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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一周年之际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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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水是农业命脉。
水满为患，水涸为灾。 一部光辉灿烂的中华

文明史 ，从一定意义上 ，就是与水旱灾害持续不
断斗争的历史 。 几千年来 ，从都江堰到郑国渠 ，
从白鹤梁到坎尔井 ，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 ，都
在续写着中华民族与水旱灾害持续斗争的辉

煌 。
濮阳 ，地处黄河 “豆腐腰 ”段及金堤河下游 ，

加上位居南北气候过渡地带 ， 致使无雨则旱 、雨
多则涝 ， 旱涝交错 ， 群众饱受洪涝和盐碱侵扰 。
1983 年建市以来 ，我市进行了艰苦卓绝 、波澜壮

阔的治水斗争 ，掀起一次次水利建设高潮 ，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
经验。

历史不会忘记，建市之初，我市河道失治、水系
紊乱，堤防残破不全，水利设施寥寥无几，频繁的水
旱灾害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历史不会忘记，市委、市政府冲破重重阻力、克
服种种困难，带领全市人民勒紧裤腰带，大力实施
引黄灌溉补源工程 ，打响 “背河洼地变丰田 ”攻坚
战，使昔日一穷二白的背河洼地变成了稻米飘香的
沃土良田。

进入新时代，我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
方针，统筹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
护修复、水环境治理，推动民生水利大力发展、水利
建设全面加快、水利改革深入推进、水利管理不断
加强，实现水利工作由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资源
水利向民生水利转变。

如今，漫步龙都大地，一座座防洪堤坝护卫江
河安澜，一道道水渠通向田间地头，一缕缕清泉流
进千家万户润泽百姓心田……一幅治水安民、兴水
惠民的美丽画卷正次第展开。

盛世兴水，润泽百姓。
农村用水问题一直是农民群众面临的最直接、最

实际的生活问题。 喝一口清澈透亮、甜丝丝的丹江水，
南乐县福堪镇卞辛庄村民段连梅从嘴里甜到了心里。
“这水跟以前可真不一个味！ 以前光知道县城亲戚家的
水甜，真没想到，离县城这么远，现在俺也能喝上这么
好的水了！ ”段连梅说。

为确保农村人口喝上清澈甘甜的优质水，市委、市
政府探索创新，从 2018年起依托南水北调工程，将“丹
江水润濮阳”作为十大民生工程之一重点推进。2019年
底，作为试点的清丰县、南乐县实现了全县城乡丹江水
户户通，118万农村居民全部吃上了丹江水。今年，我市
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 扩大丹江水

供水范围， 力争 2021年让全
市城乡居民都吃上安全 、优
质、甘甜的丹江水。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市
积极创新举措，破解水瓶颈、解决水困局，以重大水利
项目为龙头， 高标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引蓄源头活
水，泽润龙都大地。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成 9个大中型
引黄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384万亩，设计引水能力 310
立方米每秒，引黄水量和有效灌溉面积均居全省前列。
其中，渠村灌区作为河南省引黄量最大的灌区之一，有
效地改变了我市水资源不足严重制约农业发展的局

面，为我市农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012年，我市立足实际、高瞻远瞩，作出建设引黄

灌溉调节水库的重大决策。 该水库的建成和运行，解决
了引黄过程与农业需水过程不匹配及黄河调水调沙期

间引水受限等问题，打破了我市水资源短缺的瓶颈，还
抑制了地下水位下降，使地下水逐步恢复平衡，为我市
建设城市生态水系、提升城市品位、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提供了强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更令人称道的是，2017年 11月 16日上午 10时，
随着濮阳县渠村引黄闸缓缓抬升，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正式通水———一泓清流顺千里长渠流向雄安， 濮阳与
雄安心手相连。

该工程于 2015年 10月 26日破土动工， 总长 482
公里，跨越黄河、海河两大流域，从濮阳县渠村引黄闸
取水，途经河南、河北两省的 6市 22县(市、区)，最终进
入白洋淀。 该工程无论对于河北省还是濮阳市，经过沉
沙过滤后源源不断向北输送的这一渠清水， 既是改善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的生态之水、补源之水，又是助力沿
线 6市农业灌溉、发展多种经济的富民之水。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 灿烂辉煌的成
就，是镌刻在光辉岁月中的成绩单，更是面向未来奋勇
前行的智慧源泉。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让长河更安澜、沃野更锦绣、人民
更安康，龙都儿女风鹏正举，正当其时！

吃水苦、吃水难。 对于毗邻黄河的濮阳人来说，提
及吃水，总会带着长长的感叹，饱含着无尽的心酸。

我市位于黄河“豆腐腰”段，长久以来，广大群众守
着黄河却吃不上黄河水、 用不上黄河水。 碰到河水泛
滥，滩区群众还要饱受家园被毁、良田被淹之苦。 固本
强基、兴利除害，让黄河水为我所用，成为广大群众梦
寐以求的渴望。

渴望有多强烈，决心就有多大。1983年建市以来，
面对基础薄弱、水患频发的实际，我市在兴利除害、治
水富农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最终决定勒紧裤腰带，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充分利用黄河过境长、水资源丰富
的优势，在濮阳县渠村乡三合村开挖第一濮清南引黄
干渠。
1986年，全长 98公里的干渠建成通水，灌溉和补

