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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2002年，国务院批复了《南水北调
工程总体规划》，明确东、中、西三条调
水线路，分别从长江下、中、上游调水，
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江河水
系，构成我国“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
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如今，东、
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将400多亿立方米的
长江水调到了北方缺水地区，1.2亿人直
接受益，西线工程却仍处于前期论证和方
案比选阶段。

今年的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南水北调是我国跨流域跨区
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要审时度
势、科学布局，准确把握东线、中线、
西线三条线路的各自特点，加强顶层设
计，优化战略安排，统筹指导和推进后
续工程建设。“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
提出，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
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
证。这些都为西线工程的推进指明了方
向，按下了加速键。

西线工程是南水北调工程中问题最复
杂的调水线路，各相关方在工程建设必要
性、生态环境影响、地质条件、民族宗教
影响、水力发电损失、经济可行性和水价
承受能力等方面存在分歧，导致西线工程
迟迟没有开工建设。为进一步听取各方诉
求，优选最佳方案，7月 14日至 22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何维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南
水北调西线工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专题调研组驱车近 3000 公里，深入四
川、青海、甘肃3省成都、德阳、阿坝、
甘孜、果洛、甘南、定西、兰州等地20
余个县（市、区）实地调研，并召开座谈
会广泛听取川青甘三省地方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意见建议，组织委员和专家进行研讨
交流。

调研组认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从
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及西部地区水资源短
缺的战略工程，要站在“保护好青藏高原
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
献”的政治高度，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尽
最大可能减少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影
响，把供水区的损失降到最低、把受水区
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西线不是“夕”线，而是“希”线

自1952年秋毛泽东主席提出“南方
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
是可以的”的宏伟构想以来，黄河水利委
员会已牵头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论证近
70年。先后经历初步研究阶段（1952年
～1985年）、超前期研究阶段 （1987年
～1996年）、规划阶段 （1996年～2001
年）、项目建议书阶段（2002年以来）四
个阶段。2012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组
织开展南水北调工程与黄河流域水资源配
置的关系研究、一期工程若干重要专题补
充研究。2018年 5月，又组织开展了西
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论证工作。

70年来，先后有3万余名工程技术
人员，组织500余批次西线调水勘察，涉
及调水河流有怒江、澜沧江、通天河、金
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涉及国土面积
115 万平方公里，先后形成 200 余个
方案。

70 年来的“埋头苦干”让有关西
线工程的数据研究和资料储备越来越
丰富厚实，70 年来的“议而不决”也
让不少人对西线工程的未来产生了怀
疑，“争议太大、工程难度太高，可能
不会有下文了”“现在的问题根本不在
怎么调，而是应不应该调都没有达成
共识”“即使调也必须缩小规模，少调
一点的可行性更大”等说法不绝于
耳，但黄河水利委员会一直没有停下
前期论证的脚步。

西线工程真的是可有可无吗？面对西
线工程方案设计过程中出现的犹豫与动
摇，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
设计总院副院长李原园斩钉截铁：“西线
工程事关黄河的死活，事关西部地区、民
族地区的安全和发展。虽然不能只靠长江
来救黄河，但必须先把通道打通，必须调
足够量的水！”

资料显示，黄河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
580亿立方米，近些年降到535亿立方米，
第三次水资源调查，黄河的径流量已经低至
490亿立方米，相较八七分水方案减幅达到
15.5%，径流量仅为长江的5%，但却承担
着全国15%的耕地面积、12%的人口及50
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缺水已经成为黄
河流域和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
大瓶颈。

“按照我们的设计，西线一期工程可向
黄河流域补充水资源80亿立方米，考虑退
还挤占河流生态用水以及城镇生活退水，可
增加头道拐断面生态水量 30～40 亿立方
米、利津断面生态水量约20亿立方米。对
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统、维持河流廊道生
态功能有积极作用，对于改善黄河上中游河

段生态环境状况、保障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
生态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南水北调西线项目设计副总工程师景来红
表示。

