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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江苏扬州的长江岸畔，北至天津，东

抵胶东半岛，南水北调东线，宛如清水长廊，润

苏北，济齐鲁。

这是一条通江联河的水脉。一路牵手长

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缀连起洪泽湖、

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南水北调东线打通长

江水北调大动脉，夯实国家水网主骨架。

这是一条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南水北调东线与京杭大运河同行北上。通水

系、增水深、拓航道，古老运河，千帆竞渡，“黄

金水道”含金量更高。

从 2013 年 11 月 15 日正式通水至今，10 年

来，南水北调东线累计抽引长江水 400 多亿立

方米，缓解苏北、鲁北和胶东半岛缺水问题，惠

及沿线超 6800 万人。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

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水利部推动南水北调东

线二期工程前期工作，不断扩大工程综合效

益，进一步提升受水区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0年来，长江水入鲁 61.4
亿立方米

“南水”入村，苦水村告别了苦咸水。“水垢

少，口感绵，好水熬出的米粥又稠又香。”山东

省夏津县北城街道苦水村村民王家国说。

夏津县地处引黄工程末端，地表水少，地

下水苦，用水曾是大难题。随着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通水，长江水来到夏津县。“县里启动‘村

村通自来水’工程，铺设 50 多万米管道，让家家

户户喝上长江水。”夏津县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有关负责人王明军介绍。

从城乡居民饮水到工农业生产用水，南水

北调东线促进了水资源优化配置，长江水成了

“振兴水”“幸福水”。

乡村产业有奔头。曾经，水是苦咸水，地

是盐碱地，一亩地粮食产量只有四五百斤。苦

水村党支部书记王宪宝说，清淤泥、开沟渠、挖

排碱沟，用清水浇地，盐碱地得到有效治理。

村里种起油葵，每年村集体增收 5 万多元。

企业用水有保障。“供水稳定，水质优良，

我们发展底气更足。”夏津县光大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水处理中心经理助理马宗鹏说。长江

