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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安东郊的雁鸣湖，是西安近年
开挖的一条人工湖，水域面积超千亩。目
前，该湖整体修建尚未完工，但周边已房
产林立，且房价不菲。

消失千年的昆明池8年后将重现
全国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

投入百亿，造28个人工湖
西安如何变身东方威尼斯？
极度缺水之地，却想打造成

八水滋润的国际化大都市。怎么
办？十三朝古都西安给出的答案
是：引水、修河、造湖。

依据规划，西安今年将在西
南郊破土动工水面面积达10.4平
方公里的人工湖——昆明池，相
当于人工挖出两个西湖。

修建昆明池，只是西安“造湖
运动”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 8
月，西安已建、在建、规划建设的
人工湖已达28个，遍布西安的城
区与近郊。9月3日，西安市水务
局一名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28
个湖水面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超过了 5 个西湖，造价总计达百
亿元。

自汉代起，西安就有“八水绕
长安”的美称。西安(古称“长
安”)在汉唐盛世期间，正是水草
丰 美 时 ，不 缺 水 ，也 不 缺 人 工
湖。历史的车轮是否会出现惊
人的轮回？西安国际化大都市
的梦想能否成真？

大手笔
8年重现消失千年昆明池

水面面积10.4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
西湖，绕湖兴起一座60万人工作生活的田
园新城。

2020 年，内陆的西安人将不再羡慕
西湖与杭州人？这看似无厘头的假设，还
真引起了西安人的热议。

依据规划，到 2020年，西安市西南郊
的斗门镇将出现一处水面面积 10.4平方
公里、相当于两个西湖的人工湖——昆明
池。此外，环绕着昆明池，还将出现四个
特色各异的风情小镇，兴起一座 60 万人
工作生活的田园新城。

打开规划图，昆明池距西安西三环直
线距离5.5公里，形似一水瓢，又似一孕育
新生儿的胚胎，将于今年底破土动工。而
昆明池的规划者们已在宣称：碧波滔滔，
滨湖绿地，绝不逊色于西湖美景。

大
跃
进

今年8月前，水利部门称，将用5至10年建
设改造“八水九湖”，8月16日迅速变成28湖。

其实，昆明池的水面规划还经历过一次
“大跃进”：2011年底，昆明池规划水面面积还
只有4.5平方公里，然而今年该规划数字一下
子翻了一倍达到10.4平方公里。对此，一名
知情的西安市政府规划人员称，这是省长的
意见，“省长说既然要做，就要恢复到历史状

况(昆明池古代水面面积10余平方公里)”。
昆明池的宏伟盛景，勾起了西安人的

“大湖”梦。然而，长安大学水与发展研究
院教授李启垒称，解放之初西安没有一个
真正意义的湖，2000年左右印象深刻的也
只是两条“臭水沟”。

西安市造湖的决心之大、速度之快，甚
至都超出了部分水利专家的预料。8月中

旬，李启垒等多名研究、参与西安市水务建
设的专家称自己也是在看了报纸的报道才
知晓西安将有28湖。

而重现八水绕长安盛景工程总设计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
佩成 8 月 27 日告诉记者，他目前也不掌握
28湖的水面面积、规划投资额等具体信息，

“总面积还没有匡算出来”。

28湖水从哪里来？
主要来自于三方面：节约省下来的水，

治污后形成的中水，拦蓄下的雨水。
西安市水务局最新数据显示：西安市

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分别为全省和全国人均
的1/3和1/6，是个极度缺水城市。1980年，
在我国严重缺水的 40个城市中，西安曾居
于首位。

一个极度缺水的内陆城市，开挖 28
湖，水从哪儿来？

其实，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的描
述。西安市水务局计划科技处处长王谷石
告诉记者，“八水”指的是渭、泾、沣、涝、潏、
滈、浐、灞八条河流。

王谷石说，近五六年来，西安对“八水”
进行了大规模治理。而正是有了“八水”的
畅流，才能有28湖的出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也表示，秦岭每
年有21亿至24亿方水流向西安，而西安至

今每年用水量还没超过 6亿方；西安缺水，
并非没有水，而是在水的利用上出了问题，
以前只是打井抽取地下水，没有考虑用地
表水。

理论上不缺水。那么，28 湖如何获
水？王谷石说，水源主要来自于三方面：节
约省下来的水，治污后形成的中水，拦蓄下
的雨水。如何确保水质不变臭？答案是：
修渠引水，穿成串，科学调度。

造湖百亿元来自哪儿？

作为公益性项目，造湖通过多渠道投
资，政府出资 1/3 左右，2/3 靠各方融资。
10.4平方公里的昆明池造价几何？王谷石
称，项目书显示，包括征地拆迁，投资估算
金额高达44亿元。

而据公开信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与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签署合作的“中交建昆
明池综合开发项目”，在“十二五”期间的总
投资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

具体项目内容包括：
1.总投资约 130亿元、建筑面积约 400

余万平方米的沣东新城昆明池休闲组团片
区城中村改造和安置工程项目。

2.总投资约53亿元的昆明池景观水库

的建设开发。
3.总投资约17亿元的沣东新城市政道

路及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开发。
李启垒说，昆明池项目的投资额是 28

湖中最高的，是“此前想都不敢想的”。时
间回到2003年，西安为进一步改变城市生
态环境，宣布未来多年实施拦河造湖工程
投资额仅为 11.8亿元。此后，西安市投入
治水、造湖的投资逐年暴涨。如：投资 20
亿元建广运潭生态景区；投资14亿元对汉
城湖进行洁污、清淤、引水、绿化；而投资恢
复修建昆明池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王谷石称，因一些湖还是概念性规划，所
以28湖的总造价现在还没具体匡算。不过，

据现有的公开信息，28湖的造价已达百亿元。
另据 8月 24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从 2012年下半年开始，西安将投入 600亿
元用于水系生态建设，目前，西安已经拥有
生态水面 4.5万亩(包括湖泊、水库与河流
形成的水面)，计划到2020年达到6.5万亩。

8月27日，西安市水务局一名负责人告
诉记者：600亿元只是一个估算，未来几年热
衷治水的西安到底还会有多少大手笔、会投
资多少钱用于水系生态建设，尚没有个定数。

28湖，都是谁投资？西安市规划部门
一位负责人说，造湖通过多渠道投资，目前
各工程不可能政府一家拿钱，作为公益性
项目，政府出资1/3左右，2/3靠各方融资。

西安为何热衷造湖？
西安市水务局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

者：政府看到了水和土地资源联合开发的
价值；尤其是拉升房地产开发，人们喜欢
傍水而居，导致水面周边土地升值，这是
带动水利发展的一大引擎；而通过水面周
围土地的开发，也给水利建设带来了资金
的涌入。

就此，李佩成院士认为，近年来政府

钱多了，思路也变了，有了动力也重视修
渠造湖等治水工作了。他称：对人工湖的
建设有个认识过程；挖一个湖，不单单是
喝水、浇地的水利问题，还涉及环境、景
观、宜居，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例如，挖
了湖，周边的地价成倍增长，就可卖地赚
钱了。像渭河通过治理，原来河堤岸两旁
的荒地荒滩，人们也愿意去买，“变成好地

块了”。
记者曾问李佩成院士，是否担心这一

新建议所需资金能否到位？李佩成说，政
府重视、可多渠道融资等原因，“钱不是问
题”。若李佩成院士的“狂想”再度变成现
实，那么，西安距离水城威尼斯已不再遥
远了。

据《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