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亚平看
来，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地区由于自然地
理环境限制和水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严重滞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与东
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西
部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建设实施，可为西部
地区有效补充生产生活战略水资源，促进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国
家东西部、南北方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
战略支撑。”

“西线工程建设还可以进一步统筹国家
水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南北互济，构
建国家战略水网体系。”全国政协常委、民
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
授、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表示。

他提出，西线一期工程主要解决的是黄
河上中游及河西石羊河的缺水问题，远期可
根据发展需要，实现两头延伸，调水区线路
向西南延伸，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
等西南诸河调水，受水区供水线路从河西走
廊向西北延伸，解决河西走廊、新疆吐哈盆
地和南疆缺水问题，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我国
水安全保障体系。

目前，西线工程经过多年各方共同研讨
论证，拟采取上线40亿m3+下线130亿m3

的调水方案，其中上线分别在雅砻江干流、
雅砻江支流达曲、泥曲和大渡河支流杜柯
河、玛柯河、阿柯河兴建6座水源水库，联
合自流调水40亿m3，在贾曲河口入黄河；
下线利用金沙江规划叶巴滩水电站库区调水
50亿m3、利用雅砻江干流两河口在建水电
站库区调水40亿m3、利用大渡河干流双江
口在建水电站库区调水40亿m3，在岷县入
黄河支流洮河。

该方案已于2020年12月由水利部上报
国家发改委，这一阶段性成效，为西线工程
尽早实现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小的自然扰动，最大的生态价值

在充分认识西线工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和中西部地区发展重大战略意义的同时，
也要深刻认识到，西线工程作为超大规模的
国家战略工程，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东中
线工程、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一样，不可避
免会对生态环境、社会民生带来一定的
影响。

“西线工程地处川青高原，区域生物多
样性丰富，分布有众多环境敏感区及珍惜保
护动植物，生态环境问题敏感复杂。从
2000年起，水利部持续开展西线工程生态
环境影响论证工作，目前上报的方案存在的
主要生态环境影响问题是占压（穿越）自然

保护区、对调水河流生态水量影响、对珍稀
保护物种影响等方面。”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副司长李明介绍说。

从大渡河流域上游丹巴河段的岷江柏木
集中区到马柯河川陕哲罗鲑栖息生境，委员
们一路上边看边听边思考边交流，将西线工
程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逐一列出：

西线工程显著提高了调水区河流开发利
用率，削减了调水河流坝址下游约三至四成
水资源量，对河流下游生态环境造成一定
影响。

工程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工程建设将
对沿线分布的大熊猫、川陕哲罗鲑、白唇
鹿、云杉、岷江柏木等国家珍稀濒危保护动
植物生存栖息造成一定影响。

工程区域分布有三江源等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水源水库和输水隧洞不同程度地淹没
和穿越了部分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
存在一定的环境制约性因素。

工程建设面临高地应力、地震带等复杂
地质因素影响，隧道施工面临岩爆、大变
形、塌方乃至突泥涌水等灾害风险，施工条
件复杂、难度较高。

工程隧洞穿越距离长，工程量大，施工
期竖井、支洞等临时辅助工程建设将产生大
量弃渣，对区域森林、草地、河湖等生态系
统造成一定影响。

此外，工程建设周期长达10年，涉及
移民搬迁、工程建设、生态补偿、电力补偿
等多个方面，投入较大。

对于这些不利方面，委员们的共识是：
西线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可控，面临
的困难有条件解决，不存在对生态环境的重
大影响或不可抗力的制约因素，但必须对存
在问题进行逐一研究、深入论证，寻求有效
解决方案，力争把工程对生态的扰动影响降
到最低。

“新建水源工程对自然保护区主要是淹
没影响，可以通过优化工程方案和布置，尽
可能减少淹没面积，避免淹没核心区，不可
避免的，按照规定和要求采取相关保护措
施，尽可能减低生态环境影响。”全国政协
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
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许强表示。
“西线一期工程规划输水线路 740 公