水有力支撑当地纺织服装、生态环保、农产品

加工等产业发展。

南水北调东线是发展“保障线”。中国南

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魏军国

介 绍 ，江 苏 形 成 双 线 输 水 格 局 ，实 现 江 淮 联

调。在山东，调引长江水的渠道与胶东半岛供

水干渠相互联通，构筑“T”形骨干水网。多水

源协同配置，供水保障能力更强，10 年来累计

调水入山东 61.4 亿立方米，受水区内城市的生

活和工业供水保证率从最低不足 80%提高到

97%以上。

10年来，水质断面达标率
由 3%提高到 100%

一条港河跨两省，一边是山东微山县西平

镇，一边是江苏沛县大屯街道。

港河汇入南四湖。南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

的输水干线和天然调蓄湖泊。东线调水，成败

在水质，关键是治污，治污重点又在南四湖。这

里承接苏鲁豫皖 4省 32个县（市、区）的来水，主

要入湖河流 53条，水网交织，治理难度大。

定期巡查港河，是西平镇六营村党支部书

记、村级河长魏衍水的职责。一次巡

河 中 ，岸 边 覆 盖 的 一 层 新

土，引起魏衍水警觉，挖开

后，发现了正在排放污水的

暗管。“经现场查看，发现这是一处生活污水排

污口。”魏衍水第一时间联系沟通，村干部入户

做工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研究整

治方案，及时封堵排污口。

边界河湖从“两不管”变成“合力管”。信

息情况联通、矛盾纠纷联调、非法行为联打、河

湖污染联治、防汛安全联保，微山县和沛县建

立边界河湖治理五联机制，携手守好南四湖。

“一旦发现问题，两地及时沟通，混合编组，共

同执法。”微山县水务局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

董瑞介绍。

“水乡人家，环境变好，村民种水稻、葡萄，

办起了农家乐，吃上了‘生态饭’。”魏衍水说。

如今，微山县与周边 8 个区县签订补偿协议，明

晰上下游水质保护责任。南四湖跻身全国优

良水质湖泊行列。

全线治污，护送一渠清水北上。南水北调

东线沿线实施 471 项治污工程，相关地区多措

并举开展水生态治理。通水以来，化学需氧量

（COD）和氨氮入河总量减少了 85%以上，水质

断面达标率由 3%提高到 100%。

南 水 北 调 东 线 成 为 水 清 岸 绿 的“ 生 态

线”。“南水北调东线先后向南四湖、东平湖、济

南小清河等累计生态补水 7.37 亿立方米，向大

运河补水 3.34 亿立方米。江苏、山东受水区城

区共关停地下水开采井 6274 眼，实现地下水压

采量 5.51 亿立方米。”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井书光说。

13 级 泵 站 提 水 爬 升 65
米，工程安全运行水平不断
提高

南水北调东线，总扬程 65 米。水往高处

流，靠的是 13 级泵站，一级一级提水北上。

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的洪泽泵站，是

第三梯级泵站之一，泵站加压提长江水入洪泽

湖。洪泽泵站管理所运行员刘雨琦，每天巡

检、记录、保养，确保“大块头”正常运行。“过去

靠人盯，辨声音，找故障，20 个人管一座泵站。

如 今 用 上 数 字 孪 生 技 术 ，泵 站 装 上‘ 聪 明 大

脑’，大数据诊断，管理效率大幅提高。”刘雨

琦说。

在位于南京市的调度中心，洪泽泵站的 5
台泵组数据实时显示。指着屏幕上跃动的声

纹数据，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

司科技信息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黄富佳说：“我

们 深 度 挖 掘 170 多 万 条 声 纹 数 据 ，AI 智 能 识

别 各 种 不 同 状 况 下 的 声 纹 。 不 管 是 轴 承 损

坏，还是内叶片撞击外壳，我们都能及时锁定

故障点。”

数字技术让调水更精细。以前开几台机

组、叶片运行频率如何调，技术人员只能靠经

验做判断。如今，大数据构建起智能调控模

型。“输入调水流量，模型就能给出最优解，用

最低的能耗精准提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黄富佳说。

数字赋能，南水北调东线运行更智慧。打

造数字孪生洪泽泵站、邓楼泵站先行先试项

目，构建智能调度、工程安全监测、水质监测预

警等智能应用场景，工程安全运行水平和效率

不断提高。

持续调水，京杭大运河
全年通航里程达 877公里

11 月 7 日，船长徐卫驾驶货船，从山东济

宁市任城区的龙拱港，驶向梁山港。

“这条水路如今越来越好走，两港之间只

需一天左右。搁以前，水浅河窄，遇上堵船，少

说得一周以上。”徐卫说，这几年梁济运河水位

变深，航道更畅通，过去只能通过 1000 吨的运

输船，如今两三千吨的运输船畅通无阻。

梁济运河是京杭大运河通航航道的最北

段。南水北调东线调水运行期间，抬高水位，

保障主航道水深。目前梁济运河达到二级航

道运行条件，2000 吨级运输船从梁山港直达长

江，成为通江达海新通道。

运河畔，一座新港口拔地而起。从一片水

洼地，到一座 18 个 2000 吨级泊位的现代化港

口，梁山港仅用两年时间建成通航。“向南开挖

17.5 公里航道，连通京杭大运河；向北建设 9.18
公里铁路专用线，连通瓦日铁路，梁山港形成

了‘公路+铁路+水运’多式联运。”济宁港航梁

山港有限公司综合办事务员孔泽凯介绍。

曾经，济宁内河航道中，三级以下航道占

比接近七成。孔泽凯介绍，近年来，通过开展

京杭大运河航道升级、南水北调东线持续调

水，主航道水深从 3.5 米增加到 4.2 米，济宁通

过大运河可抵达长三角、珠三角，物流成本降

低 10%至 30%。

南水北调东线重塑京杭大运河“黄金水

道”优势。井书光介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打

通了京杭大运河东平湖至南四湖航道，增加里

程 62 公里；通过持续补水，改善京杭大运河济

宁至长江段的航运条件，航道升级为二级航

道，新增港口吞吐能力 1350 万吨，目前京杭大

运河全年通航里程达 877 公里，运河水运能力

不断提升，进一步畅通南北经济循环。

上图：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示意图。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供图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10周年，累计抽引长江水400多亿立方米

守护清水北上 夯实国家水网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核心阅读

2013 年 11 月 15 日，南水
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10 年来，累计抽引长江水 400
多亿立方米，缓解苏北、鲁北和
胶东半岛缺水问题，惠及沿线超
6800 万人。南来之水汩汩北
上，南水北调东线保障了受水区
供水安全，为北方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水资源支撑。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红硕的油茶果压弯枝条，村民穿梭其间，采摘、装

