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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雄安新区，聚焦未来之城”上篇

有“小南水北调”之称的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下月有望通水

一泓清流去雄安 千里长渠始中原

“来客人喽！”等待两个多小时后，68岁老船工姜付禄从船椅上站起来，舒了口
气。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大张庄村，这个河北安新县白洋淀的水区村，
有100多户人家和他一样靠摆渡及养鱼为生。水，是他们的活路，也是“华北之肾”
白洋淀的活路。

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环绕华北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而建。水
既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也是实现“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构
想之基。

下月，被称作“小南水北调”的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有望通水，其始自濮阳，经邯
郸、邢台、衡水、沧州、保定进入白洋淀，总长482公里，总投资42亿元，事关雄安大
局。那么，缘何实施这项工程？河南做了哪些？将给豫冀带来什么影响？记者奔赴
一线进行了探访。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文/图 发自河南濮阳、河北雄安

初秋的白洋淀，微风吹拂下，芦苇
摇曳，碧波荡漾，水鸟飞翔。

这里不仅藏有十里荷香，也记载
着雁翎队的抗日传奇——被誉为“华
北明珠”的白洋淀，相当于 56个西湖
大小，由 143个淀泊、3700多条沟壕、
80万公顷芦苇组成，既是文人笔下的
“桃花源”，也是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

“我们是靠水吃水，养鱼、划船、割
苇子，都得有水。”在安新县圈头乡大田
庄村，51岁村支书田晓青说，10多年的
水产养殖户生涯，更让他和这片水域的
命运连在了一起。如今，这个 4000多
口人的村庄里，有100多户人家和他一
样靠养鱼为生，“特别怕淀区干旱。”

在他的记忆里，村边白洋淀曾在
1983至 1985年彻底干淀。“干淀头一
年，我在县城上高中，放假从码头搭船
回家时吃惊不小。”田晓青说，他看到淀
干了，淀底裸露，还裂了一道道缝，不忍
直视，“家家户户的木船用不上了，我也
改骑自行车，从淀里一直骑到学校。”

事实上，改变的不仅是出行方式，还

有生活习惯，一向靠捕鱼为生的村民开
始向旱区村学习种植玉米和高粱等农作
物，年轻人更是到外地谋生。田晓青说：
“乡亲们爱吃的香喷喷的炖锅鱼不见
了。”还有那些栖息在湿地的鸟儿也离开
了，“干淀那些年，没捡着过鸟蛋。”

作为华北大平原上的最大淡水
湖，白洋淀被誉为“华北之肾”，总面
积 362.8平方公里，其分属雄安新区的
安新、雄县、容城及保定市的高阳和沧
州市的任丘 5个县管辖，其中 85%水
域在安新县境内。在雄安新区规划
中，白洋淀处核心位置，承载着新区希
望的“水核心”。

保定市水利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历史上的白洋淀水域面积曾达到 1000
平方公里，上游潴龙河、孝义河、清水河、
萍河等注入，史称“九河入梢”，水量充
沛。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气
候干旱、上游大量水库修建、支流断流、
过度开采地下水、工农业大量用水等，流
域入淀水量已近枯竭，数次出现干淀现
象，白洋淀也因缺水而一度“肾衰”。

“华北之肾”白洋淀出现“肾衰”了，怎
么办？最立竿见影的治理方式当然是补
水。按照水利部部署，河北省、保定市不
断启动生态补水工程，为白洋淀“解渴”。

“白洋淀在丰水期水位一般维持在
7.4~8米，6.5米是干淀水位，只要接近
这个数值，就要补水。”保定市水利局工
作人员周振锋表示，白洋淀补水共经历
了上游水库补水、跨河系引岳济淀、跨
流域引黄济淀三个阶段。1997年至
2014年，各项应急补水工程共为白洋
淀补水 21次，有效缓解了缺水压力。
不过遗憾的是，补水后仍未能根本解决
淀干的窘境。

因此，水利部门决定，引黄河水济
淀，让饥渴的白洋淀重获新生。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由来已久。”河
北省水利厅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早在
1983年12月，原水电部就指示开展“黄
河下游北岸引水可行性研究工作”，初步
提出了引黄入淀的设想，并进行了线路
查勘和比选。但由于让步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等，这一设想未有实质性进展。

近年来，白洋淀水生态环境恶化，

河北省又把引黄入冀补淀提上了议事
日程。首次引黄济淀自2006年11月24
日起进行，历时 102天，共从黄河取水
4.79亿立方米。从2008年初直至6月，
第二次引黄入淀完成，入淀水量达1.58
亿立方米。“黄河之水从山东聊城出发，
沿干渠入河北，过衡水，跋涉数日，终抵
达白洋淀，日夜兼程近400公里。”

“引黄入冀补淀线路并非一帆风
顺，有四条线路备选，分别是西霞院线
路、大功线路、濮阳线路和山东位山线
路。起初，都不看好濮阳线。”濮阳市水
利局副局长李相朝告诉记者，经过实地
调研论证，各方逐渐认识到，从濮阳引
黄河水入冀的优越性（线路短，水位适
宜，有一定工程基础），从而开启了濮阳
引黄线路的新征程。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前期工作 2011
年4月开始，濮阳市全力配合河北省水
利厅向上申报。2015年7月，国家发改
委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批复。2015
年9月，水利部对初步设计批复。2015
年12月17日，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濮阳
段）举行开工仪式，正式吹响了号角。