源面积达到 134.13万亩， 有力扼制了地下水不断下降
的趋势，给沿线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

为进一步扩大引黄效益，经多方努力，报省水利厅
批准，1987年 11月正式开挖第二濮清南引黄工程，从
濮阳南小堤引水途经濮阳县、清丰县和南乐县，拓宽、
新挖 50多公里河道，把黄河水引到了清丰、南乐东部，
解决了 62万亩耕地的灌溉补源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市金堤河以北西部沙区
的用水问题日益突出。 该区域为黄河故道，地势高亢，
风沙地占全部耕地的 70%，地下水濒于枯竭，形成了大
面积中低产田和荒废地。 市委、市政府遂考虑开挖第三
条引黄补源工程。

该工程从 1996年开始宣传、 论证，1998年 5月得
到原省计委批准立项建设，总投资 1.06亿元，成为继第
一、第二濮清南引黄干渠之后又一项重要的引黄工程，
也是当时建市以来投入资金最多、 规模最大的水利工
程。

在第三濮清南引黄干渠建设过程中， 市水利局调
研员李相朝是该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 他深知这副担

子的分量。 从受命那天起，他就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为了选择最佳方案，他带领团队查阅大量资料，徒步行
走百余公里实地勘察，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规划方案。 最
终， 第三濮清南引黄干渠可行性研究报告被省专家组
誉为“濮阳市水利史上最好的前期工作”。

洒下心血千万点，换得硕果万千重。 1998年 12月
30日，第三濮清南引黄干渠如期竣工通水，不仅缓解了
沿线区域农业灌溉缺水及地下水超采状况， 为我市尤
其是西部沙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还
与第一、第二濮清南引黄干渠形成了一个南北贯通、东
西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灌、蓄、补有机结合的灌溉补
源网络体系。

与此同时，我市又大力实施打井供水工程，全市常
年机井保有量 4万多眼， 井灌面积稳定在 200万亩左
右，不但保证了有效灌溉面积，还结合硬化渠道提高了
旱涝保收标准， 为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力
支撑。

金秋时节，穿行于龙都大地，昔日“只听蛤蟆叫，就
是不打粮”的背河洼地盐碱窝，已然变成渠相连、田成
方、稻花香的北国“小江南”。 沧桑巨变背后，是我市多
年来坚持在沿黄背河洼地发展水稻产业， 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才有了丰收和谐的画面。

过去，由于长期受黄河侧渗的影响，我市沿黄地区
耕地渍生盐碱相当严重， 形成了不产粮的不毛之地。
“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听蛤蟆叫，就是不打粮”，
正是当时沿黄地区群众饱受洪涝和盐碱侵扰的真实写

照。
穷则思变。为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贫困

人口的温饱问题， 我市积极学习外地治理黄河背河洼
地的经验，认真总结历史上治理背河洼地的教训，并在
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 1986年 9月提出综合治理

黄河背河洼地总体规划，确立了“以治水为中心，以种
稻改土为重点，旱、涝、碱、渍、薄综合治理，农、林、牧全
面发展”的治理方针，市、县、乡均成立综合治理黄河背
河洼地指挥部。 同时，召开动员大会，广泛发动、组织干
部群众参与其中，打响了“背河洼地变丰田”攻坚战。

从 1986年冬到 2000年， 通过对黄河背河洼地进
行综合治理开发，田、林、路、渠、沟统一规划，背河洼地
形成了旱能浇、涝能排的水利网络，盐碱地被成功改造
成了高产良田，优质稻、麦两熟面积达到 38万亩，稳定
解决了 2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

稻改工程大获成功， 群众的生活也随之发生天翻
地覆的变化。 1990年，“宁肯坐牢，不嫁王窑”的王窑村
多数光棍汉喜结良缘，12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一名
村民在大门上贴了副对联：“出门见喜喜事向党汇报，

致富有方方法全靠党教”，用农民的方式诉说着“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喜悦。

近年来， 立足于不断提高水稻种植科技含量和稻
米的品质， 我市大力推广优质无公害绿色标准化生产
技术，大大提升了稻米外观、食味、营养及卫生安全品
质，稻鸭共作、稻田养蟹、稻田养泥鳅等高效生态模式
得到了试验、示范，无公害大米、绿色大米、有机大米、
富硒大米等得到了大力开发，水稻产业效益大幅提升。

“以前，我们这儿全是盐碱地，种啥啥不长。 现在，
你再看，热闹吧。 鸭子吃稻田里的杂草和害虫，鸭粪排
在田里就是上好的肥料。 这样产出的大米和鸭肉，能达
到有机的标准。 现在，一斤大米能卖到 10块多钱，是普
通大米的三四倍，还一点儿不愁卖。 ”抚今追昔，范县王
楼镇东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存胜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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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利除害保安澜

翻天覆地背河洼

兴水惠民利千秋

渠村分洪闸。。 本报记者 贺德敬 摄

引黄灌溉调节水库。。 （（资料图））

背河洼地变丰田。。
本报记者 贺德敬 摄

投入使用的濮清南水利工程。。
本报记者 高林 摄

保障水安全，关键要转变治水思路，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统筹
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