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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陕西省地跨黄河、长江两
大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也是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水源涵养区，生态功
能突出。

近年来，陕西省重点实施
好农村供水兜底、灾害防御安
澜、粮食安全灌溉、循环畅通
织网、河湖复苏生态、“四水四
定”夯基（“四水四定”即“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六大工程”，不断提
升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全省水利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

治水护绿江河安澜

陕 西 省 地 处 黄 河“ 几 字
弯”腹地，承担着推进水土流
失及荒漠化综合治理，加强流
域生态保护修复，打赢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的重要战略
任务。

位于黄河一级支流无定
河左岸的陕西省榆林市绥德
县辛店沟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以下简称辛店沟），沟壑纵
横、梁峁起伏、坡陡沟深，曾经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加强黄河保护治理，关
键是调节水沙关系，重点是减
少入河泥沙。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至
关重要。”黄河水土保持绥德
治理监督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拦住泥沙，辛店沟探索出
梁峁修田建园、沟坡植树种
草、沟底打坝淤地的“三道防
线 ”综合治理模式。经过几
十年努力，昔日山光水浊的
辛店沟，如今实现土不下山、
泥不出沟、清水长流，满目绿
色盛景。

近年来，陕西省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执着全面启动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 几字
弯”攻坚战，持续加强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小流
域、坡耕地综合治理和淤地
坝、拦沙坝等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建设，加快智慧水保建设，
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十四五”以来，
陕 西 省 实 施 建 设 拦 沙 工 程
1209 座、淤地坝 177 座、小流
域综合治理及淤地坝除险加
固项目 1414 个。

同时，陕西省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深入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加强生态保护修复、补齐
污染防治短板、推动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流域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天上银河、地上汉水。”

安康市瀛湖位于长江流域的
汉江干流，是陕西最大的库区
型湖泊，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网箱
养殖曾是影响瀛湖水质的一
大难题，大量饲料在湖底沉
积、发酵，造成局部水域水体
富营养化。

全面取缔瀛湖库区深水
吸砂及各类水上作业平台 23
家，取缔库区养殖户 468 户、
拆解网箱 31533 口，实现库区
污染物零排放目标……近年
来，安康市建立库区漂浮物

“水岸一体”长效治理机制，并
建设了一批基础设施、旅游服
务、污染防治项目。现在的瀛
湖，常年保持国家Ⅱ类水质标
准，水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瀛湖已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
热门目的地。曾经的渔民也
纷纷告别“水上漂”的生活，回
到岸上投身生态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发展。

多年来，陕西省把保护汉
江水质安全摆在重要位置，全
力打好碧水保卫战。落实最
严格生态保护和库岸管控措
施，坚决守护生态安全底线；
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强化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编制国
控断面达标方案，严格管控移
动污染源，强化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争取中央资金部署历史
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突出
尾矿库综合治理，完成秦岭区
域小水电站整治任务……在
各项措施推动下，汉江、丹江
干流出境断面水质 10 年来稳

定保持Ⅱ类及以上，流域内 7

个国控断面水质达到Ⅰ类。

管理调配畅通水网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陕 西 缺

水，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且 71% 的

水资源分布在陕南地区。
立足南北水资源分布不

均、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

突出等基本省 情 水 情 ，秉 持

“南调汉水、东西引黄、纵横成

网”思路，近年来陕西省加速

构建“两域贯通、三区互联、

多库连调、五纵十横”的水网

格局。

引汉济渭工程，是陕西破

解水资源瓶颈、实现水资源配

置空间均衡的重大水利基础

建设项目。引汉济渭工程从

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引来的江

水，穿过近百公里的秦岭隧道

后，补给黄河最大支流渭河，
从而实现长江和黄河在关中
大地“牵手”。引汉济渭工程
一期全面通水，已累计向陕西
省西安市供水超 1 亿立方米；
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建设，预计
2026 年建成通水。

近年来，陕西省持续强化
水资源刚性约束，夯实水资源
管理基础，加强地下水治理和
保护，突出重点河湖生态流量
监管，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区
是粮食稳产保供的基础。位
于关中东部渭北塬区的东雷
抽黄工程是陕西省扬程最高、
流量最大的电力提灌工程，有
4 个塬上灌溉系统，累计扬程
311 米。近年来，东雷抽黄灌
区不断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应
用，实时监测旱情、墒情，实现
自动量测、自动传输，不断提
高测量精度和输配水效率，为
精准调度、供水计划动态调整
提供决策支持，助力节约用
水、高效用水。

工 业 是 经 济“ 压 舱 石 ”,
也 是 节 水“ 排 头 兵 ”。 近 年
来，陕西省严格用水定额执
行，从严核定规划和建设项
目取水用水规模，严控高耗
水项目建设，鼓励有条件的
园 区 开 展 水 资 源 循 环 化 改
造，推动再生水利用；着力推
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进
企业和园区用水系统集成优
化，提升陕西工业废水循环
利用水平……

以水润城兴业惠民

南泥湾位于陕西省延安
市，因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而
家喻户晓，被称为“陕北的好
江南”。但实际上，这个陕北
的“米粮川”，曾因缺水少绿一
度风光不再。

近年来，南泥湾通过水系
联通综合治理，逐步恢复了河
道天然景观，湿地生态系统和
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明显改
善。目前，南泥湾区域内主体
水质保持在Ⅲ类以上，森林覆
盖率达 87%；有脊椎动物 232
种，其中鸟类 132 种，白鹭、苍
鹭等水鸟数量显著增加。同
时，南泥湾良好的水环境也不
断催生出生态旅游等新业态，
年接待游客突破 100 万人次。

水环境的改善也为陕西
省渭南市富平县的特色产业
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近
期是柿饼热销的时节，合作社
订单爆满，我们正忙着打包发
货。”富平县山臻柿子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乔彬彬说。

近年来，富平县将治水与
产业发展结合，开展“山水林
田塬城村”一体化建设，采取
坡改梯、建设小型水保工程和
保土耕作等措施拦截雨水、涵
养土地，对 53 条小流域进行
综合治理，大力培育柿子、花
椒 等 特 色 种 植 产 业 。 2024
年 ，富 平 鲜 柿 产 量 达 5 亿 公
斤，加工柿饼 1.2 亿公斤，柿子
全产业链带动 3 万户农户增
收，覆盖 13 万人。

水兴惠民的成效，不仅体
现在岸上、田间，还体现在群
众身边。西安市渭河滩区的
西安湖 10 多年前曾是一片杂
草丛生的废弃砂石坑草滩，

“草滩有‘三宝’，蚊子、苍蝇、
草”是当时的写照。

近年来，随着渭河综合治
理工程的全面启动，当地利用
原有地形，聚沙成岛、聚水成
湖，形成了西安最大的再生水
湖泊，不仅解决了废弃沙坑的
问题，还创造性地进行了再生
水的循环利用，实现了节水利
用和生态效益提升的双赢 。
现在的西安湖改善了渭河城
市段滩区的生态环境，与渭河
城市运动公园、芦苇湿地融为
一体，构成生态、休闲、观水、
看绿的整体功能，被誉为“化
污水为清流，注湖泊而生美
景”的水生态修复典范工程。

以水兴业、以水润城、以
水惠民，全力做好治水兴水大
文章，陕西省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人和的治水愿景正
逐步变为现实。

陕西省不断提升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陕西省不断提升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兴产富民有了可靠兴产富民有了可靠““治水经治水经””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

县黄河乾坤湾壮美风光。

  王长军摄
◀陕西引汉济渭工程

景观。 王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