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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长并且仍然在发挥作用的人工运河。南水北调工程，是当今世

界上最大的跨流域战略性调水工程。两者都是中国人民凝聚智慧和心血创造出的世界奇迹。进入新时代，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与京杭大运河牵手前行，既践行水资源配置的伟业，又推动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提升，使大运河焕发新的勃勃生机。

南水北调是依托运河而起的伟大工程

南水北调选择了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决定了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南丰北枯。近

年来，北方地区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多依靠地下水，黄淮海地区已出现大面积地下漏斗，并造

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恶性循环。面对北方地区严峻的缺水形势，除继续推进节约用水外，只有通过调

水才能缓解和最终解决北方地区的严重缺水问题。如何将水由南向北调？大运河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规

划思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围绕大运河开始擘画。即便后来又有了中线、西线工程的规划方案，最终形成

南水北调水资源空间配置四横（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三纵（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西线）的总布局，

围绕京杭大运河展开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都始终是这一宏大布局中最坚实、最饱满、最伸展的“一纵”。

南水北调的先行实践在我省围绕大运河展开。1957年，为解决淮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我省率先提

出了“以京杭大运河为纲，三湖调节，八级抽水，使江淮、沂沭泗沟通，达到引江蓄水相结合，把苏北地

区逐步建成完整的电网、抽水站网和渠系网”的宏伟规划。经过 40年的持续建设，形成了以京杭大运河苏

北段为输水主通道，江都等 9个梯级为节点，20余座抽水站为主体，数千座控制建筑物为支撑的较为完整

的江水北调水利工程体系。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管理实践，江水北调工程保障了 7市 50县农业灌溉、城市供

水、交通航运需求，有效解决了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与环境用水问题，充分发挥了其防汛、排涝、

灌溉、航运等综合功能，工程受益范围达 6.3万平方公里，灌溉耕地 4500多万亩，受益人口近 4000万。

“南水北调”后实现了“北粮南运”，使得过去“十年九灾”的贫瘠土地变成了胜似江南的“鱼米之乡”，

也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兴建提供了经验，夯实了基础。2002年，国家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和东线

工程规划时，明确提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在江苏江水北调工程基础上的扩大规模和向北延伸。所以，我

省是南水北调东线地理位置的源头，是南水北调规划的源头，也是南水北调实践的源头。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建设实施有赖于大运河的基础。有了大运河的基础，有了江水北调工程的实践积

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已是事半功倍。2002年 12月，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实施，于 2013年率

先建成通水。江苏南水北调一期工程通过与原有江水北调工程“统一调度、联合运行”，实现多年平均净

新增供水 36.01亿立方米，输水干线水质持续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显著。具

体来说，江苏南水北调一期工程有三大特点。一是投资效益高：充分利用江苏已建江水北调工程体系的调

水潜力和工程基础，投资大大节省，投资产出比极高，每净供水 1亿立方米，折算的建设投资仅 3亿元左

右。二是工程质量好：单位工程优良率 80%以上，工程实体质量居全国领先水平。三是科技创新强：先后

组织开展重大技术攻关和专题研究 40余项，整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项。

宝应站、淮安四站等 8项工程获得国家水利工程建设领域最高奖项“大禹奖”。

南水北调与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改善互相作用



大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建设与运行，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建设成功、运行顺畅的客观需要。

南水北调倒逼大运河生态环境改善。大运河流经多个大型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县乡村镇，取水口多，排

水、排污口也不少，一直以来水质状况并不理想。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利用京杭大运河为主输水线路，沿线

水污染能否治理到位、水质能否达标是东线工程成败的关键。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

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原则，江苏迎难而上，重点聚焦生态环境治理，大刀阔斧地沿着大运

河打响治理污染、保障水质的攻坚战。一是全面实施南水北调治污工程。我省根据《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

划》，实施了总投资约 133 亿元的治污工程。包括工业点源治理、城镇污水处理、尾水资源化利用及导流

工程、重点水质断面综合整治、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以及水质自动监测站等 305个项目。2013年，国家有

关部门评估认定江苏水质目标、入河排污量、工程项目均达到治污规划和治污工作目标责任状的要求，圆

满完成任务。二是强化水质保障协调配合。我省水利、环境、住建、交通等各有关部门积极落实省委、省

政府有关要求，通力协作，强化南水北调输水水质保障。成立调水工作协调小组，构建信息交流平台，建

立调水运行水质监测与预警、干线航运保障与监管、突发水质事件应急处置、水质数据共享与发布等水质

保障机制。不定期联合监督巡查干线水质，及时处置水质风险隐患。加强船舶污染防治和危化品禁运监管。

三是积极推进水环境长效管控。大运河沿线地方政府将南水北调断面水质达标纳入治污目标责任书，明确

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把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实行“一票否决制”。扬州市编制了

专项规划，把输水干线周边 340 平方公里范围划定为核心保护区，搬迁关停污染企业，实施植树造林和生

态修复。泰州市则将引江河长江入河口划为生态红线一级管控区，禁止一切形式开发和建设活动；沿线各

地持续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开展农村生活垃圾转运系统和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全面推进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通过不懈努力，大运河江苏段及相关输水河湖的水生态有效修复，水环境明显改善。

南水北调综合效益发挥推动大运河生态环境品质提升。建成投运后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其显著的工程

效益、强大的综合功能，开始反哺、推动大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品质不断提升。一是保证河湖水位，促进

水体流动。2013年，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建成通水以来，江苏已连续 6年完成送水出省任务，累计调水

约 40 亿立方米，极大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危机。同时，江苏境内新建工程也积极参与了省内排涝、

区间接力抗旱和河湖应急生态补水等的运行，提高了江苏自身的供水保障水平。常态化、大流量、持续性

地调水运行，不仅保证了运河沿线水位，也增强了自净能力和对区域气候生态的调节能力。即使今年四季

连旱时，大运河江苏段及洪泽湖、骆马湖等主要输水河湖水位均能保证在生态水位以上。二是强化节约用

水，恢复地下水位。南水北调投入运行以来，江苏紧扣“先节水后调水”，加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力

度，大力宣传水资源节约理念，不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大受水区地下水压采工作力度，到 2015年，

江苏大运河沿线及南水北调受水区压采地下水量达 3550 万立方米，提前十多年超额完成国务院压采 1300

万立方米总体目标任务，沿线地下水位回升显著，地下漏斗得到有效控制，地表水生态和水环境亦得到改

善。三是建设水生态文明，丰富水文化内涵。南水北调通水运行后，大运河逐步形成清水廊道，显著改善

了沿线城乡水环境，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水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淮安段里运河、宿迁段中运河、

徐州段大运河和古黄河都被打造为风景秀美的景观河道；洪泽湖、骆马湖、白马湖加大退圩还湖、退渔还

湖和非法采砂清理整顿力度，再现旖旎风光；徐州境内潘安湖、安国湖、大沙河西等生态湿地成为新的城

市名片；南水北调新建工程也逐渐成为运河沿线新的旅游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