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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吐鲁番坎儿井：
“地下运河”滋养绿洲

【镜头】在新疆吐鲁番，来自高山的冰雪

融水渗入地下，聚成涓涓细流。劳动人民开

挖一个个竖井，在地下建造纵横交错的暗渠，

地下潜流沿着暗渠，顺着坡面自流至明渠，存

储到池塘，一条条坎儿井滋润绿洲。

得 益 于 清 水 灌 溉 ，戈 壁 滩 飘 来 瓜 果 香 。

在高昌区吐鲁番克尔村，坎儿井送来汩汩清

水，7000 多亩葡萄用上微喷灌。村民艾尼瓦

尔·热西提介绍，微喷灌用水少，相比大水漫

灌每亩地能省水约 200 立方米。

“坎儿井是吐鲁番的‘生命之泉’。当地

群众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尊重客观规律，利用

有效水资源，建成了极具特色的水利工程。

据考证，吐鲁番坎儿井至少已有 600 年历史。”

吐鲁番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坎儿井研究所）所

长徐伟伟介绍。

从集水、输水到取水，坎儿井充分体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徐伟伟介绍，坎

儿井由竖井、暗渠、出水口、明渠和涝坝（蓄水

池）组成。工程巧妙利用四周高、中间低的地

形，实现水流从地下到地表的自流，节省人力

物力。相比传统输水工程，坎儿井建有大量

暗渠，其单条长度平均在 3 至 5 公里之间，总

长度达 3200 多公里，有“地下运河”的美誉。

“暗渠输水减少了水分蒸发，保护水体免受污

染，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

坎儿井一直是吐鲁番地区农牧业生产水

源。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吐鲁番市水

利科学研究所普查结果显示，当地有水坎儿

井暗渠的平均流量为 3.6 立方米/秒，年径流

量 达 1.14 亿 立 方 米 ，控 制 灌 溉 面 积 6.49 万

亩。“坎儿井是当地群众的‘致富井’，不仅为

哈密瓜、葡萄等特色产业提供稳定水源，还是

人气打卡地，当地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徐

伟伟介绍。

有水就有绿洲，坎儿井有效发挥了水土

保持和生态保护功能。“坎儿井养育了红柳、

梭梭、胡杨等植被，涝坝形成的水面吸引了白

鹭、天鹅、野鸭等安家。此外水利部门利用冬

闲水，开展生态补水，修复艾丁湖生态环境。”

徐伟伟介绍。据统计，吐鲁番盆地约 23%的脊

椎动物生活在坎儿井附近，坎儿井成为绿洲

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久 久 为 功 保 护 好 、传 承 好 、利 用 好 坎 儿

