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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堰焕新千年古堰焕新 都江堰迈向都江堰迈向““智水智水””时代时代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波平镜鉴，堰卧堤飞。
岷江激流自山势而来的汹

涌气魄在都江堰的指引下，变
得坦荡从容，化为湿漉漉的水
汽，两千年来润泽着广阔的成
都平原，在阡陌农田之中，造就
一个“天府之国”。

近年来，四川省都江堰水
利发展中心以“国际知名、国内
一流”灌区榜样建设为新起点，
通过深化生态治水理念，不断
改革创新，加强智慧灌区和水
文化建设，绘就出了人水和谐
的崭新画卷。

改革创新
构建治水兴水新格局

“先有都江堰，后有天府之
国。”这是在巴蜀大地广为流传
的谚语。

千年前的岷江两岸，山高
水深、坡陡水急，旱涝频发，“田
禾难收颗粒、盆地陡变汪洋”。
治蜀先治水，战国时期秦国蜀
郡郡守李冰及其子于公元前
256年主持始建都江堰水利工
程，通过筑建鱼嘴、开凿宝瓶口
将岷江水引入平原腹地，用于
防洪、航运和灌溉，让成都平原
由“泽国”“赤盆”变为沃野千里
的“天府之国”。公元662年，
飞沙堰建成，标志着都江堰渠
首三大主体工程布局成型。唐
宋时期，都江堰灌溉面积逐步
扩大。

“深淘滩，低作堰”“分四
六，平潦旱”“乘势利导，因时制
宜”……这些历代传承的治水
理念，是前人不懈求索而得，即
便置于今天也极具价值。现在
都江堰灌区灌溉面积达1133.2
万亩，为四川省成都、德阳、绵
阳等 7 个市 40 个县（市、区）
2800万人口提供生活用水；以
占不到四川全省1/20的土地，
养育了全省1/4的人口。

“新时代的都江堰不仅是
‘治蜀兴川’的重大战略性基础

设施，更是打造新时代更高水
平‘天府粮仓’的主战场。”四川
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朱泽华表示。

2021年 11月 26日，都江
堰管理局正式更名为四川省
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以下简
称都发中心），并挂牌成立，结
束了长达43年的分散管理体
制，实现了从“九龙治水”向

“一龙管水”的历史性转变，都
江堰灌区改革发展开启了新
的篇章。

“当前灌区一体化管理架
构全面搭建，建立了‘统一指
挥、一体运行、统分结合、系统
高效’的管理机制，基本实现了

‘灌区发展统一规划、工程管理
统一规范、水资源统一调度、人
力资源统一配置、财务资产统
一监管、绩效考核统一标准’，
灌区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
全面提升。”朱泽华介绍。

一改天地宽，行舟绿水
前。都江堰灌区的体制机制改
革也促使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
涌现。都发中心推动构建灌区

“大水调”机制，都江堰灌区近
600万亩水稻连续两年实现较
常年提前7天“关秧门”；“打造
水旅融合精品”，都江堰水利风
景区成功创建“国家水利风景
区高质量发展标杆景区”，实现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渠地融合、两手发力”，都发中
心深入推进成都市郫都区沱江
河沿岸餐饮休闲产业两手发力
试点……

“东流不尽秦时水，润泽
天府两千年”。作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典范，都江堰生态
水利工程的样本价值和典范
意义，为完善中国乃至世界生
态水利研究体系贡献了四川
智慧。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9月
在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都
江堰专场会上，国际灌溉排水
委员会授予了都发中心“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研究中心”牌匾，
目前都江堰灌区拥有都江堰水

利工程、通济堰两处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

数字赋能
实现“治水”到“智水”新跨越

春秋代序，岁月不居，千秋
古堰的发展脚步从未停止。随
着都江堰灌区服务功能的不断
拓展，粮食安全、城乡供水、生
态环境等用水需求日益迫切，
用现代技术和手段提升管理水
平，打造数字孪生灌区将是深
化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一环。

走进都江堰灌区指挥中心
的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长
30.72米、高5.76米的巨幅液晶
显示屏。显示屏上，灌区地形
地貌、渠系分布等一目了然，各
类数据图表、变化的线条以及
动态化的呈现方式，让指挥中
心科技感十足。

点击进入大屏幕上的“灌
区物联网管理系统”界面，分布
在全灌区各处的涉及水位、流
量、工程安全、水质以及闸控的
1421个设备有序排列。“这些
设备就是遍布灌区各地的不同
类型的传感器，也是未来数字
孪生灌区建设的基础性设施。”
都发中心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处
处长雷刚介绍。

“过去巡渠、控制闸门全靠
人工，一些大点的闸站可能要
配备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工作人
员。”都江堰灌区指挥中心负责
人李劲以都江堰灌区目前布设
的1266处视频监控点位举例，
现在可以实现对灌区工程运行
的实时监测甚至远程操作，不
仅减少了人的工作强度，还提
高了效率。

