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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我国十年治水启示录

 善治国者，必善治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水利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快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

 这是努力构筑防汛钢铁长城的十年，三峡大坝抵挡建库以来最大洪水考验，29．4万公里堤防捍卫着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这是福水润泽希望田野的十年，农田水利建设为全国粮食夺取“九连增”保驾护航。

 这是涓涓清泉流入百姓心田的十年，亿万百姓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伴随盛世兴水的伟大实践，我国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不断完善，以人为本、人水和谐成为华美乐章的主旋律。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村民魏巧珍家用上自来水已经一年半了。得益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通水的那天
，祖祖辈辈视水如命的村民放起鞭炮，在水管上系上红绳。

 魏巧珍家的变化是我国水利发展惠民生的缩影。十年来，我国解决了3．26亿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受益人口比例由2004年的38％提高到2011年的63％。

 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加快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水利问题，让人民群众从水利改革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成为十年兴水的总目标。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利益作为首要目标，把群众需求放在优先领域，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
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着力点，也是水利全
行业的实际行动。

 百姓利益放心间，一枝一叶总关情。十年来，我国建成各类供水工程近百万处，大规模开展防洪薄弱环节建设，加
强农田水利建设，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保障，发展农村水电，基本解决无电乡村用电问题。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护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年来，我国努力构筑防汛钢铁长城，因
灾死亡人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全国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达1．17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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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月8日凌晨，台风“海葵”在浙江省象山县登陆，最高风力14级以上，掀起狂风巨浪。令人宽慰的是，这样一
个破坏力惊人的台风在人口稠密地区没有造成一人伤亡。而56年前的8月，在象山登陆的另一场台风，在该县造成340
0人死亡。

 同样的台风，结果大相径庭，最大原因是抗御台风能力提升。十年来，我国全面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实施
中小河流治理和县级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初步建成基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

 大旱、大水、旱涝交织⋯⋯专家指出，在全球变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背景下，我国洪涝等自然灾害呈多发频
发重发态势，完善防汛抗洪体系、健全应急管理机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目标。

     

 今年9月18日，湖北省宣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移民搬迁任务圆满完成。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
北调工程自2002年开工建设以来，东线工程已开始在防涝抗旱、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中线京石段工程三次向北
京应急调水。东线工程将于明年通水，中线工程后年也将实现通水。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与水资源短缺矛盾十分突出。对此，我国坚持统筹兼顾，防汛与供水并
重，不断完善防洪减灾体系，优化水资源战略配置格局，全面提升水利支撑和保障能力。

 十年来，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步伐加快。以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工程措施和防汛预警预报系统等非工程措施组成
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初步形成。同时，水资源配置战略格局不断完善，“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
配置格局将逐步形成，统筹利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能力增强，污水处理回用、雨洪水利用、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大
力推进。

 十年来，全国新增供水能力600多亿立方米，总供水能力超过7000亿立方米，确保了粮食主产区生产安全以及缺水
地区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要。

 在秋粮收获的时节，在素有“十年十春旱”之说、今年经历了夏伏旱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农户孙明江家里50
亩玉米却迎来了大丰收。奥秘在于使用了玉米膜下滴灌的技术，和漫灌相比，滴灌省水省电、保水保肥，每亩比以前
多收入700元。

 一方面水资源短缺，一方面用水粗放浪费严重。对此，中央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制度，并划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指标“三条红线”。

 十年来，全国万元ＧＤＰ用水量下降到225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43提高到0．51，实现以占世界
平均水平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保障国民经济3倍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增长。

 “回眸这十年，我感受最深的是，水资源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水资源管理不断加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指出，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需要各方支持配合，今后要将水资源管理的限制性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推
动这一制度落到实处。

 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从开发为主向开发保护并重、从粗放低效向节约高效，水资源宏观配置能力不断增强⋯⋯
水资源管理转变折射了新时期中国治水思路不断发展。

     

 初秋的青土湖，湖水碧波荡漾，芦苇郁郁葱葱，水鸟自由飞翔。

 青土湖是石羊河下游甘肃省民勤县境内离沙漠最近的湖泊，由于生态持续恶化，湖泊在1959年完全干涸，风吹沙起
，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是乡亲们的心声。2007年以来，通过采取关井压田、节水调结构等措施，青土
湖地下水位有所上升，特别是2010年秋季以来连续两年向石羊河下游下泄生态用水，青土湖出现季节性水域，成为生
态好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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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土湖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治水实践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写照。

 十年来，我国大力恢复绿水青山。通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累计保水6600亿立方米，相当于17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
；全国年均减少土壤侵蚀15亿吨；黄土高原长城沿线风沙区遏制了“沙进人退”势头；基本完成塔里木河、黑河、石
羊河流域近期治理任务；实现黄河连续13年不断流。

 一方面加强山川治理，一方面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合理开发水能资源，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这是新时
期中国治水思路给出的答案。

 农村水电的发展就是这种思路的生动注解。我国农村水能资源丰富，科学、合理地开发对山区百姓奔小康有现实意
义，也对保护森林有益。

 2003年，我国启动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国家补助建设小水电站，低价供电给农民，农民用电做饭、取暖，
不再砍树烧柴。截至2011年底，累计解决了120多万农民生活燃料问题，保护森林面积500万亩。

 十年来，我国农村水电累计发电量达13908亿千瓦时，对节能减排做出重要贡献。

     

 江苏省太仓市，河流星罗棋布，人与河流世代相伴。从双凤镇徐泾河边望去，小桥流水人家，绿柳依依，河水清清
。

 “过去河水又臭又脏，没人管，水利站只管收费。现在不一样了，天天有专人打捞河道垃圾，风光当然好起来。”
在双凤镇农民陆耀林眼中，这些年来水利站变化很大，开始踏踏实实为百姓服务。

 太仓市水利局副局长陆振超告诉记者，转变来自2010年，全市的乡镇水利站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全面推行水功能区
达标“河长制”。乡镇水利站轻装上阵，激发出活力，大小河流被严格“看管”，重新恢复清澈。

 十年来，直面体制不顺、主体缺位等制度性难题，全国共建立乡镇或流域水利站2．6万个，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7
．8万个，以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专业化服务队伍“三驾马车”为主体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逐步
建立。

 除此之外，我国还在一系列水利重点领域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

 ——由“多龙管水”到“一龙管水”的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截至2011年底，全国76％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实现水务一
体化管理，统筹配置城市与农村、地表与地下水，整合水利、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等管理。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全国大中型水管单位改革基本完成，700多万处小农水工程进行产权制度改
革，中央财政建立奖补激励机制，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给予适当补助。

 ——农田水利探索建立“规划依托、政府主导、农民参与”新机制，2011年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资2163亿元，
是2002年的4．12倍。各地组建水利投融资公司，初步形成公共财政投入为主、金融支持和社会参与为补充的水利投
入机制。

 ——22个省区市出台水价管理办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取得成效。

 十年来，我国紧紧围绕关系水利长远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
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水利改革发展的生机不断迸发、活力不断增强。

 “今后，我们将着力深化水利改革，建立稳定增长的水利投资机制，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
设，夯实水利长远发展基础。”陈雷说。

 根据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基本建成防洪排涝和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
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以及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坚实
的水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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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让江河更加安澜、山川更加秀美、水利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也是多年来
我国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最终目标。展望华夏大地，茫茫禹迹正感召无数中华儿女，用智慧和力量辛勤耕耘，
不断谱写“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于文静、林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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