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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瓶颈”到“水支撑”

立冬过后，太行山区气温骤降，山西漳河水务有限
公司的调度中心却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的山西
辛安泉供水工程全线自动化监控系统，实时记录着长
治市 8个县区各用水户的取水、供水情况。

“作为山西省‘两纵十横’大水网的第五横，辛安泉
供水改扩建工程通水达效，能有效解决长治盆地水资源
空间分布不均问题，对上党老区经济发展起到水保障和
水支撑作用。”漳河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鹏说。

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虽然境内拥
有黄河、海河两大水系，但大都向外发散，再加上采煤
破坏、地下水超采等原因，山西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一度
仅为同期全国人均值的 17%，属于水资源短缺程度最
严重的省份之一，且时空分布不均衡。

山西经济社会要发展，必须补齐水短板。为此，山
西推进以拦蓄水工程建设为核心、开发地表水为重点
的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基本建成后又以纵贯南北的黄
河北干流、汾河两条天然河道为主线，建设“两纵十横”
大水网，力求通过河流连通工程建设，把丰水地区的水
配置到缺水的地方。

晋蒙大峡谷，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在黄河岸边
141米深的地下，引黄工程总干一级泵站地下厂房内机
器轰鸣，五台机组以 30 立方米/秒的流量提起黄河水，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百姓家、厂矿企业。

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根锁
说，引黄水不仅滋养三晋大地，还向桑干河输送，使桑
干河及其下游的永定河流域生态得到明显改善。

十余载奋进，山西用水格局变了模样。“十三五”期
间全省水源供水优化配置能力达到 86亿立方米；汾河
与沁河连通、黄河流域与滹沱河流域“牵手”⋯⋯连通
六河、纵贯南北的供水网络初具雏形。受益于此，全省
用水结构更趋合理，地下水在总供水量中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69.6%下降到 2020 年的 38%，浅层地下水位
和晋祠泉等岩溶大泉水位止降回升。

经过多年努力，山西基本实现“水瓶颈”到“水支
撑”的转变，为新时期治水兴水打下基础。山西省水利
厅厅长常建忠说，“十四五”期间，山西将继续深入贯彻
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思路，为山西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重大战略实施
提供坚强水保障和水支撑。

为了“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冬日里，汾河太原城区段水面有些已经结
冰，但仍挡不住市民沿河锻炼的热情，冬

泳爱好者段铸一个猛子扎进河里。“冬
泳爱好者对水质很敏感。过去我

们只能到汾河城区段上游去游，
那里水质稍好。随着水质的

改善，我们游泳的范围也逐
渐向下游拓展。”段铸说。

作为黄河第二大支
流，汾河纵贯山西 6 市，
绵延 716 公里，哺育着
全省 1/4 的人口，被誉
为 山 西 的“ 母 亲 河 ”。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像山西境内其他大多
数河流一样，汾河流域

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河
道几乎断流，干流劣Ⅴ

类 水 质 比 例 一 度 达 到
68%。

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一定要

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
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

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2020 年 5 月
在山西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

切实保护好、治理好汾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
景，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汾河治理，迈上快马加鞭、提质增效的“快车道”。
在前期不懈治理的基础上，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

了《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
方案》等政策，着力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规
划引领和法律保障。坚持“控污、增湿、清淤、绿岸、调
水”五措并举，引领汾河治理从单纯治水向整体修复转
变。

方向既明，干劲更足。一项项有针对性的措施在
汾河两岸铺展开来：通过已建成的万家寨引黄工程、沁
河和川引水枢纽等工程向汾河干流持续补水，努力让
汾河重现“流水哗啦啦”的场景；在汾河源头及上游地
区干流河岸两侧各 3公里、中下游干流河岸两侧各 2公
里范围，禁止新建各类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太原、
临汾等汾河沿线城市在修复汾河生态的同时，依托汾
河建设城市公园、形成沿汾经济带，让汾河成为各地的