里，隧洞长度 731 公里，占线路总长的
98.8%，输水线路均以地下隧洞方式穿越自
然保护区、穿越大熊猫栖息地，对生态环境
影响不大，但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修复和弃
渣妥善处置，采取措施尽可能减轻对生态环
境的不利影响。”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
副主席、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曹卫星说。

“下线输水线路穿越白唇鹿栖息生境，
但施工高程均在海拔3100米以下，低于其
3500米以上主要栖息生境；下线双江口水
电站库区淹没范围涉及岷江柏木和红豆杉集
中生长的区域，可采取移栽方式缓解影响；
川陕哲罗鲑栖息地位于上线的霍那水库坝址
下游28公里处，调水后径流可恢复至调水
前的70%左右，对鱼类及栖息地影响程度
可控。”中国地质调查局水资源调查监测中
心首席科学家李文鹏表示。

“西线工程是个生态工程，一定要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严
守生态安全的底线。‘惹不起’的地方，我
们就‘躲一躲’，要用最小的自然扰动，实
现最大的生态价值。”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
土地总督察姜大明总结道。

■充分论证基础上的科学规划

在调研组看来，西线工程虽然还没有具
体的开工时间表，但其实需求迫切，需要进
一步加快规划方案比选论证工作，用两年左
右时间开展重大问题研究，两年左右时间进
行立项决策论证，力争在“十四五”期末
实现开工建设。

“这里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总的基
调应该是：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确有
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
程论证原则，切实满足西部地区最紧迫和
最必要的用水需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
补偿机制和水资源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流
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
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河北省委会副主
委、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
员会规划建设发展部副部长沈瑾认为，建
立西线工程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制非常必
要。“建议成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建设
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相关负责同志任组
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生态环境
部、自然资源部以及调水区、受水区省
（区）政府共同参与，协调推进西线工程方
案比选论证和规划建设工作。”

“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证也不是单由一个
部门就能完成的，要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分工合作。”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
常委、水利部调水管理司司长朱程清提
出，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开展规划方案总体
论证，水利部牵头开展工程调水规模论
证，生态环境部牵头开展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自然资源部牵头开展环境地质调查和影
响分析，国家林草局牵头开展工程建设对自
然保护区和陆地生态系统影响论证，国家能
源局牵头开展调水区水电开发影响评价，为
西线工程立项决策提供官方权威的科学
依据。

虽然西线工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并没
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充分汲取南水北
调东中线和其他调水工程的经验教训十分必
要。“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科学审慎论证方案，使西线工程的论
证更加科学、环保，确保拿出来的规划设计
方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实现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李原园表示。

“建议从中央层面通盘优化水资源配
置，统筹兼顾长江和黄河的生态保护、环境
治理和水量调度，科学研判气候变化对长期
供水的影响，合理确定工程调水规模和总体
布局，调水规模宜大不宜小，取水水库宜少
不宜多。”王光谦说。

调水与节水的关系也是委员们关注的重
点。大家认为，应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在全
面加强节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前提
下，统筹加强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管理，精确
精准调水，优化水量省际配置，加强从水源
到用户的精准调度，最大程度满足受水区合
理用水需求，坚决避免敞口用水、过度
调水。

姜大明提到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问
题。他认为，应加大中央财政生态补偿转移
支付力度，研究受水区对调水区的补偿方
案，加大调水区生态保护支持力度，确保调
水区生态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同时，还应参照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模式建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建
设基金，鼓励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工程规划建
设。”姜大明说。

跨流域调水工程是优化水资源配置、解
决缺水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空间均
衡”的根本措施，而西线工程是解决黄河流
域缺水问题的根本之策。虽然工程建设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有了伟大设想和科
学规划，黄河治理未来可期。

只为大江济大河只为大江济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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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谦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

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青海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卫星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
盟中央副主席，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

凌振国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原驻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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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原园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水利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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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瑾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民革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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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发展部副部长

朱程清（女）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九三
学社中央常委，水利部调水管理司司长

许 强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成都理工
大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

李文鹏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资源调查监测中心首席科学家
景来红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总工程师，南水北调西线项目设计副总工程师
王亚男（女）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总工程师
刘增力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自然保护地

