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2014 年 12 月 12 日，对于许昌人来说意义重大：这一天

14 时 32 分，一渠盈盈丹江水从源头滚滚北流，“水头”正式抵

达我市。从此，“南水”开始润泽许昌大地，昔日的“干渴之

城”逐渐蝶变为碧波潺潺的“北方水城”，更富灵气、品位，人

们的生活也因之更加幸福多彩。

南水北调原水的输入，解决了我市地表水源严重不足的

问题，也为我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城邑添新

韵，丹水润万家。通水五年来，南水北调究竟向许昌供了多

少水？这些水给许昌带来了哪些红利？为确保我市南水北

调配套工程供水平稳运行，“南水北调人”背后又做了哪些工

作？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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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通水 5年，平稳运行 1800 多天，累计向许昌供水 7.07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达 226万

一渠“南水”碧 幸福一座城

1111月月 1111日航拍的位于禹州市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事故闸附近的景色日航拍的位于禹州市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事故闸附近的景色。。南水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 20142014年年 1212月正式通水以来月正式通水以来，，沿线受水省市供水量有效提升沿线受水省市供水量有效提升，，城市河城市河
湖生态显著优化湖生态显著优化，，工程所经之处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生态图画工程所经之处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生态图画。。 牛书培牛书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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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的水泥路干净、整洁，整齐的独院排排林立，
村室前的广场上老人在健身器材上有说有笑，村中的
小学传出朗朗读书声……11 月 27 日，记者一走进位于
襄城县库庄镇的黄桥社区，就被这里优美、和谐的人居
环境所吸引。

2011 年 6 月 23 日，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南阳
市淅川县滔河乡的 694 名村民舍小家、顾大家，远离故
土，在襄城县库庄镇开始了崭新的幸福生活。

一晃 8 年多过去了，移民们过得还好吗？11 月 27 日
10时许，记者在黄桥社区见到 91岁高龄的金长生时，他
正乐呵呵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是村里年龄最长
的，除了耳朵有点背，其他方面都还好。”51 岁的金新山
笑着说，“我们从 2011年搬迁过来，分到了一套 121平方
米房子（独院），过得一年比一年好，如今我的大儿子已
经结婚，二儿子高中毕业后参了军。每逢春节，村里不仅
表彰好婆婆、好媳妇等先进个人，还给老人们发钱。前年
我家还被镇里评为星级文明户，感到很满足！”

“我承包的这个大棚有 1.2 万个菌棒，香菇从 10 月

份开始采摘，可持续到次年 4 月份。”在村头的香菇采
摘园，42 岁的村民金志伟和妻子忙个不停。他说村里一
共有 11 个大棚，生产的香菇销售到周边超市、菜市场。
据黄桥社区党支部书记金明涛介绍，近年来，他们先后
建成的莲藕共养、温室大棚、花木种植等项目，每年为集
体创收 27万元，也带动了村民致富。

为维护群众利益，使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巩固稳
定局面，黄桥社区把集体收入用到群众身上，提升了群众
幸福感，社区搬迁8年来没有一例信访案件发生。近年来，
黄桥社区还先后获得省级“民主法制社区”、许昌市“卫生
村”、许昌市“党建 200强村”、襄城县“改善人居环境先进
村”等光荣称号。

黄桥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是众多丹江口库区移民
在许昌生活的一个缩影。

据许昌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接收安置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淅川县移民
涉及长葛市、襄城县、建安区 3 个县（市、区）12 个乡

（镇），13 个移民村现有 4177 户 17213 人。丹江口库区移

民搬迁到许昌后，居住环境和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移
民新村房屋建设标准高，学校、村委会、卫生室等基础
设施和公益设施按规划设计高标准实施，能够满足移
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每个移民村都建立了便民服务中
心等公共服务组织，为群众提供全方位便捷服务。移民
搬迁入住后，我市各级政府和移民办等相关部门积极稳
妥地开展移民后续帮扶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争
让移民群众尽快地与当地融合起来，实现了“搬得出、稳
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今年，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和规划，顺应南水北调
丹江口库区移民的美好期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市在南
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村开展了美好移民村建设。

