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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

中国的水资源多年平均总
量约为 2.8 万亿立方米，人均
占有量约为 2000立方米，仅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预
计到本世纪 30 年代人口高峰
时，人均占有量将下降到约
1700 立方米，是十分稀缺的资
源。在我国，水资源的分布在
地域和时间上都很不均匀，总
体上看，南方水多，北方水少；
夏秋水多，冬春水少，年际之间
差异也大，这种状况，在省区乃
至更小的地区也常常如此。因
此，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的
调配，在我国历史久远，型态多
样，技术先进，效果显著，是文
明发展的重要支持和体现。当
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南水北调，
分别从长江的下、中、上游以东
线、中线、西线工程向北调水，
穿越淮河、黄河、海河三大流
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
四大水系，构成我国水资源“四
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
的总体格局，将有效缓解北方
干旱缺水状况，改善生态与环
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江苏省的水情，与中国的大
局相仿，苏南地区水多，苏北地
区水少，过境水多，本地水少，
而由于气象、水文、河流特性
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历史上苏
北地区更是洪涝旱灾情多发，
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江苏
境内很早就产生过大型的水工
程，公元前春秋时期的邗沟，
七世纪初及以后的大运河，沟
通中原和北方地区，推进了中
国的历史进程。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江苏省提出“扎根长
江，江淮沂泗诸河统一调度，
跨流域调水”规划设想，并自
60 年代初开始建设，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建成了以江都水
利枢纽为龙头，以京杭运河为
输水干线的 9个梯级 17座大型
提水泵站，江水已送入南四
湖。江苏省江水北调工程覆盖
苏中、苏北 7 市 50 县 （市），
受益面积 6.3 万平方公里，人
口近 4000 万，耕地 4500 万亩，
供水结合航运和排涝，与防洪
工程共同发挥作用，水生态和
水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使得
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
显高于同为淮河流域的历史上
条件相当的其他地区，效益巨
大，也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

规划和实施提供了重要条件。
江苏是中国南水北调的先行
者。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在江水
北调工程基础上建设，扩大规
模，向北延伸。从江都附近的
长江三江营处引水，以京杭大
运河为输水干线，串连调蓄湖
泊，逐级提水北送，实现解决
苏北地区的农业缺水和胶东地
区的城市缺水，补充鲁西南、
鲁北和河北东南部以及天津市
用水的目标。正在实施的东线
一期工程建成后，可以多年平
均供水 162.8 亿立方米，其中
新增供水量 36亿立方米，花钱
少，见效快，效益大。工程开
工建设以来，江苏已经建成了
三阳河潼河宝应站、淮安四站
及输水河道、淮阴三站、刘山
站、解台站、蔺家坝站等一批
大型泵站和输水河道工程，源
头的江都站改造工程基本完
成，截污导流等治污项目也进
展顺利。一批新建成的调水工
程和治污工程开始发挥效益，
应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要
成果。

2008年 10月，国务院召开
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明确要求东线
第一期工程 2013 年全面建成，
实现工程通水目标；2009 年 12
月，第四次建设委员会全体会
议对加快工程建设再次作了明
确部署。在南水北调工程迎来
建设高潮之际，江苏省南水北
调办公室、江苏水源公司组织
编写了 《南水北调———东线源
头探索与实践》 一书，追寻东
线工程历史渊源，展示江水北
调的建设历程；介绍南水北调
总体布局和东线工程规划，分
析东线工程对受水区尤其是对
江苏的影响，回答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全面介绍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情
况，以及在推进技术进步和管
理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内容
全面系统，资料翔实丰富，结
构严谨合理，文字朴实洗练。
相信这部书的编纂出版，能够
成为系统介绍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的科普书、工具书，能够为
从事和关心南水北调工程的各
界人士提供有益的帮助。
（本文为《南水北调———东

线源头探索与实践》 序二，标
题为编者所加。本文作者系国
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南水北调的
科普书

□史展

淮安，因水而兴，因水而盛。
作为运河之都、淮河明珠、周恩
来总理家乡淮安的水利人，骨子
里对水始终有着一种浓郁、真切
的情感。水利淮安，水润淮安，水
富淮安，水秀淮安。当世纪之初，
淮安这块充满深厚治水历史文
化的土地，得以与“世纪工程”国
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牵手”之
时，淮安水利人深感任务艰巨但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却义不容
辞。作为南水北调东线沿线城市
的水利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去
探索与实践如何规划好、建设
好、管理好、使用好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
目前，在淮安境内的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项目有多个，如淮安
四站、淮阴三站、金湖站、洪泽
站、金宝航道疏浚工程、洪泽湖
水位提高影响工程以及截污导
流工程等，使淮安的区域位置在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中非常
重要。对于当前怎样更好地建设
管理淮安境内东线工程，乃至将
来如何更好地运营工程，我们淮
安水利人对此也进行了努力的
探索实践。但囿于我们的经验、
视角、水平，有不少的难题和困
难，我们未能完全地破解。我们
亟盼有一本较为系统全面地介
绍、指导、探索南水北调东线工
程各项相关工作的工具书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由江苏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南水北
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一
书。在阅读的过程中，心中豁然
开朗。曾经在淮安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久思
不能解决的难题和困难，很快在
此书中找到了答案。该书从工程
的规划布局、建设运行到管理创
新等一目了然，使我对南水北调