海量数据的分析离不开
“智慧大脑”。近年来，都江堰
搭建了以都发中心总部为中
枢、灌区各管理处为“支撑骨
架”、各管理站为“感知末梢”的
灌区“智慧大脑”，建成了全国
大型灌区中运算存储能力最大
的云计算数据中心，运算能力
达到236万亿次/秒，709TB存

储能力，可为四川省水利行业
信息化系统提供数据存储和计
算服务，并且完成了67套视频
会议系统部署，构建内外互联、
上下互通的指挥中心体系。

“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是提
升灌区建设管理水平的有效
手段。”李劲表示，数字孪生灌
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与物理
灌区同步仿真运行、虚实交
互、迭代优化，进而实现对物
理灌区的实时监控、发现问
题、优化调度。

都发中心近年来以灌区水
资源精细化管理需求为导向，
综合考虑区域输、供、排水及防
汛减灾要求，构建了“智慧水
网”，形成“数字化场景、智慧化
模拟、精准化决策”的水网体
系，完成全灌区各关键制口水
资源精准计量和精准调度，建
成了水资源调度信息化平台，
完成水资源数据综治系统、数
据共享交换系统、数据可视化
应用、数据服务等，汇集量测水
点位数据，提炼发布 6大类，
544个数据服务。

如今，都江堰灌区数字孪
生建设成果凸显，形成了以

“1+8”指挥体系和“智慧大脑”
“智慧水网”“慧眼工程”等为代
表的现代化智慧灌区样板工
程，初步实现都江堰灌区全面
动态智能管控，树立了智慧水
利管理标杆。

文明传承
开启生态水利新篇章

都江堰景区伏龙观前，有
一条百米堰功道，十二尊历代
治水先贤的青铜雕像威严伫
立，从西汉文翁“造江疏浚”、三
国诸葛亮“护堰筑堤”到唐朝高
俭“广开溉道”、元代吉当普“铸
龟固堰”再到晚清丁宝桢“大修
古堰”等历代治水者励精图治、
鞠躬尽瘁，在向世界展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壮丽画卷的同
时，也展示出“治水兴邦、师法
自然、求实创新、人水和谐”的

李冰精神。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是都江堰治水文化的思想内
核；‘乘势利导、因时制宜’是
都江堰治水文化的实践原则；

‘泽被苍生、造福万代’是都江
堰治水文化的价值追求。传
承和发扬李冰精神，必将为我
们共同的水利事业赋予强大
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动力。”朱
泽华说。

“铁娘子”胡琼是都发中心
人民渠二处罗江站彭家坝工段
的职工。她的工作范围涉及
14.7公里干渠、2处泄洪闸、42
个分水洞、8个提灌站、33座跨
渠桥梁及4个村的农业用水，
开关闸门、巡渠检查、渠堤排
障、设备保养等日常工作，她默
默坚守了23年。

凭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服务好灌区人民”的理念和行
动实践，胡琼所管理的工段工
程设施安全、灌区关系和谐、各
项指标出色。彭家坝工段多次
被评为人民渠二处的“先进集
体”，胡琼也被评为四川省“岗
位学雷锋敬业标兵”和三八红
旗手。如今，胡琼又忙了起来，
在积极地学习着智慧灌区的相
关知识。“我觉得凭借自己的责
任心和认真劲，一定能准确辨
识传感器的数据和熟练掌握监
测设备的基本操作。”胡琼告诉
记者。

在都发中心水利人中，像
胡琼这样的榜样还有很多，这
得益于近年来都发中心以锻造
行业一流水利铁军为目标，弘
扬行业精神、李冰精神、劳模精
神和工匠精神，不断优化干部
职工队伍结构和能力，训练和
培养具有铁一般理想信念、铁
一般纪律作风、铁一般责任担
当、铁一般过硬本领，高素质、
专业化的水利队伍，为灌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
保障。

同时，都发中心以打造世
界水文化高地为目标，积极构
建都江堰生态文化体系。将水
情教育、水文化宣传作为都江
堰水利工作的重点，促进全世
界共同爱护都江堰，落实水利
遗产管理保护措施，切实加强
都江堰水利遗产管理和保护，
深入开展生态水利研究，弘扬
都江堰生态水利文化和哲学思
想，探寻出了面向未来的都江
堰生态水利发展之道。

“都江堰不仅创造了悠久
的历史，而且成就了当代的繁
荣。我们深信，都江堰这座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必将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提供更加坚实的水资源支撑，
为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贡
献更多更大的都江堰力量。”
朱泽华表示。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远景。何 勃摄 四川省都江堰灌区毗河香洲半岛段航拍景观。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