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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秀山巨丰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重庆秀山巨丰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9月3日上午，在澳大利亚
悉尼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75 届执行理事会上，2024 年
（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名录公布，我国新疆吐鲁番坎
儿井、徽州堨坝—婺源石堨（联
合申报）、陕西汉阴凤堰梯田、
重庆秀山巨丰堰等4个工程成
功入选。

一时间，重庆秀山巨丰堰
成为重庆市首座世界级灌溉工
程遗产冲上热搜。巨丰堰在引
水灌溉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
用？重庆市获此世界级水利殊
荣后，如何进一步促进遗产的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百年古堰 护水有“智”

一条河，两道渠，呈现出独
特的三层“立交形态”。

这是坐落于重庆市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秀
山县）的巨丰堰，是当地现存历
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古代水
利工程。

记者了解到，地处重庆秀
山平江河畔的巨丰堰，始建于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 1767
年），至今已发挥灌溉功能近
260年。

秀山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
聚集区之一，早在明朝，大兴
水利保民生。有专家分析称：

“始建巨丰堰的时期，恰处于
秀山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期，人
口的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大幅
增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
农田的规模化开发离不开水
利灌溉的支撑，巨丰堰灌区恰

在秀山平坝农业开发土地和
用水条件最好的区域，因此民
众自发组织，筹款建设引水灌
溉工程。”

本次申报组成员、重庆市
水利局党组成员、二级总监罗
治洪于2019年第一次走进巨
丰堰，他认为无论是拦河堰、排
砂闸，还是渠首、渠系都保护得
特别完好；在当时的条件下，筑
坝和引水渠这种设计、这种工
艺、技术、材料，都是比较先进
的。从那时，为巨丰堰申报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念头，便出
现在他心里。

在罗治洪看来，秀山巨丰
堰灌溉工程遗产能够持续运转
两百多年，在工程的规划、设
计、管理等方面，都有其科学
性，体现出古人的智慧。

值得关注的是，巨丰堰三
拱桥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
模最大、仍在使用的砌石渡槽。
有专家指出，渡槽工程是巨丰
堰灌溉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灌溉区域扩展、灌溉效益
充分发挥的关键保障。

对此，有专家指出，巨丰堰
三拱桥渡槽完整保存且沿用至
今，并未出现地基沉降、结构失
稳等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古
代大型砌石渡槽工程的设计建
造技术水平，具有突出的科技
价值。

国内罕见的立体灌区
适应丘陵山区灌溉需求

在秀山县乌杨街道蚂蝗
组，枯水期的巨丰堰仍然流水
潺潺，源源不断的为下游田地
输送灌溉水源。

罗治洪回忆称：“2022 年
夏季，在重庆遭遇极端高温干
旱天气的影响下，巨丰堰灌区
内水稻种植的清溪场片区仍实
现了较高产量，展现其灌溉系
统的强大韧性和稳定性。”

那么，巨丰堰灌溉工程体
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记者了解到，秀山县地处
渝东南盆缘山地武陵山脉南
段，为典型的丘陵山区地貌。

有专家表示，“立体化”灌
溉工程体系是适应丘陵山区灌
溉需求的典型工程规划，保障
了灌区水资源实现“高水高灌、
低水低灌”，实现了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

巨丰堰灌溉工程体系为有
坝引水，共有不同时期建造的
巨丰、永丰、黄角3座拦河坝，
引水入两条干渠，灌溉渠道通
过3座渡槽穿过平江河的两条
支流。

秀山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姚
勇军介绍，巨丰堰与黄角堰在
三拱桥这个地方立体交汇，就
是利用不同水源点灌溉不同高
层的田地，克服了海拔高差。

目前，秀山巨丰堰、黄角堰
渠系达40多公里，为平江河沿
岸的广袤沃土提供了充足的灌
溉水源。

不仅如此，巨丰堰拦河坝
引水渠首枢纽还发挥着防洪、
灌溉、排沙等功能，成为丘陵山
区引水灌溉枢纽的典范。

“这样的立体灌区在目前
在用的灌溉工程遗产中还是第
一次见到。”中国水利学会水利
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长谭徐
明实地考察后，对巨丰堰作出
如此评价。

让古灌溉遗址发挥新价值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尽显绵
延千年的中华治水智慧，重庆
对于保护秀山巨丰堰的决心和
信心是怎样的？

近年来，秀山县博物馆利
用空闲场地和位置优势，打造
了巨丰堰灌溉工程遗产展陈
馆，采用沙盘模型、展陈牌方
式展示了巨丰堰的工程始建、
工程发展、主要遗产构成、历
史管理机制以及规划的科学
性，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前往
考察。