工程各项工作的认识都有了新
的提高。我也曾把此书借与一位
大学毕业不久刚刚从事南水北
调工程建设管理的年轻人。据他
所在科室的负责人讲，小伙子对
这本书看得很认真、很投入，而
且发现一段时间以后，小伙子工
程相关各项工作的业务水平都
有了较大的提高，给记者等有关
方面介绍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相
关情况时也更为专业。所以，我
深切地感受到，《南水北调———
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一书是一
本很好的介绍、指导南水北调工
程的工具书、科普书。
在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全面加快建设之际，无论是调水
区还是受水区，都面临着许多的
水课题，需要做更多的水文章。
以我们淮安为例，我市境内南水
北调工程涉及调水、治污、征迁
移民等多方面工作，妥善处理好
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层面与社
会层面的关系、主体工程与配套
工程的关系、工程建设与长效管
理的关系，是实现工程顺利建设
并如期发挥效益的关键。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需要我们工程建设
者及时探索破解乃至现场研究
确定的问题很多。而《南水北
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一
书，系统地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所必需的政策依
据、历史资料、基础数据、典型经
验等等，并配有近 200幅图表，
内容全面、生动翔实、重点突出，
对我们开展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工作大有益处，对各层面的工程
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有着很强
的参考和使用价值，是当之无愧
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者的良师
益友。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淮安市

水利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高
级工程师）

工程建设者的
良师益友

在南水北调工程迎来建设高潮之际，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江
苏水源公司组织编写的《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一书由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该书旨在追寻南水北调工程历史的渊源，
回顾从 1952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南水北调”的伟大设想到 2002年
动工建设期间的历程；介绍南水北调总体布局和东线工程规划，从社
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分析东线工程对受水区的影响尤其是对江苏
的影响，阐述江苏受水要领，并回答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展示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情况，探讨东线工程建设、管理变革的
主要方面，让读者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有进一步的理解。

□黄莉新

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是党中
央、国务院为解决我国北方地区
水资源紧缺状况、实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大
决策。南水北调工程以长江为起
点，规划建设东线、中线、西线三
条输水干线，分别从长江下游、
中游、上游调水北上，穿越淮河、
黄河、海河三大流域，连接长江、
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构成
我国水资源“四横三纵、南北调
配、东西互济”的总体格局。

江苏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的源头。东线工程是在江苏省江
水北调工程基础上扩大规模、向
北延伸。从江都附近的长江三江
营处引水，以京杭大运河为输水
干线，串连调蓄湖泊，逐级提水
北送，解决苏北地区的农业缺水
和胶东地区的城市缺水，补充鲁
西南、鲁北和河北东南部部分农
业用水以及天津市的部分城市
用水。东线一期江苏段工程共新
建 14 座大型泵站，改造现有 4
座泵站工程，拓浚开挖一批输水
河道，实施湖泊抬高蓄水位后影
响处理工程和里下河水源调整
等工程。东线一期江苏段工程可
研阶段的静态总投资 92 亿元，
工程建成后可实现多年平均供
水量 162.8亿立方米，其中新增
供水量 36亿立方米。工程建成
后，除了调水出省缓解北方的水
资源紧缺状况，为国家发展全局
作出贡献外，新增的供水量中有
19亿立方米由省内使用，有效增
加苏北地区水资源供给，提高城
乡供水保证率和居民饮用水水
质；优化江河湖泊的引排水系，
提升沿线防洪排涝标准；增强京
杭大运河水运能力，促进水资源
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江
苏省实施苏北振兴和沿海开发
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
远的历史意义。

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工程
开工建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建设
者和沿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已经建成了三阳河潼河宝应站、
淮安四站及输水河道、淮阴三
站、刘山站、解台站、蔺家坝站等
一批大型泵站和输水河道工程，
源头的江都站改造工程基本完
成，截污导流等治污项目进展顺
利，一批新建成的调水工程和治
污工程开始发挥效益，取得了重
要阶段性成果。2008年 10月，国
务院召开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要
求东线工程 2013 年全面建成，
实现工程通水目标。我们要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精心
组织实施，严格建设管理，创新
体制机制，确保将江苏南水北调
工程建成优质工程、高效工程、
优美工程、廉洁工程。

在南水北调工程全面加快
推进之际，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
室、江苏水源公司组织编写，江
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南水
北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
一书，追溯东线工程历史渊源，
介绍南水北调总体布局和东线
工程规划，分析东线工程对受水
区尤其是对江苏的影响，反映南
水北调东线江苏段工程的建设、
运行和推进管理创新情况，内容
全面系统，资料丰富翔实，具有
较强的实用性和普及性。相信本
书的编纂出版，将为从事和关心
南水北调工程的各界人士提供
有益的帮助。