截至目前，我市共下拨生产发展奖补资金4326万元，
分别用于长葛市、襄城县、建安区移民村的特色种植、养
殖等生产发展项目，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如长葛市佛耳
湖镇下集村养羊场、养鸡场和鱼塘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带
来收入 22万元；建安区椹涧乡朱山村乡村旅游项目每年
创造稳定的租金收入5万元，养殖基地项目每年为村集体
带来稳定收益6万元，还促进了移民就业。2018年，我市丹
江口库区移民人均年收入 15209元，较搬迁前的 3200元
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搬迁移民总体上和谐稳定，正逐
步融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活之基。有着“莲城”美誉的许昌历史上水草丰
美，早在宋代就以荷花闻名天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许昌的水越来越
少，这座历史名城被贴上了“缺水”标签：全国严重缺水的 40 个城市之一；人均水
量仅有全国的 1/10，不足全省的 1/2。而且，由于长期大量开采地下水，许昌市区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形成了面积达 73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区。

“水问题”严重制约着许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缺水与许多重大投资
项目失之交臂，为争夺水资源与相邻市连续多年打“夺县争水”之战。生活在这
座城市里的人，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夏天自来水供不上，半夜还在街上排着
长龙等接水；家属院修蓄水池，晚上接、白天用……2013 年至 2014 年，严重干旱造
成颍汝总干渠断流，许昌水资源供需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一年多始终处于麦岭地
下水单水源供水困难时期。

“对于禹州来说，缺水之痛更是刻骨铭心。尤其是 2014 年，颍河濒临干涸，城
区居民吃水告急，洗浴中心、宾馆、洗车店等集体关门。”60 多岁的王敏霞是禹州
市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她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带着工人抱着管子到颍河抽水，
经过净化后，水质才勉强达标。我曾组织 100 名摄友到水厂参观，目睹严峻的供
水形势，很多人当场大哭起来！”

缺水少水，成为许昌发展的最大短板；治水兴水，成为许昌市民的最大期盼。
“南水”的到来，给干涸的许昌大地重新带来了生机。南水北调每年分给许

昌 2.26 亿立方米水，等于一年送来两个大型水库。2014 年 12 月 15 日，许昌瑞贝
卡水业有限公司周庄水厂开始利用南水北调水源向市区试供水。南水北调原水
的输入，解决了我市地表水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实现了全市三水源（南水北调水、
北汝河地表水、麦岭地下水）、多水厂应急联调供水。

“正是南水北调工程，解决了禹州人的吃水难题。”王敏霞说，当年由于缺水
形势紧迫，原本计划 3 年建成的禹州市供水有限公司只用了一年时间，2014 年 12
月 20 日 10 时 10 分，清澈的“南水”开始进入水厂，流入千家万户。借助南水北调
中线一期工程，禹州利用神垕水厂、文殊水厂、白沙水库实施供水管网延伸工程，
解决了困扰禹州多年的饮水安全问题，95%的禹州人如今喝上了甘甜的“南水”。

“绿色的线条代表南水北调主干渠，红色的代表支线管网。”11 月 18 日，许昌
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主要负责人指着办公室墙壁上张贴的《许昌市水
系图》说，“这些南水北调工程管网看起来就像根根血脉，滋润着许昌大地。”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许昌段全长 54 千米，许昌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全长约 146.6 千米，
全部采用管道输水。全市年分配水量 2.26 亿立方米，通过 4 座分水口门向许昌市
区、长葛市、襄城县、鄢陵县、禹州市及神垕镇的 8 座水厂供水。2014 年 12 月 12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我市 15、16、17、18 号分水口门供水工程相继通水，
许昌市区、长葛市、禹州市及神垕镇、襄城县、鄢陵县先后用上丹江水，实现了我
市市域供水全覆盖，许昌告别了“缺水之痛”。

告别一段历史——

解“隐痛”补短板，“缺水之城”变为“北方水城”