监测规划处处长

调研组名单

“西线人”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崔荃的微信名字。这次调研，他和我都坐在同一辆车上。

“前面马上到双江口水电站了，这是西线下线工程的取
水口。”

“翻过这座山，就是泥曲仁达坝址。”
“一会要到的乃龙山垭口，海拔4580米，大家下车后动

作要慢一点，别跑别跳。”
“今天我们要住在色达，海拔高，植被不好，将会是高

原反应最为严重的一晚，大家要注意休息，实在不舒服可以
吸点氧。”

……
从四川经青海到甘肃，近 3000 公里的路程，每一座

山，每一条河，似乎都印在崔荃的脑海里。他不说这是四川
那是青海，而喜欢说这是雅砻江流域，那是大渡河流域；我
们口中的向南向北，在他的口中也往往变化成往上游走或者
朝下游开。西线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血液里，这是车上所有
成员的共识。也正因为有他，让我们对西线有了更为清晰、
更为鲜活的认识。

细聊之下，才知道自1987年开始，崔荃已经深入青藏
高原50余次，守望西线近34年。如今已经67岁的他，足迹
遍布西藏、云南、青海、四川、甘肃、新疆等省（区），大
小河流百余条，引水线路及坝址约120条（个），他对西南
诸河和长江水系的分布、长度、分水岭垭口高程，与黄河的
相对关系等了然于心；对每条线路的布局、特点、地形地质
等过程建设条件了如指掌；对西线调水区的生态环境、交
通、宗教习俗、民族风情及革命历史如数家珍……他被大家
称为“西线活地图”。

他参加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初步研究、超前期规划研
究、规划及项目建议书等工作阶段的全过程，创下了“从事
西线工作时间最长”“经历西线调水工作的阶段最多”和

“到青藏高原勘查的范围最大”数个纪录。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地处青藏高原，基础资料极其缺

乏。为了给调水方案的论证比选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必须反
复进行查勘，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虽然条件艰苦，但我并
不孤独，在西线的建设之路上，我有很多战友。”崔荃说。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谷水文站副站长德拥多杰和妻
子亚玛朱措就是其中的代表。夫妻俩就住在达曲河边，每天
有雨的话测雨量，没雨时测量记录河曲水位，如果水位上涨
就测流量，每天重复此程序4-5次。达曲是雅砻江重要的支
流之一，水文观测，对于掌握一条河流的基本数据十分重
要，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十分枯燥的工作，大量的数
据，需要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观测中积累，从
2001年东谷水文站刚刚建立至今，德拥多杰夫妻俩已经坚
守了整整20年。

在距离壤塘县3公里的岗木达乡，坐落着黄河水利委员
会壤塘保障基地。从2002年到2008年，从南水北调西线一
期工程第一座水库热巴水库到黄河、贾曲，几千人在320余
公里线路上取得的所有岩芯样本都存放于此，而黄河勘测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质工程师张宗凡常年守护在这里。

“这些都是宝贝，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设计论证就靠着这些资
料呢。”

一生只为一件事。众多默默无闻的西线人把青春年华铸
进了巍峨的巴颜喀拉山，把汗水和热血洒在了青藏高原奔腾
不息的江河，用信念和意志锻铸了团结协作、艰苦创业、无
私奉献、勇于拼搏的“西线精神”，谱写了一曲恢弘壮丽、
可歌可泣的“西线之歌”。

老骥伏枥壮志未减，耳顺之年再上高原。当被问起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时，崔荃只是回答，这项
工程记载了太多艰苦拼搏的故事，他和无数为之奋斗、付出
青春年华甚至生命的西线工作者一样，对它爱得深沉、眷恋
无限。调研路上，崔荃在颠簸的车上写下了一首诗：

重上康巴命中缘，巍峨青藏美依然。
钟情西线恨路长，追梦巴山愁夜短。
江黄本是同山生，相帮互济有何难？
往夕如烟事未了，我心依旧在高原。

西线人
本报记者 吕巍

调研组在四川省甘孜县雅砻江干流流域结合西线工程规划线路图实地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