井。“每个村子设置管理员，负责日常管护，遇

到问题及时上报。镇里全面开展维修加固，

加强地下水取用水管理和水位监测。”高昌区

亚尔镇水管所所长玛丽亚木介绍。

“目前水利、文物部门以及村集体等共同

组成了保护网络。接下来，要进一步摸清家

底，建立档案，加大资金投入，强化日常管护，

全力守护坎儿井清水长流。”徐伟伟说。

徽州堨坝—婺源石堨：
古堨卧溪河 水乡添

水韵

【镜头】青砖黛瓦，石桥横卧……安徽黄山

市徽州区唐模村，檀干溪穿村而过，18 座古堨

坝群立于溪上，形成一道长 600米的风景线。

古堨坝与古村落、古建筑、古街道等融为

一体，凭着好风光，唐模村发展观光度假、研

学科普等新业态。“村子每年接待游客 32 万

人次，去年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 1 万元。”唐模

景区总经理助理韩小玉介绍。

初秋的江西婺源县汪口古村，绿水绕村，

曲径通幽，曲尺堨拦水成瀑。这座石堨长 120
米、高 3 米，就地取用当地毛石、鹅卵石砌成。

婺源县石堨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专班工

作组副组长朱利华介绍，婺源丘陵连绵，溪河

密布，村庄依水而建，水、堨、村、田形成了紧

密共同体。目前全县长 5 米、水位落差 0.8 米

以上的石堨，有 2052 座，其中过半修建于明清

时期。

堨，是指堤坝或灌溉田地的水渠。作为

一种古老的灌溉工程，堨建造在河流较窄、落

差较大的地方，起坝蓄水，引水入田。因徽州

区和江西婺源县历史上属于古徽州，都保留

了大量古堨。但两地有略微区别，徽州区的

古堨大都修建在丰乐河等较大河流上，而婺

源县的古堨大都修建在小河溪流上。

婺源石堨工程体系主要由石坝、引水渠、

分水口、分水石、挡水石、排水渠具等组成，结

构设计巧妙。来自婺源县的石堨工匠俞荣华

介绍，古人遵循“深淘滩、低作堨，宽砌底、斜

结面”的理念，就地取材、梯级布设。“坝体由

青石块交错铺设而成，砂砾填缝，十分坚固。”

徽州堨坝采取“多级水源、塘堨并举”模

式，串联村庄水系，兼顾拦、引、蓄、泄。徽州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李国宝介

绍，堨坝阻水，水街、水圳等排水渠道泄水，坑

塘蓄水，调峰补枯，立体循环。

徽 州 区 和 婺 源 县 不 断 加 强 古 堨 管 理 保

护。徽州区在当地水网规划中，把古堨等古

灌溉水利工程列入重点保护对象，积极开展

古 代 水 利 工 程 普 查 ，按 照 修 旧 如 旧 原 则 修

复。婺源县加快编制古堨工程遗产保护发展

规划，推动古堨修筑工匠技术纳入市县级非

遗项目，积极建设文化展示馆，加强宣传推

广，进一步挖掘古堨的历史文化价值。

陕西汉阴凤堰梯田：
千米垂直空间 汇集

“田、渠、塘、溪”

【镜头】秋高气爽稻飘香，陕西汉阴县凤

堰梯田连片水稻迎来丰收季。

沿着起伏山势，梯田如链似带。乡亲们

穿梭其间，割稻、脱粒、装袋……村民邹宗林

双腿微跨，双臂一弯一伸间，把一簇簇稻子送

进脱粒机。“今年种了 10 多亩水田，亩产 1300
多斤。稻子是富硒的，营养好、米香浓，一斤

能卖 20 多元。”邹宗林说。

凤堰梯田地处凤凰山脉南麓，盘旋的金黄

色线条从山脚盘绕至山腰。从山顶水源涵养

林、山间梯田到山塘湿地，1000 多米的垂直空

间里，汇集“田、渠、塘、溪”灌溉体系，契合了

“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生态理念。

“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凤堰梯田从山脚一

直延绵到山顶。”汉阴县水利局局长蒋孝军介

绍，凤堰梯田体现了人们对有限土地资源的科

学高效利用。比如，梯田依山就势沿等高线修

建，呈流线型，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挖，有效减少

了水土流失。凤堰梯田充分顺应自然、尊重自

然，与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有机融合，形

成了“森林—水系—梯田—村落”这一独特的

山林农业生态体系。

凤堰梯田焕发新活力。“春踏油菜花浪，

夏看水田插秧，秋闻金谷飘香，冬赏雪落山

庄，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休闲康养等新产业

新业态落地生根，一二三产融合。今年以来

凤堰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26.66 万人次。”漩涡

镇党委书记刘仁宏介绍。

在堰坪村乡韵家园农家乐，老板杨秋红忙

个不停。“游客看梯田美景，吃农家饭菜，听戏曲

山歌，大家对我们这儿吃的、看的、玩的赞不绝

口，每年都有不少‘回头客’。”杨秋红说。

汉阴县县长陈永乐介绍，为了保护好这

一宝贵资源，县里出台了区域风貌管理办法，

制定水利风景区建设规划、灌溉工程遗产保

护利用规划、凤堰灌区建设等相关规划，织密

制度网络。接下来，将持续做好梯田和灌溉

体系的保护、修复、陈列展示，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重庆秀山巨丰堰：
“立交化”工程 引水

