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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调度防洪工程体系

中国水旱灾害多发频发，兴水利、除
水害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要事。

国际洪水管理大会主席斯洛博丹·西
蒙诺维奇表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的大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水患
灾害威胁。中国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了
修筑水利工程、建设海绵城市等诸多行之
有效的经验，值得面临相似问题的国家学
习借鉴。”

水利工程是防汛抗洪的重要安全屏
障。目前中国已建成以长江三峡、黄河小
浪底为代表的各类水库9.8万多座，修建各
类河流堤防43万公里，开辟国家蓄滞洪区
98处、容积达到1080亿立方米，形成以水
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为主要组成的
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水库、堤防、河道等水利设施，通常
被视作前置屏障。当洪水超过前置屏障承
受力时，就需要启用蓄滞洪区。李国英介
绍，面对今年海河流域特大洪水，水利部
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84座大中
型水库拦蓄洪水28.5亿立方米，8处国家蓄
滞洪区最大蓄洪 25.3 亿立方米，各类水库
无一垮坝，重要堤防无一决口。

在防汛抗洪过程中，数字化手段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走近本次大会的小浪
底水利枢纽展台，一座模型映入眼帘：河
道中水流汩汩，几处关键设施被清晰标识
出来。展台工作人员王中林介绍：“小浪底
水利枢纽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世界
建造起模型，可以对汛情进行精准监测与
预测，提前形成防汛预案。”

数字孪生水利体系为水旱灾害防御提
供前瞻性、科学性、精准性、安全性支
持。今年 6 月，水利部在小浪底水利枢纽
召开数字孪生水利建设现场会，会议发布
了水利部数字孪生平台暨全国水利一张图
2023版。水利部数字孪生平台对物理流域
进行全要素、全过程的数字化映射和智能
化模拟，实现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
等 55 类 1600 多万个水利对象信息联动更
新，动态汇聚业务管理数据26.2亿条。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
示：“下一步，水利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
方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进防洪
控制性水库和蓄滞洪区围堤进洪退洪设施
建设，加强骨干河道治理，推进中小河流
和山洪沟治理。”

聚力治水恢复河湖生态

在一家阀门生产企业的展台前，荷兰
三角洲研究院教授毕克驻足观察，并跟工
作人员交谈说：“你们的水处理理念和水循

环装置很先进。”
社会各界关注治水、聚力治水、科学

治水，中国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变
化。截至2022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
除比例达到40%。

绿水碧波离不开制度守护。近年来，河
长制、湖长制责任体系不断强化，省、市、县、
乡四级河湖长达 30 万名，村级河湖长达 90
万名。七大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全
面建立，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
调度、统一管理，构建起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协调联动的河湖管理保护格局。

治水护水智慧化水平不断提升。大会
展出了废水处置过程中的“智慧脑”与

“机器眼”。在中国钢铁工业水资源高效利
用成果展联合展台，一个搅拌器在充满絮
状物的污水中搅拌，水中的图像采集装置
实时拍摄照片，传送到一旁的电脑中，系
统进行分析处理后判断药剂添加数量，取
代了人工观察与决策，使污水处理更精准。

河湖生态环境也逐步复苏。2022 年，
母亲河复苏行动拉开序幕，2023年，水利部
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2022—
2025 年）》，对永定河、汾河、白洋淀等 88 条

（个）河湖制定“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调
度方案，优化配置水资源，恢复河湖连通
性，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黄河实现连续
24年不断流，京杭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华
北地区大部分河湖有了流动的水、干净的
水，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剧的双
重作用下，全球普遍面临水资源短缺问
题。中国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建立健全
节水制度政策，不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
束。国际水资源学会前主席加布里埃尔·埃

克斯坦认为，应统筹考虑水资源管理和区
域经济发展，他赞同“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

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用水权初
始分配制度，明确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地
下水管控指标、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
明确各区域、各用水户分别能用多少水，
倒逼用水户进行节水技术创新。

大会期间，中冶赛迪集团展示了自己
的创新成果：为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设
计了“三滴水”模式——综合利用雨水、
海水，减少对淡水资源的利用。湛江钢铁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这里淡水资源
相对匮乏，而雨水充沛。于是，湛江钢铁
建起雨水收集利用系统，收集厂区周边 32
平方千米区域的雨水，获取工业用水；利
用低温多效蒸馏海水淡化技术，大幅减少
使用地表淡水。

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全
社会用水总量的一半。大禹节水公司在大会
期间展示了农田灌溉智慧水网。大禹节水参
与了云南省元谋县现代化灌区建设项目。