“你看这里的水多清，赶紧给我拍张照片。”11月 19
日，东城区鹿鸣湖畔，30 多岁的郑州市民聂飞来到许昌
看望朋友，在碧波荡漾的鹿鸣湖畔和小鹿、碧水留下了
难忘的合影。聂飞眼前的鹿鸣湖，湖面开阔，绿水盈盈，
野鸭游弋，美不胜收。行走在如今的许昌，绕不开的是
水，映入眼帘的是绿。许昌人告别了昔日河流“龙须沟”

“脏臭污”的旧模样，可以“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欢”，很
多“老许昌”对河湖水系的巨大变化感到惊诧，甚至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许昌近年来的变化真是大，有些地方
就连我这个‘老许昌’都不认识了。”在一次座谈会上，许
昌市原副市长白喜臣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而河湖水系的面貌改变，得益于南水北调的生态
补水。南水北调水源为我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
史机遇。我市抢抓机遇，启动了以创建水生态文明城

市试点市为引领的三大水利项目，汇引长江、黄河、淮
河三江水，投资 55.5 亿元，对市区河湖水系实施生态治
理修复。2014 年 5 月，受许昌市政府的委托，许昌市南
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组织开展了许昌市南水北调
管线向市区河湖分水工程建设工作，主要向建安区辖
区内北海、石梁河、灞陵河供水，共铺设管道 2234 米，
2014 年 9月开工建设，2015 年 7月实现通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为许昌带来了明显变化。
以前许昌市主要使用地表水、地下水，现在南水北调水
源成为城市供水的主力水源。很多市民感叹：“烧开的
水茶垢没了，还是‘南水’更甘甜、水质好。”在保障群众
生活用水的前提下，富余的生态水则流入我市的北海、
芙蓉湖、鹿鸣湖等水系。“市区河湖水系供水管理实行
统一调度、分级管理，供水顺序为先上游后下游、先湖

泊后河道。”许昌市河湖水系水源调度中心负责人介
绍，在水资源的调度方面，我市遵循“统筹兼顾，精准调
度，蓄泄结合，节约水源”的原则，通过多水源优化配
置，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水需求。

绿是生机，水是灵气。如今，许昌的城市生态水系
更加完善，形成了“多源互补、蓄泄兼筹，配套齐全、功能
完善”的格局。许昌市河湖水系水源调度中心提供的数
据显示：中心城区水系蓄水以来，浅层地下水位回升 3.1
米，地下水漏斗区逐步修复。市区空气湿度明显增加，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河道生态功能逐渐恢复。2016年 3
月，北迁的 18 只白天鹅在鹿鸣湖落脚歇息；11 月，南迁
的 36只白天鹅再次栖息“歇脚”鹿鸣湖。依托中心城区
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许昌曹魏故都水利风景区还被水利
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通过不懈努力，如今市区已形成以 110 公里环城
河道、5 个城市湖泊、4 片滨水林海为主体的“五湖四海
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系新格局，一个有着“河
畅、湖清、水净、岸绿、景美”生态画卷的“新许昌”呈现
在人们面前。

11 月 19 日，在位于禹州市的许昌市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 16 号线任坡泵站的厂房内，运维人员马红星端坐
在电脑前，盯着屏幕上电压、电流等各项数据，不时做
着记录。这个占地约 15 亩、连站长一共 11 人的泵站担
负着向禹州市神垕镇镇区居民输送生活用水的重任。

“2015 年我们在此‘安家’，每天 24 小时有人值守！”58
岁的站长李宝跃说，泵站院内的蓄水池水分三路，一路
流向禹州城区，一路流向登封，还有一路则通过高压泵
输送到神垕镇。

从任坡泵站到神垕镇，每天有约 8000 立方米的水
流过约 17 公里的输水管网，扬程达 151.8 米。在这段
管网，共设有 54 眼阀井，任何一处出现问题，都会直接
影响当地居民吃水。11 月 19 日上午，巡线员陈高涵、
李文青、王建民来到位于禹州市梁北镇的 7 号阀井，用

