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9月11日至15日，第18届
世界水资源大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30多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本届
大会以“水与万物：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为主题，凝聚了国际社
会治水共识，深化了水利行业
国际交流与务实合作，同时展
示中国治水成就、讲好中国治
水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战略高度，提出“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确立国家“江河
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
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我国大江大
河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

守护江河安澜
讲好中国治水故事

江源之上，万物善变，冰与
水在高原频繁切换着形态，聚
于湖泊、养在湿地、或渗透地
下，溪流无声，从未惧怕过山川
沟壑、险峻奇峰。

三江源，雪山冰川磅礴、江
湖湿地纵横，黄河、长江、澜沧
江等大江大河在此孕育，素有

“中华水塔”之称，是我国淡水
资源的重要补给地，是高原生
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重要启
动区，是我国重要的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

素有“黄河之源、千湖之
县”美誉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多县，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
水生态综合治理，湖泊数量从曾
经1800个增加到如今的5800
多个，玛多县确保“一江清水向
东流”成为了三江源水生态保护
显著成效的最好例证。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黄
河冲出邙山后，在广袤的中州
平原纵横决荡，泥沙沉积、高坝
悬床，“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
道”，历史上的开封城屡建屡
淹。近年来，河南省开封市不
断加强水系水利建设、持续完
善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和加快推
进“四水同治”“五水综改”等，
顺利通过了黄河连续遭遇编号
洪水、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
严重秋汛和迎来黄河调水调沙
20年洪水调度等多次防汛大
考，开封黄河岁岁安澜。

黄河浩荡，奔腾入海。山
东省东营市近年来协同做好水
文章，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
原则，健全用水总量强度双控

指标体系，推进黄河流域水资
源超载治理，探索实施黄河滩
区湿地治水新模式，在黄河滩
区逐步推广配套建设农田尾水
净化湿地，实现尾水湿地净化
循环利用。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
任祖雷鸣在第18届世界水资
源大会中国专场会议上系统介
绍了黄河保护治理经验：着眼
黄河长治久安，构筑水旱灾害
坚固防线；全方位贯彻“四水四
定”原则，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维护黄
河健康生命；强化体制机制法
治管理，着力提升流域治理管
理能力。

万里长江，浩荡东流。长
江作为世界第三、中国第一
大河，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
略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指引
下，长江流域携手共治不断走
深走实。鄂赣湘三省协同治理

“一江两湖”，浙皖两地建立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多地把岸线
治理转变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修复。在长江上游一级支流赤
水河，云贵川三省按照统一标
准治理污染排放和非法捕捞，
曾经难觅踪迹的一些鱼种再次
回到人们视线之中。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
主任吴道喜表示，多年来，长江
水利委员会加快推进流域水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着力强化流
域治理管理，通过坚持节水优
先、强化统一调度、全面实施重
点河湖生态流量管控、积极推
进水生态保护修复、深化协商
协作等有力举措，推动长江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水资
源综合利用效益持续提升，生
态用水得到有效保障，河湖生
态复苏加快，水资源保护取得
显著成效。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指出，
中国在不懈治水实践中积累了
宝贵经验。一是治水必须以科
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中国治
水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根本在于有“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思路的科学指引。
二是坚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灾害、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三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
全，高度重视水安全风险，增强
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健全防范
化解水安全风险体系。四是坚
持遵循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经
济规律、社会规律，准确把握人

与水、水与生态、水与经济社会
等辩证关系，推动实现人水和
谐共生。五是坚持用系统论的
思想方法分析水安全问题，推
进全要素治理、全流域治理、全
过程治理。六是坚持科技创新
驱动，提升水利治理管理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能力和精细
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科学节水用水
优化配置水资源

中国科学院院士、水文水
资源学家夏军指出，中国由于
人均水资源总量不高，空间分
布不均，再加上近年来大规模
的土地开发和城镇化以及气候
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水
资源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事关可持续发展大局。

节水是解决我国水问题的
根本出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水利部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
方针，大力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持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节
约用水取得明显成效。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北
内陆，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
的省区之一。在蒸发量数倍高
于降水量的宁夏中南部干旱地
区，“旱天岭”“上流水”“喊叫
水”等这些与缺水相关的地名，
曾经饱含着当地人世代对水的
渴盼。近年来，宁夏全面实施
深度节水控水行动，全面推进
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
城镇节水降损，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
设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

湖南省水资源丰富，多年
平均水资源总量居全国第六
位，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丰
水又缺水，守着“水窝子”，湖南
怎样用好水？

湖南省水利厅厅长罗毅君
介绍，湖南坚持把节水作为解
决全省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
之策，用好政府“看得见的手”
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走出了
一条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绿色发
展之路。其中湖南省郴州市探
索出“八水共治”的“水立方”模
式，以流域为基本单元，把水安
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
产业、水文化、水科技、水管理
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谋划，
全方位立体式管水治水护水，
在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湖
南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
展”专场会议上得到参会专家
的积极关注和点赞。

“用水权”改革是我国治水
经验方面的亮点。在本届世界
水资源大会上，浙江省湖州市
安吉县也分享了用水权改革的
经验。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乡
村发源地、绿色发展先行地，近
年来，安吉县坚持把水作为最
宝贵的生态资源，抢抓入选浙
江省“用水权和激励性水价”改
革试点县这一重要机遇，在水
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发、收益
分配等方面不断创新突破，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水资源价值转
化路径，拓宽了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通道。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问题，需要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在更大范围实现空间均
衡。”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
祥伟在“中国治水实践与全球
水治理专场会议”上表示。

“国家水网分为国家骨干
网、省级水网、市级水网、县级水
网。国家骨干网主要解决国家
水资源宏观调配和流域防洪减
灾问题，省市县水网依托国家骨
干网及上一级水网，以行政区为
单元，形成城乡一体、互联互通
的水网体系。”张祥伟说。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
主骨架、大动脉。南水北调工程
规划分东、中、西三条线路分别
从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向我国
北方地区调水，连通长江、淮河、
黄河、海河四大流域，构成我国
水资源配置“四横三纵、南北调
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
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唯一跨流
域、超大型供水工程开发运营
集团化企业，南水北调集团董
事长蒋旭光在第18届世界水

资源大会“国家水网及南水北
调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表示，将
切实发挥国家水网建设主力军
作用，全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规划建设、加快畅通国家
水网大动脉，积极参与推进国
家骨干水网和区域水网工程建
设，积极推进水网建设运营体
制机制创新，探索有效的市场
模式。

“要管理和调度运营一个
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必须要
有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方法
和技术，所以现在数字孪生水
利工程、数字水网工程就是要
让高新技术来管理、调度、运行
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才能
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也能
够保证这些基础设施体系的安
全。”国际水资源学会主席、水
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
院长李原园表示。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其中明确指出，构
建以数字孪生流域为核心的智
慧水利系统。

如何推进数字孪生水网建
设？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蔡阳
在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国
家水网智慧建设与应用平行论
坛”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按
照“规划先行、先导推进”的原
则，建设数字孪生国家骨干水
网，基本建成数字孪生南水北
调中线，加快推进数字孪生南
水北调东线；建设数字孪生省
级水网，浙江等第一批省级先
导区数字孪生水网建设取得标
志性成果，积极推进第二批省
级先导区以及市县级数字孪生
水网建设；推进一批重要引调
水工程、灌区数字孪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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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水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龙头”陶岔渠首枢纽工程。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