“现在说起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很多
人不知道，实际上工程意义非常重大。我
们都习惯叫它‘小南水北调’。大南水北
调解决的是京津冀吃水问题，这个工程保
障的是地下和生态用水，让白洋淀成为华
北的‘好肾’。”濮阳市引黄工程管理处主
任张玉君表示。

他介绍，正在实施的引黄入冀补淀工
程是国务院确定的“十二五”期间172项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是由濮阳向河北东南部农
业供水、补充地下水的战略工程，也肩负着
向雄安新区白洋淀补充生态用水的任务，必
将在我国的水利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渠首在濮阳县渠
村乡大芟河村，途经豫冀6市22个县(市、
区)，全部为自流引水，总长482公里，濮阳
段长 84公里，是工程最重要的部分。”濮
阳市水利局副局长李相朝说，其另一个身
份是濮阳市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建设指挥
部办公室副主任。

做了 20多年的水利工作，他对这个
工程非常珍视，河南境内 84公里他徒步
走了 5遍。用他的话说：“这是国家战略
工程，谁都不敢耽搁，协调服务、做好施工
环境保障是必须的。”

李相朝介绍，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由国
家和河北省共同投资兴建，建设单位和项
目法人为河北水务集团。李相朝说，这是
一项民生工程、生态工程、友谊工程。

“濮阳负责、服务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建设的多达970人。”李相朝说，征迁工作
号称“天下第一难”，历来是绕不开的麻烦
事儿，而在一年多里，上百座村庄、多达
4.1万余名群众面临征地拆迁，他们用心
用情，耐心细致动员，大家给予理解和支
持，鲜有不和谐声音传出。

曾在南水北调工地征战 10年，施工
人员王宏伟说，5月份他和上千名工友靠
人工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对渠道浇筑、衬
砌。“为保证工期进度，我们分成修路、保
通、现场生产等小分队，展开劳动竞赛，有
的人两天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不达目的誓
不罢休。”他十分感慨。

9月19日，站在濮阳县渠村乡引黄闸
向北望去，开阔平坦，一条清渠宛如巨龙
般在大地蜿蜒，一路向北。“目前主干渠基
本贯通，5月底已向濮阳市城区试通水，也
为 10月全线通水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定
会实现向白洋淀供给‘生命之水、生态之
水、健康之水’的目标。”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从字面上讲，目的
就是入冀、补淀，好像这个工程只对河北有
益，濮阳只有为工程征地、拆迁、移民做义
务，但其实该工程的建设对濮阳也大有益
处。”濮阳市水利局工作人员表示，该工程濮
阳段投资22.7亿元，是濮阳建市以来投资规
模最大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对水泥、钢材、
电力、化工、建筑施工等行业拉动作用明显。

他介绍，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对濮阳的引
水量是1.2亿立方米，与第一濮清南工程互相
调剂水量，使濮阳引黄供水受益面积达
2018.66平方公里，占全市的48.2%，受益范围
为濮阳县、清丰县、南乐县、华龙区、开发区等
46个乡镇1313个自然村，总人口196万。也
就是说，濮阳一多半人口都可以用到这个工
程所供的水，其中灌溉面积193.1万亩。

工程的兴建，将改变现有水利工程输水
能力差、建筑物功能衰减的不良状况，有效
改善濮阳市的农业灌溉条件，提高供水保证
率，彻底解决清丰、南乐两县西部用水困难
问题，更好地满足濮阳市农业灌溉需求，为
濮阳市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供水利支撑。

“当然，也有助于让濮阳成为北方水
城。”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一份统计数据显
示，多年来，濮阳平均降水量为 559.3毫米，

人均当地水资源量为 220立方米，仅为全国
人均水资源量的 1/10。作为河南粮食生产
核心区，十分缺水，长期依靠开采地下井水
来满足灌溉需要，致使地下水超采现象严
重，农业灌溉成本逐年增加，农民增产但不
增收。

由于地下水超量开采，金堤河以北的地
区已形成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地下水下降漏
斗区，地下水埋深一般在20米至30米，而且
以每年0.1米至0.5米的速度下降，水生态平
衡遭到破坏，严重制约着当地群众生活、工
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对原有第三濮清
南总干渠进行加深加宽改建，输水量加大，
输水时间拉长，总干渠每年渗漏补给地下水
8322万立方米，对于抑制地下水位下降和漏
斗区扩大，逐渐恢复地下水平衡，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运行后，干渠水位
抬高，将大大改善向濮水河、引黄灌溉调节
水库（龙湖）补水的条件，不仅将在濮阳西
部形成一条亮丽的水生态走廊，还大大增
强城市水系供水能力，有效改善水体水质，
为进一步打造北方水城、提升生态宜居水
平发挥作用。