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是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伟
大实践。希望参与江苏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管理的同志们，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积
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打造出无愧
于时代的精品工程，为推动科学
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本文为《南水北调———东

线源头探索与实践》序一，标题
为编者所加。本文作者系中共江
苏省委常委、江苏省副省长）

打造无愧时代
的精品工程

《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张劲松主编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 12月出版，定价：180.00元 □张嘉涛

很多年前就已经听说了南
水北调工程，其间更有伟人指点
的传奇故事。如今，这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已经由
论证变为实践，到 2013 年，东线
工程将率先建成通水。值此南水
北调工程建设进入全面加快建
设的关键阶段，适逢张劲松主编
的《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索
与实践》一书由江苏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近日，我有幸拜读了
这本集科学研究、学术探讨和实
践总结为一体的水利科技书籍，
感慨良多。总体来说，可以概括
为这样几个特点。
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本

书开篇第一句“南水北调源在江
苏，始于缺水问题”，拉开了介绍
南水北调工程从伟大设想到动
工建设的渊源历程。全书以南水
北调供水与受水，建设与管理，
探索与研究等方面为篇章主旨，
全面介绍了南水北调总体布局
和东线规划，系统分析了东线工
程对受水区尤其是对江苏的影
响，真实反映了南水北调东线江
苏段工程的建设、运行和推进管
理创新情况，内容全面系统，资
料丰富翔实，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参与
过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一些文
字材料起草和宣传工作，接触了
不少关于南水北调工程情况介
绍的材料，也曾有意收集了一些
相关的资料。然而，与现在读到

的这本书相比，我过去所收集的
资料就显得十分的浅薄和零乱，
且舛误不少。因此，我觉得，对于
那些想了解南水北调工程具体
情况，或者工作中需要查找南水
北调工程有关资料的人们来说，
这本书确实是很有裨益的。

二、科学严谨、结构新颖。本
书共分五篇，从谋划决策讲到规
划论证，从江水北调讲到南水北
调，从工程建设讲到运行管理，
通篇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出发，着眼于百年工程、源远流
长；源于自然、改变自然；调度水
资源、配置水资源的三个方面，
以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著写方
式，探讨了东线工程建设、管理
变革的主要方面，回答了一些热
点问题，是一部既会聚多方研究
成果、又进行系统探索的科技书
籍。科学严谨的结构，反映了编
著者的良苦用心，也为读者的阅
读和查找带来了方便。

三、通俗易懂、使用便利。作
为一部科技书、工具书，本书将
许多生硬的学术语言转换成通
俗易懂的日常同语，同时配有
百余幅图表，对有关重点内容
进行旁注资料链接，方便不同
领域的读者释疑解惑，增加了
可读性。

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从事
南水北调工程的同志和关心这
项工程的各届人士都有借鉴和
帮助作用。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水利厅

办公室调研员）

解读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

□张建华

作为一个从事水利事业 30
多年、涉足过规划设计、技术咨
询、建设管理等多个岗位的水利
工作者，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
参与的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不
可谓不多，涉及的河道、泵站、水
闸工程规划设计类型不可谓不
全，其中著名的工程有治淮治
太、泰州引江河、淮河入海水道、
通榆河北延工程等等。然三十年
岁月，弹指一挥间，暮然回首，工
程屹立，往事难追。值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轰轰烈烈开展之际，作
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技术咨询
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幸获《南水
北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
一书，对于南水北调工程而言，
恰似一部优美影片的画外音，如
影随形，画龙点睛，既有置身事
外、俯瞰全局的视野，又有身临
其境、亲力亲为的细腻，阅后个
人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具有南水北调工程百科书的特
点。本书近 50万字，收纳图片
140余幅，内容涵盖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历史渊源、谋划布局、影响
意义到工程建设全过程，并对运
行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探索与
展望。对工程建设参与者而言是
一个查用方便的资料库，对普通
大众而言是易学易懂的科普书。

二是结构科学，编排新颖，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拿到手头的
这本《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
索与实践》，让我不禁有些喜出
望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敢
相信“原来工程书籍可以这样
读”。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解析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来龙去脉，
将较为艰涩无味的南水北调工
程知识蕴藏在编排新颖的版面
之中，有文字、配图片、加链接，
充分展示了全书编撰者们丰富
的水利工程知识底蕴、灵活的版
面表现手法和细致缜密的思维

方式，大大提高了工程类书籍的
可读性、渗透性。
三是取材精准，体例完备，

条理清晰，具有一定的史书价
值。南水北调工程自上世纪 50
年代由毛泽东主席提出伟大设
想以来，到今天已历时超过半个
世纪，现东线第一期工程即将建
成，把这项工程称之为世纪工程
毫不为过。这其中凝聚了数代人
的心血和智慧，也将源远流长，
传之千秋万代。
《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

索与实践》一书的编著，较为全
面、系统、综合地记录和反映南
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发展进程，在
真实回顾工程历史、记录工程建
设过程的同时，探索了工程的未
来发展方向，为当代和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一本难得
的好书。
（本文作者为江苏省水利工

程科技咨询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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