穿山越岭

【镜头】一水抱山流，层层叠叠的梯田渐染

金黄。重庆秀山巨丰堰入选世界灌溉遗产的

消息传来，清溪场街道星寨村村民黄宜军难掩

自豪，“我家农田‘喝’的就是巨丰堰的水。”

“河水顺着渠道流到村里，常年有水，浇

地、洗菜都离不开它。”黄宜军说，自家 5 亩多

地，一年两季，水稻亩产 1000 多斤。

在丘陵地区，河、山、田交错分布，如何引

水灌田？“‘立交化’灌溉工程体系，是巨丰堰

的鲜明特色。渠与河、渠与渠、渠与路相交，

顺着山势，形成了引、灌、排等有机整体。”秀

山县水利局规划计划科科长杨光耀介绍。

看渠首工程，长 80 米的拦河坝立于平江

河上，抬升水位 2 米，河水自流到进水闸。此

外，渠首工程还包括永丰堰和秀丰堰两个取水

口，补充水源。看渠系工程，三条干渠蜿蜒绵

延，与田间毛渠相连相通。“其中渠系中最具有

特色的就是渡槽，水渠跋山涉水，遇河架槽，渡

槽在上，水渠在下，就像是输水‘立交桥’。目

前巨丰堰有历史价值的渡槽工程共 3 座，体现

了古人高超的建造技艺。”杨光耀说。

始建于 1767 年的巨丰堰至今仍发挥效

益。“巨丰堰可满足清溪场街道和乌杨街道农

业灌溉用水，受益面积达 1.6 万亩。特别是遇

到干旱枯水年份，古堰蓄水引水，为粮食丰收

作出贡献。”杨光耀介绍。

巨丰堰承载丰厚的科技价值、历史文化

价值和生态价值。“作为山区型河流上的引水

灌溉工程，工程规划布局充分体现因地制宜

理念，是研究古代水利建设的典型样本。”秀

山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龙祖华说。巨丰堰灌区

内还有大量的碑刻、石拱桥等历史文物。比

如，发现于三拱桥渡槽下的石碑，记载了岁

修、分水、计费、维护等制度，是我国水资源制

度历史演变的重要文献。

秀山县积极探索，不断完善保护管理体

制。“水利部门负责干支渠维护管理，街道用

水户协会负责片区工程运行调度，部分村子

成立用水协会，负责组织灌溉和日常巡护，县

乡村三级携手守护好巨丰堰。”龙祖华说。

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 38项

清水长流润沃野
本报记者 王 浩 常 钦 邓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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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9月3日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徽州堨坝—
婺源石堨、陕西汉阴凤堰梯田、重庆秀山巨丰堰
4处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我国的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已达 38项。

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绝大部分地区农业
生产都离不开灌溉工程。我国是灌溉工程遗产

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
家之一，许多灌溉工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悠悠岁月，筑坝通渠，浇灌良田，惠泽民生，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浓缩一段段历史。今年入
选的 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有哪些特色，
发挥哪些功效，如何保护管理？记者进
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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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唐模水街溪头

堨。 徽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江西婺源县浙源乡察关水口堨。

朱利华摄（人民视觉）

图③：陕西汉阴凤堰梯田堰坪片区，层层

稻田泛着金波。 方 亮摄（人民视觉）

图④：新疆吐鲁番坎儿井俯瞰图。

刘 健摄（人民视觉）

图⑤：重庆秀山巨丰堰灌区风光。

杨小林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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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得益于清水灌溉，戈壁滩飘来