“黄河落天走华北，一泓清流送深情。”
令很多人关心的是，引黄入冀补淀

工程目前的进展如何？李相朝介绍，主
汛期已过，进入水利工程建设黄金期，正
按计划进行攻坚冲刺，5座控制性建筑
物已经建成，4座枢纽节制闸基本完工，
124座进水闸和口门已完工 105座，125
座桥梁建成113座。

引黄必引沙，怎样保障并提升水
质？新建的 2600多亩的永久性沉沙池
就是一个解答，也是保证黄河水“清流补
淀”的关键性工程。

9月 20日，从渠首引黄闸下游沉沙
池入口远远望去，水鸟唧唧，白鹭翔舞，
长2500米、宽900米的两条巨型条渠，十
分壮观。

“全线通水后，每年将有 200多万立
方米泥沙被留在这里，向北的水会越流
越清。”河北省引黄工程管理局河南建设
部主任张文虎说，总长482公里，总投资
42.4亿元；其中河南段84公里，投资22.7
亿元——两组不成比例的数字，恰恰是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河南段“质”与“量”的
诠释，“流入白洋淀的水质要求很高，不
能是浑浊的水。”

白洋淀之于雄安，犹如西湖之于杭州。
为保障白洋淀的水质清洁，国家正在

制订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河
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白洋淀环境综合
整治与生态修复规划》。而在上游，保定
市重点对8条入淀河道及河道流域1公里
范围内区域综合整治，白洋淀淀区网箱养
殖全部取缔，对淀区水质影响最大的保定
市区污水处理厂完成了提标改造，有效改
善了白洋淀上游河道面貌和水质环境。

而在白洋淀主要所在地的安新县，
以环保风暴为契机，从彻底改变淀区居
民生产生活习惯入手，建立了垃圾处理
长效机制。在安新县端村镇东淀头村
口，有一块美丽的假山石。让人想不到
的是，里面其实是一套污水处理设施。

村干部任小峰说，村里已建成了 4
套污水处理设施，通过管道将每家每户
的生活污水收集起来，用先进的生物技
术集中处理，日可处理生活污水近 50
吨，处理后的污水水质能达到一级A标
准，完全能满足村里污水处理的需求。

安新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强
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既要加强
河道污染治理，又要解决淀区生产生活
排污。他们加大了对“散乱污”企业的整
治力度，建立“散乱污”企业数据库。截
至 9月 8日，已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2436家，整治改造散乱污企业610家。

而今，秋日里的白洋淀焕然一新，正
展开宽阔的胸膛，迎接母亲河黄河水的
到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
组长邬贺铨表示：“对于白洋淀生态，今
后我们要还湖，要恢复湿地，要增加涵养
功能，要让更多水资源能留下来。”

作为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引黄入
冀补淀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向沿线部分地
区农业供水，缓解沿线地区农业灌溉缺
水及地下水超采状况，同时为白洋淀实
施生态补水。

“这项工程年设计引水量7.4亿立方
米，总受益面积 465万亩。每年大概能
补水200天，给河北带来6.2亿立方米的
黄河水，其中农业灌溉供水 3.65亿立方
米，向白洋淀生态补水 2.55亿立方米。”
保定市水利局工作人员称，随着工程进
入尾声，河北段已具备了通水条件，预计
10月份将实现通水，“黄河水浪跃跃欲
试，准备顺渠而下，直济白洋淀”。

“在很久以前，黄河在创造华北平原
的同时创造了白洋淀，古黄河经白洋淀
东流入海。公元前 602年，黄河改道南
去后,派生出来的一些支脉河流仍沿故
道入海，形成了如今白洋淀‘九河下梢’
的基本格局。”安新县水利局一名负责人
称，白洋淀与黄河分离了 2600多年，直
到2006年首次引黄济淀，“母子”才首次
相逢，之后还有过4次的短暂相逢。

如今，随着常态化引水将成为现实，
“母子”终于可以团圆。“这是真正的同饮
一河水，不仅能补充白洋淀的生态用水，
解渴雄安新区，沿线也受益匪浅。”李相
朝说，

“我们将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总结为
‘四个一’：一条战略渠，一泓民生水，一
脉生态带，一道风景线。”他兴致勃勃地
向记者勾画了一幅场景：工程通水后，走
在沿渠道路上，河面宽敞洁净，两岸绿草
如茵林木葱郁，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将是
一幅何等醉人的画卷……

上千名工人开展劳动竞赛 目前主干渠基本贯通 沿线形成一条水生态走廊“不只是义务，受益同样大”

靠水吃水，养鱼、划船、割苇子
白洋淀因缺水一度“肾衰竭”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由来已久
1983年至2015年：从设想到落地

“流入白洋淀的不能是浑浊的水”
引黄必引沙，水质如何保障？

白洋淀与黄河分离2600多年
“母子”下月有望再重逢

位于濮阳县渠村乡大芟河村的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渠首段 王子瑞 摄

引黄入冀补淀渠首引黄闸处

安新县安新镇大张庄村的养殖户 美丽的白洋淀上，一名摆渡的老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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