“会客厅”⋯⋯
“目前，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了阶段性治理成

果。”常建忠说。数据显示，汾河干流生态修复已完成
一半以上，以汾河谷地为中心的地下水水位连续多年
持续回升，全流域 13 个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水
质，正在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奏响兴水协奏曲

10 年前，摄影师张国平第一次来到长治市漳泽湖
湿地拍照，当时看到的景象让他记忆深刻：村民圈湖养
殖畜禽、经营鱼塘，湖面浑浊，杂草丛生，岸边上还能看
见漂浮的死鱼。如今，这里已成为候鸟的天堂，吸引着
众多像张国平一样的摄影师。

“过去来这儿的人很少。”住在漳泽湖附近的长治
市潞州区马厂镇凹里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明岐说，近两
年，当地关停了沿湖“散乱污”企业，整治了排污口，规
范整顿了鱼塘，大量种树种草。经过持续集中治理，曾
经杂草丛生、垃圾遍布的漳泽湖已经变成国家湿地公
园，一年四季都是游客。

漳泽湖的嬗变是新时期山西治水兴水的生动写
照。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山多土厚，水土流失严重。
按照“单打一”的思路治水兴水，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
下水生态修复需要。在前些年治水兴水的基础上，近
些年，山西省统筹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

“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化推进，不断探索适应自
身特点的新时期兴水路径。

山西坚持“两山七河一流域”系统推进，大力推进
太行山和吕梁山两山增绿，每年营造林 400万亩以上，
黄河流经市县林草覆盖率接近 60%。全面开展汾河、
桑干河等“七河”以及晋阳湖、漳泽湖等“五湖”生态修
复，全力开展 19 个岩溶大泉保护与修复，持续进行水
土流失治理，努力扭转水生态恶化趋势。

河湖治理，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责任在人身
上。为激活监测河湖生态环境的“末梢神经”，山西建
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推行党政领导齐
抓共管、“河湖长+河湖长助理+巡河湖员”的工作模式，
所有河流湖泊实现河湖员全覆盖，打通了河湖管理“最
后一公里”，力求让河长制带来“河长治”。

整合全省主要水资源经营性企事业单位，成立万
家寨水务控股集团，统筹水利建设、经营等事业发展；
全面推动水源、水权、水利、水工、水务“五水综改”⋯⋯
山西着力推进治水兴水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治水能力。

相关数据显示，经过系统治理，山西水土流失面积
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10.84万平方公里减少到 2020年的
5.89万平方公里，入黄水质全面退出劣V类，全省主要河
流生态基流基本保障，实现了水生态的整体持续好转。

兴水脚步不停歇。年终岁末，山西发布《“十四五”
“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经
济发展规划》，明确把山川相缪、山水连绵的“两山七河
一流域”作为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重要流域和区域，进一步做好山西水文章。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晏国政 魏飚 王飞航
（新华社太原 1 月 10 日电）

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汾河公园。

这是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的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 1 号
隧洞。

这是黄河山西偏关段。

太原市汾河及周边景色。

白 天 鹅 在
山 西 平 陆 黄 河
湿地嬉戏。

这是 2021 年 10 月 1 日拍摄的太原市汾河两岸景色。

﹃
华北水塔

﹄
兴水记

冬日暖阳下，山西
芮城县圣天湖湿地、平
陆 县 三 湾 湿 地 的 湖 面
上，数以万计的野生大
天鹅随波嬉戏，欢叫声
此起彼伏。

这 些 来 自 西 伯 利
亚的“精灵”，近些年每
到 冬 季 都 会 沿 着 山 西
境内的汾河、桑干河等
河谷地带，飞越数千里
来到这片水域“度假”。

山 西 ，素 有“ 华 北
水塔”之称，是京津冀
的 水 源 涵 养 地 。 三 晋
大 地 深 入 践 行 习 近 平
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加
大治水兴水力度，着力
破解水资源不足、时空
分布不均、水生态恶化
等顽疾，着力描绘水润
山西的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