瓜果香。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吐鲁番克

尔村，坎儿井送来汩汩清水，7000 多亩葡萄

用上微喷灌。村民艾尼瓦尔·热西提介绍，

微喷灌用水少，相比大水漫灌，每亩地能省

水约 200 立方米。

“坎儿井是吐鲁番的‘生命之泉’。当

地群众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尊重客观规律，

有效利用水资源，建成了极具特色的地下

取水工程。据考证，吐鲁番坎儿井至少已

有 600 年历史。”吐鲁番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坎儿井研究所）所长徐伟伟介绍。

在吐鲁番，来自高山的冰雪融水渗入地

下，聚成涓涓细流。劳动人民开挖一个个竖

井，在地下建造纵横交错的暗渠，地下潜流

沿着暗渠，自流至明渠，蓄集到涝坝，一条条

坎儿井滋润绿洲。

从集水、输水到取水，坎儿井充分体现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徐伟伟介绍，

坎儿井主要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蓄水

池）组成。工程巧妙利用地形，实现水流从

地下到地表的自流，节省人力物力。相比其

他输水工程，坎儿井建有大量暗渠，其单条

长度大多在 3 至 5 公里之间，全市暗渠总长

度达 3200多公里，有“地下运河”的美誉。“暗

渠输水减少了水分蒸发，保护水体免受污

染，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徐伟伟说。

坎儿井一直是吐鲁番农牧业生产的重

要水源。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与吐

鲁番市水利科学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当地

有水坎儿井暗渠的平均流量为 3.6 立方米/
秒，年径流量达 1.14 亿立方米，控制灌溉面

积近 10 万亩。“坎儿井是当地群众的‘致富

井’，不仅为哈密瓜、葡萄等特色产业提供稳

定水源，还是人气打卡地，当地群众吃上了

‘旅游饭’。”徐伟伟介绍。

有水就有绿洲，坎儿井有效发挥了水土

保持和生态保护功能。“坎儿井养育了红柳、

梭梭、胡杨等植

被，涝坝形成的水

面吸引了白鹭、野鸭

等 安 家 。”徐 伟 伟 介 绍 。

据统计，吐鲁番盆地约 23%
的 脊 椎 动 物 生 活 在 坎 儿 井 附

近，坎儿井成为绿洲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

久久为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坎

儿井。“每个村子设置管理员，负责日常管护，

遇到问题及时上报。镇里全面开展维修加

固，加强地下水取用水管理和水位监测。”高

昌区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玛丽亚木·阿不都热

依木介绍。

“目前水利、文物部门以及村集体等共

同组成了坎儿井保护网络。接下来，要进

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档案，加大资金投入，

强 化 日 常 管 护 ，全 力 守 护 坎 儿 井 清 水 长

流。”徐伟伟说。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

“地下运河”滋养绿洲

【镜头】青砖黛瓦，石桥横卧……安徽黄

山市徽州区唐模村，檀干溪穿村而过，18 座

古堨坝立于溪上，形成一道长达 600 米的风

景线。

古堨坝与古村落、古建筑、古街道等融

为一体，凭着好风光，唐模村发展观光度

假、研学科普等新业态。“村子每年接待游

客 32 万人次，去年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 1
万元。”唐模景区总经理助理韩小玉介绍。

初秋的江西上饶市婺源县汪口古村，

绿水绕村，曲径通幽，曲尺堨拦水成瀑。这

座石堨长 120 米、高 3 米，就地取用当地毛

石、鹅卵石砌成。婺源县石堨申报“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专班工作组副组长朱利华介