自制的钢钩打开水泥盖，陈高涵发现约 5 米深的阀井
内有积水现象。“我们每周要对 54 眼阀井检查两遍，有
时要跳进 20 多米深的井下，细致检查阀门是否生锈、
管道是否渗水，如果有积水就要用水泵向外抽。”陈高
涵说，巡线员工作并不轻松，由于阀井位置偏僻，很多
都在农田里，常常要步行。“无论阴晴风雨，我们都要进
行巡检。秋天我们钻进玉米地里巡线，胳膊常常被玉
米叶子划出道道血痕，被蚊子叮出很多包。尽管辛苦，
但我们丝毫不敢大意，必须确保每一处设施都安全运
行。”

千里调水，来之不易。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水平
稳运行的背后，离不开运保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默默付出。全市像任坡泵站一样的现地管理站共有 14
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通水后，为保障“南水”正常供

应，我市坚持建管并重，努力扩大供水效益，将工作重
心由建设管理向运行管理转变，建立健全制度，开展应
急实战演练，以确保供水安全平稳。今年 5 月以来，许
昌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班子成员 10 余次深
入各县（市、区）南水北调办、各基层所（站）调研南水北
调工作，掌握一线配套工程运行保障实情，有力推动了
南水北调各项工作落实。“以站为荣，视站位家”——在
平时的工作中，“南水北调人”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加强值班值守、供水调度、安全巡查工作，确保了配
套工程供水 5年来的平稳运行。

为发挥“南水”对许昌河湖水系的生态补水功能，
确保“河畅、湖清、水净”，今年 6 月初，许昌市南水北调
工程运行保障中心临时紧急争取了 500 万立方米的颍
河退水计划，7 至 9 月份再次申请以 300 万立方米/月的
标准向颍河及市区水系退水，8 月份还积极申请生态补
水 516 万立方米。截至今年 11 月底，许昌市生态用水
累计达 1.93 亿立方米，通过总干渠向颍河退水 1.69 亿
立方米。

一泓水，终圆一段梦；一泓水，成就一座城。
有了丰沛、清澈的“南水”，我市通过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写出了精彩“水文章”，也抢占了发展先机。通
过三大水利项目建设，许昌构建出“林水相依、水文共
荣、城水互动、人水和谐”的水生态文明画卷，有效满足
了人民群众对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等方面的更高期
待。《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分别在重要
版面或重要时段，集中报道了许昌文明创建与经济发
展“比翼双飞”的经验做法。许昌市成为唯一一个既在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又被
中央媒体集中巡礼报道的地级市，向全国展示了“高口

碑”的城市形象！ 2015 年 12 月，许昌市被国家发改委
等九部委列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7 年 4 月
23 日，许昌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顺利通过水利
部和省政府的联合验收，成为全国第二个、全省第一个
通过验收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2017 年 10 月，许昌
被命名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陕西、河北、山东、山西、
青海等 40 个省外团队，省内其他 17 个省辖市和部分县

（市）先后到许昌参观考察、交流经验，许昌的知名度、
美誉度大幅提升。许昌宜业、宜居、宜游环境的全面提
升，吸引了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向许昌
汇聚，众多企业纷纷来许投资兴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
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南水北调是民生工程，
更是良心工程。“南水”为莲城打造了如诗如画的滨水
景观，为发展集聚了雄厚的生态优势，为百姓发放了丰
厚的民生红利，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有机统一。目前，我市人居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

“颜值”不断提高，四季可看花，满眼皆碧水绿意，被网
民推选为全省“最美城市”。2018 年，许昌城市居民的
宜居度、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均位
居全省第 1位。

水资源格局决定着发展格局。五年回首望，转身
又出发。站在新起点，“南水北调人”信心满满。我们
有理由坚信：在许昌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南
水北调人”的共同努力下，宜居许昌城必将谱写新时代
更加出彩的“南水”新篇！

捧回多项殊荣——

抢占发展先机，魅力许昌诠释“幸福”含义

安下 4177 个幸福之家——

全市有移民 17213人，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创下一项纪录——

平稳运行 1800多天，无名英雄日夜辛劳“护航”

展开一幅画卷——

河畅湖清水净，水系环绕“点亮”城市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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