久立特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余协敏

点开手机上的“浙里办”APP，进入“湖

州专区”的“工业碳效码”模块，发现企

业 的 碳 效 数 据 达 到 了 4 级 。 据 他 介

绍，企业正在生产园区启动余热回收、

照明灯具更换等节能减碳技改项目，

完成后每年可节省天然气 80 万立方

米、节约用电 230 万千瓦时，减少碳排

放 1500 吨。

“节能减排更需要从提高能效入

手，对高排放的生产消费方式进行重塑。”国网湖州供电公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依托电力大数据研发的工业碳效码，为企业

绘制立体“碳画像”后，每家企业都能清楚自己的碳效水平。

截至目前，在浙江，工业碳效码已覆盖 49344 家规上企业，1 万

家规下工业企业，“碳效+电力”诊断服务共引导 9817 家碳效

评价落后企业进行绿色减碳技术改造，助力发放绿色贷款

167 亿元，为浙江能源领域数字化改革提供了方案。

“茶场预计用电容量在 200 千瓦左右，建议配置一台 250
千伏安的专用变压器，同时，采用 10 千伏高压供电，电价还能

比原来便宜不少。”近期，安吉县晨溪山茶场负责人金忠富收

到了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客户经理夏军给出的供电最优方案。

在位于德清县莫干山镇南路村的柒竹民宿内，游客用语

音控制，房间窗帘便会自动拉开。经过全电改造，民宿的采暖

制冷、热水供应、餐饮等都采用空气能热泵等电能设备，不再

使用传统能源，实现“低碳入住”；同时还安装了能耗智慧采集

实时监测系统，平均每年可节约用电 5400 多千瓦时，节省电

费超 4500 元。

近年来，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推进乡村电气化示范建设，

引领构建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维度立体低碳体系，乡村

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现代服务业大

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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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水利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