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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长江水的利用率还不到
20％，80％以上的长江水最终汇入了大
海。经科学规划合理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建设，是对长江水更有效率的利用。”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名誉
所长王浩说，未来，应在优先节水的同时，

合理扩大调水规模和范围，让更多的人受
益，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梦想变成现实，南水北调，这项伟大奇迹注
定将是人类治水史上的一座丰碑！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刘素娟）记者昨日从郑州市南水北
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获悉，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通水五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已累计实现向我市供水21亿立方米，全
市受益人口达到680万人。

据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境内总
干渠共设置7座分水口门，规划向新郑市、
中牟县、郑州航空港区、郑州市区、荥阳市
和上街区供水,年分配总水量为5.4亿立方
米,建设7座提水泵站、4座调蓄工程，分别

向10座受水水厂供水。自通水以来，已累
计向我市供水21亿立方米，其中累计生活
供水19亿立方米，生态供水2亿立方米。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现稳定供水的
同时，落户郑州的丹江口库区移民也在我
市实现了稳定发展。今年，我市安排下达
移民后扶资金4000多万元，实施移民后扶
项目80多个。如今，移民人均收入由2011
年搬迁时的 4300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7000元，2019年有望突破 18000元，年增
幅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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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梦想已经成真——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水北调伟大设想。如今，通过这一世
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长江之水源源不断汇入淮河、黄河和海河流域，在中国版图上勾画出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网格
局。清泉奔流，南北情长。南水北调惠泽京津冀鲁豫，甘甜的长江水滋润着黄淮海流域40多座大中城市、超过1.2亿群众。
这两条绿色水路所到之处，一度干涸的河湖重焕生机，绿色发展的实践光彩夺目。

南水浩荡润天下
——写在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五周年之际

“以前村里人都是吃井水。水很浑，
水垢堆积得太多，隔三差五就得换壶换
锅。”在河南焦作市的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旁，67岁的王褚乡东于村村民张钦虎，望
着滚滚江水感慨地说，“自从用上了南
水，自来水管拧开就是清水，这日子也过
得一天比一天好。”

水垢少了，水好喝了……自5年前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沿线
群众饮水质量显著改善，幸福感和获得感
随之增强。来自水利部的数据显示，北京
市自来水硬度由过去的每升380毫克降低
至130毫克，河北黑龙港区域500多万人告
别了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历史。

按照总体规划，这项世纪工程分东、
中、西三条线路，分别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
游向北方调水。东线一期工程从长江下游
扬州江都抽引长江水北送，经过京杭大运
河及其平行的输水航道，最终向北可输水
到天津，向东可输水到烟台、威海。中线一
期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引水，全程自流到河
南、河北、北京、天津。东、中线一期工程分
别于2013年11月、2014年12月通水。

在陶岔渠首大坝，清澈的江水滔滔
奔流。长期奋战在工程一线的南水北调
中线建管局渠首分局局长尹延飞难掩激
动与自豪。

“那一年，河南省遭遇了63年来最严
重的夏旱，平顶山市则是建市以来最严重
的旱情，城区百万居民用水困难。市里很
多洗车场、理发店、浴池都关掉了。”

陶岔渠首枢纽工程位于丹江口水库
东岸的河南淅川县九重镇陶岔村，既是

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总干渠的引水渠首，
也是丹江口水库副坝。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建成后，这个枢纽担负着向河南、
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输水的重要任
务，是向我国北方送水的“总阀门”。

尹延飞记忆最深刻的是 2014年。
当时总干渠刚竣工，还处于试通水试运
行阶段。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室的调度下，这项工程从丹江口水库通
过总干渠向平顶山市应急调水，提前发
挥公益效能，有效缓解了平顶山市上百
万人口用水困难。

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说，全面通水5年来，南水北调工程供
水量逐年增加，受水区水资源短缺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2亿人。

如今，北京城市用水量七成以上为南
水，密云水库蓄水量自2000年以来首次突
破26亿立方米；天津14个区的居民供水全
部为南水；河南受水区 37个市县全部通
水，郑州中心城区自来水八成以上为南水，
鹤壁、许昌、漯河、平顶山主城区用水全部
是南水；河北石家庄、保定、沧州等市90余
个市县区也都用上了南水……

在改变沿线供水格局的同时，南水也
改善了水质。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汪易森说，中线工程的源头丹
江口水库水质一般都是Ⅰ类水到Ⅱ类水，
沿途采用立体方式封闭输水，对可能的污
染源、危险源进行定期监测排查，较好地保
障了优良水质。东线工程在通水前对河道
湖泊污染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治理，水质持
续稳定保持在地表水水质Ⅲ类以上。

千里通渠贯南北：一江清水解华北缺水之渴

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东线工程
通过运河清淤、堤防加固、进行严格排污
管理等措施，完善并提高了大运河的排
涝、防洪、航运、输水功能，加强了大运河
与东线沿线湖泊的沟通联系。中线工程
则采用有坝引水，全程自流，在修建过程
中充分利用我国黄淮海平原独特的地

形，避免了对山体的破坏。
“南水北调工程在努力减少对水源

区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力争使工程对
受水区输水效益最大化，工程本身也与
周围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高度融
合，有效促进了沿线地区生态环境向好
发展。”汪易森说。

绿色发展新实践：实现经济和环保双赢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五年
郑州累计受水21亿立方米 受益人口6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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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无人机拍摄的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干渠。新华社发

沿线生态重现生机：在造福当代的同时泽被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