绍，婺源丘陵连绵，溪河密布，村庄依水而

建，水、堨、村、田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体系。

目前全县长 5 米、水位落差 0.8 米以上的石

堨有 2052 座，其中过半修建于明清时期。

堨，是指堤坝或灌溉田地的水渠。作为一

种古老的灌溉工程，堨建造在河流较窄、落差较

大的地方，起坝蓄水，引水入田。安徽黄山市徽

州区和江西上饶市婺源县历史上属于古徽州，

都保留了大量古堨。但两地有略微区别，徽州

区的古堨大都修建在丰乐河等较大河流上，而

婺源县的古堨大都修建在小河溪流上。

婺源石堨工程体系主要由石坝、引水

渠、分水口、分水石、挡水石、排水渠具等组

成，结构设计巧妙。来自婺源县的石堨工

匠俞荣华介绍，古人遵循“深淘滩、低作堨，

宽砌底、斜结面”的理念，就地取材、梯级布

设。“坝体由青石块交错铺设而成，砂砾填

缝，十分坚固。”俞荣华说。

徽州堨坝采取“多级水源、塘堨并举”模

式，串联村庄水系，兼顾拦、引、蓄、泄。徽州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李国宝介

绍，堨坝阻水，水街、水圳等排水渠道泄

水，坑塘蓄水，调峰补枯，立体循环。

徽州区和婺源县不断加强古堨

管理保护。徽州区在当地水网规

划中，把古堨等古灌溉水利工程

列入重点保护对象，积极开展古

代水利工程普查，按照修旧如旧原

则修复。婺源县加快编制古堨工程

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推动古堨修筑

工匠技术纳入市、县级非遗项目，

积极建设文化展示馆，加强宣传

推广，进一步挖掘古堨的历史文

化价值。

徽州堨坝—婺源石堨：

座座古堨串起乡村水系

【镜头】秋高气爽稻飘香，陕西汉阴县

凤堰梯田连片水稻迎来丰收季。

沿着起伏山势，梯田如链似带。乡亲

们穿梭其间，割稻、脱粒、装袋……村民邹

宗林双腿微跨，双臂一弯一伸间，把一簇簇

稻子送进脱粒机。“今年种了 10 多亩水田，

亩产 1300 多斤。稻子是富硒的，营养好、米

香浓，一斤能卖 20 多元。”邹宗林说。

凤堰梯田地处凤凰山脉南麓，盘旋的金

黄色线条从山脚绕至山腰。从山顶水源涵

养林、山间梯田到山塘湿地，1000 多米的垂

直空间里，汇集“田、渠、塘、溪”灌溉体系，契

合了“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生

态理念。

“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凤堰梯田从山脚

一直延绵到山顶。”汉阴县水利局局长蒋孝军

介绍，凤堰梯田体现了人们对有限土地资源

的科学高效利用。比如，梯田依山就势沿等

高线修建，呈流线型，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挖，

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凤堰梯田充分顺应自

然、尊重自然，与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有

机融合，形成了“森林—水系—梯田—村落”

这一独特的山林农业生态体系。

凤 堰 梯 田 焕 发 新 活 力 。“ 春 踏 油 菜 花

浪，夏看水田插秧，秋闻金谷飘香，冬

赏雪落山庄，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休

闲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落地生根，一

二三产融合。今年以来，凤堰古梯田景

区累计接待游客 26.66 万人次。”漩涡镇党

委书记刘仁宏介绍。

在堰坪村乡韵家园农家乐，老板杨秋红

忙个不停。“游客看梯田美景，吃农家饭菜，听

戏曲山歌，大家对我们这儿吃的、看的、玩的

赞不绝口，每年都有不少‘回头客’。”杨秋

红说。

汉阴县县长陈永乐介绍，为了保护好

这一宝贵资源，县里出台了区域风貌管理

办法，制定水利风景区建设规划、灌溉工程

遗产保护利用规划、凤堰灌区建设等相关

规划，织密制度网络。接下来，将持续做好

梯田和灌溉体系的保护、修复、陈列展示，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陕西汉阴凤堰梯田：

独特生态体系焕新机

【镜头】一水抱山流，层层叠叠的梯田渐

染金黄。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巨丰

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消息传来，清溪

场街道星寨村村民黄宜军难掩自豪，“我家

农田‘喝’的就是巨丰堰的水。”

