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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种葡萄 20 天浇一次水，一

年浇十一二次用水 900 方；现在 10 天

浇一次，一年浇十八次用水 700 方，9
亩地一年能省 500 块水费哩！”春暖花

开，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果农阿不力孜·

阿不都热衣木先花几天时间把埋了一

冬天的藤蔓上架，准备再用几天把用

于灌溉的微喷带铺设到位。

“更关键的是，节水的同时实现

了科学灌溉，葡萄的光泽、弹性都提高

了，卖相更好了，商品果率一下上来

了。”站在葡萄架下，种了大半辈子葡

萄的阿不力孜感慨，没想到灌溉的学

问这么大。

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是天山脚

下著名的“瓜果之乡”，因降雨稀少、蒸

发强烈，是典型的资源性缺水地区。吐

鲁番 198万亩农业灌溉面积，63万亩的

葡萄用水量占到 51％，传统生产方式

下，当地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水，拧紧

水龙头的事，是个等不得、拖不了的当

务之急。

做可研报告、研究技术方案、招

标引进设备企业、制定管护运行办

法……经过缜密筹划，2023 年 6 月，吐

鲁番葡萄高效节水工程正式启动。

“因传统漫灌观念强、有效施工周期

短，我们挨家挨户宣传讲解。”吐鲁番市

水利局党组书记孜拉吾东·加拉力丁说，

截至目前，他们进行节水运行管理宣传

培训1250余场次，累计13.6万人次参与。

工程建设推进的同时，吐鲁番陆

续出台《吐鲁番市葡萄高效节水工程

设施建后管护暂行办法》等，聘请水管

员专职负责工程运行维护，确保长效

运转、管护到位。

阿不力孜家的灌溉水管属于去年

4 月投用的工程一期项目。眼下，这

个工程的第二期项目地面微喷带铺设

正在进行，“预计今年 9月底整个工程

完工投用。到时一年可节水 1.5 亿立

方米，如果都用在工业领域，产值能达

到 400多亿元。”孜拉吾东说。

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新疆

于 2023年成立自治区党委水资源管理

委员会，从全区层面统一管理、统筹分

配利用水资源。

高效用水百业兴。随着更多水资

源的节约转化，新疆煤化工、新材料等

重点行业发展迅速。就在煤炭资源丰

富的吐鲁番，一座大型煤化工项目即将

投入建设，其每年 3000 万立方米供水

指标正是源于葡萄高效节水的结余。

【新闻深一度】河北拓展商业新

模式，推动合同节水管理创新发展；黑

龙江双鸭山打造矿井水减排行动的示

范样板；安徽淮北深化再生水利用配

置改革，再造“第二水源”……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各

地各领域正大力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 用 水 平 ，大 力 推 动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水，生存之本、文明之源。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就治水
事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今年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八届“中国水周”，主题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
水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我国各地不断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书写兴水利
民新篇章。

春分刚过，在海拔近 2000 米的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大岔

村，33 岁的村民李荣植一大早来到

田边，刷卡取水后，滴灌设施便将水

输入土地。

“小时候吃水全靠水窖，夏集

雨水、冬藏冰雪。如今，不仅吃水

有了保障，连流转的1400多亩土地都

能‘喝’饱水了！”李荣植感叹。2024
年，当地引洮供水工程配套工程建

成投用，他流转的山旱地变身水浇

田，马铃薯亩产从不到 2000 斤增至

近 6000斤。

在以定西市为代表的陇中地

区，十年九旱，曾经“苦瘠甲天下”。

201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

肃考察期间，专程来到渭源县引洮供

水工程工地，实地考察工程建设情

况，并叮嘱“民生为上、治水为要，要

尊重科学、审慎决策、精心施工”。

当时，一期工程总干渠 18 座隧

洞已贯通 17 座，而 7 号隧洞遇到罕

见地质难题，绕洞法、顶管法等七八

种方法都行不通。

“总书记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指

示水利部派出专家给予帮助。在工

程最艰难的时刻，总书记的关心给

了我们莫大鼓励！在专家组的帮助

下，7 号隧洞实施了冻结法，突破了

难题。”现已退休的原甘肃省引洮工

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李建雄回忆。

2014 年 12 月，引洮供水一期工

程建成；2021 年 9 月，二期工程建

成。目前，引洮供水工程已惠及甘

肃 5市 14区县近 600万群众，占甘肃

全省人口近四分之一，累计引水达

11.15亿立方米。

从解决人饮问题到保障产业、

保护生态，引洮水的综合效益正在

持续放大。

“总书记 2024 年 9 月在甘肃考

察时要求加强维护和管理，让这项

工程在沿线群众生产生活中发挥更

大效用。我们牢记嘱托，奋力前

行。目前甘肃已在天水、定西市的

多个引洮供水工程受益区建设多个

中型灌区，以全面提升引洮供水工

程综合效益。”甘肃省水利厅副厅长

曾有孝说。

数字孪生技术持续提升引洮供

水工程精准调度水平；陇西县引洮水

资源高效利用及调蓄水池工程等一

批后续项目加快建设；引洮供水工程

已累计向河道输送生态水超过 3.7亿
立方米……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引

洮供水工程正更好地惠泽陇原。

【新闻深一度】在我国，水资源

分布极不均衡。南水北调东中线一

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 788 亿立方米，

引江济淮、引汉济渭、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等工程建成通水……党的

十八大以来，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

大 引 调 水 工 程 加 快 建 设 、发 挥 效

益。当前，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

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等工程正加快

实施，建成后将进一步缓解水资源

分布不均、增进民生福祉。

跨流域跨区域调水

缓解水资源分布不均

记者走进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镇

兴隆场村，可以看到每家门口都有个

蓝色水表箱，上面张贴着供水保障明

白卡，水质、水量及管水员联系方式等

信息一应俱全。

“供水不稳、水浑、有异色异味的

话，打联系电话就有人上门解决。”村民

胡海波说起水满脸笑容，“以前我们农

村喝水是‘一黄一白’，一缸水半缸‘泥

巴’，一壶水半杯‘盐巴’。现在好了，水

龙头一打开，一股水出来，清亮干净。”

地处我国西南的贵州山清水秀，

但受喀斯特地貌影响，不少地方都是

“漏斗”，存不住水，可用的人饮水源很

有限，水质也不安全。

2019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

指出：“对饮水安全有保障，西北地区

重点解决有水喝的问题，西南地区重

点解决储水供水和水质达标问题。”

“我们牢记总书记重要要求，扎

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利扶贫工

程，到 2020 年底基本建成全县城乡供

水一体化的‘大水网’。”思南县水务局

党组成员田浩说，“近年来我们依托人

工智能、大数据提升水质保障水平，全

县建立 6 个智慧水务调度中心，对供

水质量等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测。”

记者在第一智慧水务调度中心看

到，一块弧形LED大屏上动态显示着水

厂进厂水、出厂水的酸碱度、浊度等指

标。“对于水质不符合标准的异常情况，

系统会及时提示调度处置。”田浩说。

水务部门还开展“从源头到龙

头”的全环节把控。2024年，思南县通

过安装保护标示牌、隔离网等方式，实

现 84 个集中式水源保护全覆盖；还利

用无人机巡河，对水源保护区进行实

时监测。

【新闻深一度】城乡供水同源、同

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承载着广大

乡村的民生期盼。持续推进的城乡供

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

规范化建设等，正不断提升农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高效用水百业兴 点滴节水能生金

城乡同网同质 确保水质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