袋、搬运，喜笑颜开。前不久，位于湘赣边革命老区的湖

南株洲市醴陵市板杉镇擂鼓桥村，万亩油茶迎来丰收。

“这有 1.3 万多亩油茶，今年产量将达 1000 万斤。

按 15 斤榨一斤油，可榨出 60 多万斤油。”油茶基地负责

人邓日成一脸兴奋。

近年来，株洲各市县积极种植油茶，不断扩大种植

面积。然而，产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日益凸显。为此，

株洲市推深做实林长制，下发林长令，把油茶产业发展

作为林长制重点工作来抓，各部门形成合力，推动油茶

产业扩规、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株洲市县两级下派林业专家以及林业

科技员 45名，采取蹲点服务形式，与种植户共同攻克产

量难关。“通过调整密度、合理修剪、均匀施肥、保花保果

等技术改造，去年油茶亩产是 400 多斤，今年亩产达到

了 800斤。”醴陵市技术人员王光明说。

“我们持续推进林地使用权合理流转，设立油茶发展

专项资金，引导金融机构融资力度，引进龙头企业，建起

种植、精深加工、研发、销售、物流、产旅融合等全产业链

条，油茶产业越来越强。”株洲市林长办相关负责人说。

一座座荒山华丽变身，油茶树已成为老区人民的

“幸福树”。据统计，株洲全市油茶种植规模达到 220
万亩，从事油茶种植（100 亩以上）的大户或者公司、合

作社达到 410 家，产值达到近百亿元。

湖南株洲落实林长制

让油茶树成为老区人民的“幸福树”
本报记者 颜 珂

本报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国

家能源局获悉：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户用分布式光伏

累计装机容量突破 1 亿千瓦、达 1.05 亿千瓦，助推我国

光伏发电总装机规模超 5 亿千瓦、达 5.2 亿千瓦。1.05
亿千瓦相当于 4 个多三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据统

计，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安装户数

已超过 500 万户，带动有效投资超过 5000 亿元。

光伏发电可分为集中式光伏发电和分布式光伏发

电，分布式光伏发电通常包括户用光伏、工商业分布式光

伏。近年来，我国户用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经济性不断

增强、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开发规模屡创新高，实现了大

规模跨越式发展，在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推动能源绿

色转型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 年 1 至 9 月 ，全 国 户 用 分 布 式 光 伏 新 增 装 机

3297.7 万千瓦，约占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的一半，超过

全国光伏新增总装机的 1/4，是去年全年户用光伏新

增装机规模的 1.3 倍。从区域分布看，截至今年 9 月

底，山东、河南、河北户用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居全国

前三位，装机容量分别为 2448 万千瓦、2084 万千瓦、

1666 万千瓦，合计 6198 万千瓦，约占全国的 60%。

据有关机构预测，我国农村地区可安装光伏屋顶

面积约 273 亿平方米，超过 8000 万户，开发潜力巨大。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将推动实施“千乡万村驭风行动”和“千家万户

沐光行动”，有序推进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

作，持续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

我国户用光伏装机突破1亿千瓦
覆盖农户超过50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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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

树种为柏木，系柏科柏木属，是常绿高大

乔木，树高可达 30 米，胸径可达 2 米，树冠呈

圆锥形。树枝呈扁平状，细长且下垂。树叶

呈鳞片状交互对生，排成平面，两面相似。雌

雄同株，果球呈卵圆形，直径 8—12毫米。

柏木耐干旱、瘠薄、严寒，喜温暖、湿润，

在中性、微酸性及钙质土壤均能生长。主根

粗壮，侧根发达。种子、根、枝、叶富含芳香

油，是天然香料的优质材料。

编者按：古树名木是“绿色的国宝”，记录着时光的流逝变迁，保存下珍贵的物种资源，

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本版今起推出

“古树的故事”栏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古树、了解古树，走进古树背后的保护故事。

■■古树的故事古树的故事R

清晨，古蜀道翠云廊剑阁段上，巡护员石

洪林裹紧了棉衣。瞅着参天古柏，石洪林嘴角

上扬：“树越来越壮啦，足足得两个人去抱！”