“借助取水、输水、配水智能设施，农户可以
根据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精准灌溉，节水又
高效。”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
制 在 6100 亿 立 方 米 以 内 。 与 2015 年 相
比，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33.4%、50.3%，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由 0.536 提 高 到
0.572，非常规水源利用量由 68.7亿立方米
扩大到 175 亿立方米，用水效率和效益显
著提高。

“时隔 25 年，我再次来到北京，发现
这座城市变化很大，绿化更多了，运河通
水了……”国际水资源学会执行办公室主
任卡勒姆·艾瑞克·克伦齐说，中国在水资
源管理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本届世
界水资源大会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对外展示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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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一位外国学者曾对中
国南水北调工程心存疑虑：“中国
能完成体量如此巨大的工程吗？”
30年后的今天，他表示“为南水北
调工程鼓掌”。这位学者是国际水
资源协会和世界水理事会联合创始
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阿西
特·比斯瓦斯。在第18届世界水资
源大会上，比斯瓦斯分享了自己的
经历。

9月11日—15日，第18届世
界水资源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世
界水资源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
国际组织的近 1300 位代表参加本
届大会。与会者共商治水良策，解
读中国“治水密码”。

引水调水优化资源配置

本次大会还同期举办了涉水领域成果展览，展出
各国独具特色的水管理技术与经验、涉水产品及其生
产技术与工艺。其中的中国治水成就展尤其引人关
注，吸引了不少中外参观者。

在南水北调工程展台，一座沙盘模型复原了东中
西三条工程线，输水线路以红色呈现，穿过城市、水
库、江河湖泊。

自古以来，中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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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水网是
解决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的根本举措。南水
北调是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是国家
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

“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攻克了低扬程大流量泵站、
超大型渡槽、大口径输水隧洞、新老混凝土结合、膨
胀土施工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关，创造了多个世界
之最。”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蒋旭光介绍。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运行以来，
工程综合效益持续有效发挥，截至目前，已累计调水
654亿立方米，成为沿线40多座大中城市280多个县市
区的重要水源，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1.76 亿人。南水北
调工程已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南水北调是一项工程伟业，对中国实现水安全目
标具有重要意义。”比斯瓦斯说，事实证明，中国的水
利工程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列。

近年来，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明显提速，一批
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并发挥效益。
2022 年 12 月，引江济淮工程成功实现试通水、试通
航，长江、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7月，引汉
济渭工程实现先期通水，长江、黄河在关中大地“握
手”，工程将造福关中和陕北地区1400多万人。今年以
来，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河北雄安干渠
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开工。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水
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深层次变革，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
全局性优化，江河湖泊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水利治
理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在推进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涉水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国治水经验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国树立
了水治理的典范。”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洛克·福勋表
示，世界水资源大会关注的重点是水安全，中国在保
障本国民众水安全、推动全球水安全领域作出了重大
贡献。

世界水资源大会是国际水资
源学会组织的世界性学术会议，
是国际水资源领域参加人员范围
最广、影响范围最大、专业水平
最 高 的 学 术 会 议 ， 是 世 界 水 议
程、水政策、水科学知识分享的
重要国际交流平台。借助大会，来自世
界各地的众多组织、专家、学者和管理
者，通过交流分享、集思广益，达到了
合作共赢的目的。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在“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的指引下，水治理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些成就
与变革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托
世界水资源大会平台，中国向世界讲述
治水故事，展示治水成就和经验，为全
球水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
旱灾害多发频发，是世界上水情最复
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繁
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水利发展具有诸多

特点和优势。
始终坚持治水安邦。水安全是涉及

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水利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事关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
全、生态安全。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
农耕文明决定了治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
展和国家统一兴盛至关重要，中华民族
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治水
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到“一定要根治海河”，从
学大寨整地治水到弘扬红旗渠精神凿山
修渠，从加快构建国家水网工程到实施
国家“江河战略”，治水事业的蓬勃发
展在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进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作用。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水利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中国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治水良
策，全面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不断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完善城乡供水和农业灌溉体
系，持续提高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水安
全保障能力，全面解决农村群众饮水安
全问题；推行河长制湖长制，保护修复
河湖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着力建
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满足人民群众
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期盼。

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中国有悠久的
治水传统，古代产生了很多卓越的治水

实 践 ， 一 些 治 水 工 程 千 载 不
废，至今福泽一方。在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始终
遵循国情水情特点，把治水工
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
工程措施、政策制度和科技创

新结合起来，从粗放用水向节约用水转
变，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局
部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从注重行政推
动向坚持两手发力、实施创新驱动转
变，统筹解决好水短缺、水灾害、水生
态、水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坚持系统治水，遵循科
学规律、创新驱动，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水利
基础设施体系。中国以占全球6%的淡水
资源，保障了全球近 20%的人口用水，
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
水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为全世界可
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作者为国际水资源学会主席、水
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向世界讲述中国治水故事
李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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