“河水顺着渠道流到村里，常年有水，

浇地、洗菜都离不开它。”黄宜军说，自家 5
亩多地，一年两季，水稻亩产 1000 多斤。

在丘陵地区，河、山、田交错分布，如何引

水灌田？“‘立交化’灌溉工程体系，是巨丰堰

的鲜明特色。渠与河、渠与渠、渠与路相交，

顺着山势，形成了引、灌、排等有机整体。”秀

山县水利局规划计划科科长杨光耀介绍。

看渠首工程，长 80米的拦河坝立于平江

河上，抬升水位 2米，河水自流到进水闸。此

外，渠首工程还包括永丰堰和秀丰堰两个取

水口，补充水源。看渠系工程，三条干渠蜿蜒

绵延，与田间毛渠相连相通。“这些渠系中最

具有特色的就是渡槽，水渠跋山涉水，遇河架

槽，渡槽在上，水渠在下，就像是输水‘立交

桥’。目前巨丰堰有历史价值的渡槽工程共 3
座，体现了古人高超的建造技艺。”杨光耀说。

始建于 1767 年的巨丰堰至今仍发挥效

用。“巨丰堰可满足清溪场街道和乌杨街道

农业灌溉用水，受益面积达 1.6 万亩。特别

是遇到干旱枯水年份，古堰蓄水引水，为粮

食丰收作出贡献。”杨光耀介绍。

巨丰堰承载丰厚的科技价值、历史文化

价值和生态价值。“作为山区型河流的引水

灌溉工程，巨丰堰工程规划布局充分体现因

地制宜理念，是研究古代水利建设的典型样

本。”秀山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龙祖华说。巨

丰堰灌区内还有大量的碑刻、石拱桥等历史

文物。比如，发现于三拱桥渡槽下的石碑，

记载了岁修、分水、计费、维护等制度，是我

国水资源制度历史演变的重要文献。

秀山县积极探索，不断完善保护管理

体制。“水利部门负责干支渠维护管理，街

道用水户协会负责片区工程运行调度，部

分村子成立用水协会，负责组织灌溉和日

常巡护，县、乡、村三级携手，守护好巨丰

堰。”龙祖华说。

重庆秀山巨丰堰：

穿山越岭引水灌田

我 国 是 农 业 大 国 ，

也是灌溉古国。从江南

水乡到华北平原，从西

北荒漠到西南群山，自

然地理、气候环境、水文

水资源条件千差万别，

各地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在漫长的历史中建

成了数量众多、各具特

色的灌溉工程。我国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

盖了传统灌溉的所有类

型，它们普遍体现出古

代水利工程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天人合一等

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我们必须切实保护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传

承弘扬灌溉水利文化。

要处理好传统与现

代的关系，科学管理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相关

地区和部门应遵循可持

续的理念，协同推进水

利建设与遗产保护，做

好新老融合衔接，完善

建管规章制度，特别是

要完善优化跨部门、跨

地区协调体制机制，建

立上下联动、部门协作

的管理体系。

要 处 理 好 保 护 与

开 发 的 关 系 ，推 动 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的

综合利用。在保

障世界灌溉工

程 遗 产 的

灌 溉 、水

利 等 功 能 延 续 发 展 的 基 础

上，充分挖掘利用其所蕴含的

工程科技、历史文化、生态景观等

多 元 价 值 ，重 点 拓 展 社 会 文 化 服 务

功能，大力推进文化旅游、科普研学、灌

区休闲农业、特色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

态，助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灌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弘扬治水

历史文化。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中华文明的

优秀代表，应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核心、整

合其他代表性水利遗产，融入长江、黄河、大

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推动构建中华

文明标识体系提供支撑。要全面提升传播效

能，把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建成弘扬中华治水

历史文化的代表性载体。

（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

史研究所副所长，本报记者王浩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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