古蜀道翠云廊剑阁段，以四川剑阁县剑

州古城为中心，呈人字形三线分布。剑阁境

内贯通 9 个乡镇，总里程 151 公里，现存古树

7803 株 ，其 中 古 柏 7778 株 ，平 均 树 龄 1050
年，最高树龄达 2300 年。

翠云廊上的古柏之所以能生长至今，与

当地的持续保护息息相关。早在明代正德年

间，剑阁县就有了驿道古柏离任交接制度，州

官植树护路被纳入政绩考核，当地老百姓也

自发参与到植树护路当中。到了清代光绪年

间，当地还对每株古柏进行了编号。

近年来，剑阁县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推动古柏古树的保护。当地出台了《剑阁县

蜀道古柏离任交接制度》，将古柏数量及生长

状况等作为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离任交接的

重要内容和自然资源审计内容。交接保护古

柏 的 清 单 ，如 今 已 经 成 为 当 地 一 项 例 行 活

动。《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等规章制度

的颁布，也让古树古柏保护有规可依。

剑阁县按照“一树一人”日常巡护的措施

保护古柏，组建了县乡村组四级网格化保护

体系，石洪林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巡护要查看古树特别是古柏的保

护情况，看看树木上有没有虫子，林子里有没

有火情。”石洪林边走边介绍，巡护一遍完成

后，还要把巡护照片发到县翠云廊古柏的微

信群里。如今，石洪林日常负责巡护 64 棵

树，大部分是古柏、黄连等古树，这些古树都

拥有 500 年以上的树龄。

同时，当地还对古柏等古树实施“一树一

档”挂牌保护。走到一棵古柏树下，打开手机，

对着二维码信息牌轻轻一扫，古柏的树龄、标

号等信息一目了然。

古柏树龄长、脆性大，面临虫害、雷击、水

土流失、自然衰老等问题。为此，剑阁县实施

了“一树一策”科学救护方案，采取防病治虫、

防雷防火、砌石垒土、支撑加固等措施来保

护。截至目前，已累计整合项目资金 3000 余

万元，对全县境内古柏砌石垒土 3500 余株，

白蚁防治 1800 余株，支撑加固 337 株，复壮救

护 247 株。

右图：行人行走在古蜀道翠云廊，两侧古

柏挺拔苍劲。 曾正强摄（人民视觉）

现存古树7803株，最高树龄达2300年

翠云廊里古柏参天
本报记者 王永战

每到下班时间，就是国网淄博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李作涛最忙碌的时候。作为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苹果

园社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24 小时电管家”，他要

为来充电的新能源车主提供服务。

“充电站很宽敞，充电桩也多，加上有供电人员现

场协调，不用担心找不到充电位。”正给新能源汽车充

电的车主张玉钢介绍，这里处于城乡接合处，距中心城

区最近 6 公里，这两年，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很受欢迎。

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强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是

关键。目前山东农村配电网户均容量达 2.99 千伏安，

为充电设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除国家电网公司建设

的充电站，还接入了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充电站；登录

车联网平台，车主可以查询附近的充电站及充电桩的

充电状态，并导航至最近的充电站充电。山东省充电

基础设施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

底，全省农村地区建设充电站 2413 座，交直流充电桩

10992 台，覆盖 887 个乡镇，乡镇覆盖率 78%。

汽车开回家，服务要跟上。 5 月 23 日，济南出台

《济南市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助力推动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从生产端到消费

端、服务端全链条高质量发展。

济南市商河县殷巷镇张六真村村民张连宝就尝到

了甜头，他购买了一台新能源汽车，车子刚开回家，就

接到了供电公司服务电话。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张连

宝通过“网上国网”APP，不到 10 分钟就办好了个人充

电桩报装业务，不到 3 天就实现了在家门口充电。

汽车充电，电价如何？今年 7 月，山东进一步完善

居民充电桩分时电价政策，进一步细分峰谷时段，增设

了深谷和尖峰时段，通过价格引导增加风光发电等新

能源消纳，有效降低充电成本。

眼下，随着休渔期结束，青岛即墨区董家寨村民董

吉华又忙碌了起来。因为要经常往返码头、加工厂和

客户之间，为了降低出行成本，董吉华购买了一辆客货

两用新能源汽车。经常跑业务，董吉华在出行上的花

费较多。他说，以前开燃油车，一周至少要加一次油，

现在换上新能源汽车，又办理了峰谷分时用电，一周最

多充两次电，花费不到 50 元。一年下来，光在出行这

一项上，就能节省 1 万多元。

强化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充电桩分时电价政策

为新能源汽车下乡做好服务
本报记者 王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