“巨丰堰是秀山县乃至重
庆市水利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
重大突破，填补了重庆市世界
水利遗产的空白，对助推重庆
水利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水利
遗产保护、打造具有重庆辨识
度的水利文化新名片，具有重
大意义。”姚勇军表示。

姚勇军表示，巨丰堰的建
设和发展，支撑了秀山地区农
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粮食供应

和人口的增加，并对“改土归
流”后秀山地区的民族融合和
社会发展都发挥了促进作用。

为更好保护这一世界级水
利工程，按照《重庆秀山巨丰—
永丰堰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利
用规划（2022—2035）》的总体
部署，未来的保护措施将从遗
产本体保护、遗产环境保护，以
及史料与民俗的保护上全面展
开，让古灌溉遗址充分发挥新
的价值。

“重庆市将继续做好水利
遗产保护，深入发掘水文化底
蕴；在推动水文化传播普及的
同时，加强文旅融合，培育水文
化旅游精品。”罗治洪表示。

巨丰堰不仅具有重要的学
术研究价值，也是特色研学游
教育、生态文化旅游的优质资
源。对此，有专家建议地方政
府将遗产保护利用与农业转型
升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统
筹考虑，科学规划，多方参与，
共同促进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

一条阳光海岸绿道，沿着
山东省日照市的金沙滩，穿越
松林、湿地，有机串联了万平口
景区、梦幻海滩公园、第三海水
浴场、张家台游艇码头、李家台
礁石公园、日照海滨国家森林
公园、两城河口湿地等自然人
文节点和旅游景区景点，一路
沙滩、礁石、黑松林相伴，是一
条休闲健身游览皆宜的绿道。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干
出来的。”采访中，中国城市报
记者了解到，在这条绿道建设
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体现了美好生活是干出来的，
美丽家园需要人人动手、全社
会共同呵护。

一条28公里的绿道，如果

在“一马平川”上建，可能一个
月就完工了。怎么能在茂林中
施工而不伤到树？如何避开沙
滩、礁石和湿地？经多次踏勘、
反复推敲，日照阳光海岸绿道
的建设改造耗时3个多月，建
设成本也大大提高。

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
“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程度顺应
自然肌理、保护生态资源。”日
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
责人说，尊重山、海、河、林为一
体的自然本底，严格落实海岸
带保护条例，日照阳光海岸绿
道建设坚持“四个不动”——不
动一棵树、不动一片沙、不动一
块石、不填一处湿地。

“绿道建设中，遇到路树矛

盾，我们都是护树为先，路绕树
走。在沿海，一棵黑松树长三四
十年，才能有这么粗。”当初参与
绿道建设的日照山海发展集团
副总经理安娜伸出两手，比量出
一个较碗口略大一点的圆圈。

“这片黑松林的作用主要是防
风、固沙，这么大面积的沿海黑
松林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安娜
介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照
的沙滩多为不毛之地，一刮风，
沙土飞扬，在沙滩上走路都很困
难。日照采用科学的方法，种植
松树作为防护林，历经多年终于
在沙滩上形成了大片“森林”。

不仅没少一棵树，在绿道
建设过程中，日照还修复岸线5
公里，栽了3.5万株乔木、21万

株灌木。
阳光海岸绿道建成后，深

受市民喜爱。日照在此基础上
向北延伸，修建了33.8公里的
山海风情绿道，把海边风景区
和五莲山风景区联结在一起。
两条绿道加起来61.8公里，穿
过7个乡镇（街道）22个村。另
外，还有18.5公里的奎山环山
绿道、68公里的两河绿道……
构建起串联城区郊区社区、功
能复合的生态廊道体系。

日照市推进慢行系统节点
提升，构建有机完整、互联互通
的慢行交通系统。全市建成绿
道603公里，每万人拥有绿道
长度2.05公里，远超2025年底
我国实现城市每万人拥有绿道

长度至少1公里的目标。行走
在日照的绿道上，满眼皆翠。

绿道的建设，还促进了旅
游业发展和全民健身，带动了
沿线群众增收致富。阳光海岸
绿道沿线8个民俗旅游度假村，
集体收入达到了2600多万元，
比 2020年提高了 45%。很多
村民开始转行从事民宿经营。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持续擦亮‘生态
日照’金字招牌，全力守好日照
的每一寸海岸带、每一片沙滩，
以实干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
民生活品质，让广大群众在畅
享‘蓝天、碧海、金沙滩’中拥抱
幸福美好生活。”日照市委书记
李在武说。

山东省日照市山东省日照市：：生态廊道串联城区郊区社区生态廊道串联城区郊区社区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通讯员 吴宝书

9月3日，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街道，巨丰

堰干渠经五拱桥渡槽跨河。 胡 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