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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技术

“最聪明的大坝”释放
发展新动能

在湖北省公安县境内太平口处，有一道

54 孔的北闸，是进洪闸；在湘鄂交界的公安

县黄山头镇，还有一道 32 孔的南闸，是节制

闸。两闸驻守南北，守护着江汉平原、洞庭

湖平原这个“鱼米之乡”。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治理开发长江的第

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30

万军民齐上阵，75 天主体工程竣工，创下了

水利工程建设的奇迹。

大江大河奔涌依旧。经过多年不懈努

力 ，我 国 水 利 工 程 规 模 和 数 量 已 居 世 界 前

列。依托江河防洪、城乡供水、农田灌溉等

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两岸粮食安全、供水安

全、生态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水 资 源 是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基 础 性 要

素。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水利摆在基础设施

网络建设的重要位置，“十四五”规划同样提

出 加 强 水 利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作 为“ 两 新 一

重”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大水利工程在强化

水旱灾害防治、优化水资源配置、改善水生

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

程、西藏拉洛水利工程、重庆渝西水资源配置

工程……2020 年我国提出重点推进的 150 项

重大水利工程清单，目前已开工 45 项。智能

化、信息化成为这些新开工工程的共同特点。

“最聪明的大坝”，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大

坝问世以来收获的美称。白鹤滩水电站大

坝研发了一套用于感知和分析内部环境、监

测大坝工作状态的“神经系统”。坝体内埋

设的上万支监测仪器，能感知温度、风速、变

形等信息，反馈给“神经中枢”——智能建造

信息管理平台进行分析判断，并将结果推送

给现场管理人员，实现建造运行全周期精细

化管控。

据介绍，大坝自开浇以来没有产生一条

温度裂缝，标志着我国已掌握大体积混凝土

温控防裂关键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电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十四五”规划的

关键词。正在推进的各项重大水利工程，无

疑将推动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释放出巨大

的综合效益。

生态补水

碧波荡漾输送产业
转型“活水”

退水闸门打开，总量达 2.21 亿立方米的

生态补水自南向北、由西向东，汇入位于华

北平原的滹沱河、大清河、白洋淀。历时 33

天，7 月 9 日，水利部、河北省联合启动的夏季

生态补水结束，长达 53 公里的干涸断流河段

重现碧波。

作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滹沱

河却一度河床裸露、垃圾遍地。南水北调中

线滹沱河倒虹吸工程穿河而过，2015 年 2 月

至今，该工程已向滹沱河生态补水 35 次。滹

沱河因此重获新生，成为游人如织的“网红

打卡地”。

南水北调是我国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

源的骨干工程。东、中线全面通水 6 年多来，

累计调水 440亿立方米，带动沿线生物种群数

量和多样性明显恢复。在山东省南四湖，栖

息鸟类达到 200 种、15 万余只，绝迹多年的小

银鱼、毛刀鱼再次出现，其支流白马河还发现

了素有“水中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

如今，“江河岸线就是生态红线”已经成

为当地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共识。长江流域，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沿线各地腾退

岸线 158 公里，滩岸复绿 1213 万平方米；黄河

流域，中游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率达到 53%，

下游河口三角洲湿地面积逐年回升，生物多

样性明显增加。

日益清澈的江河不仅改善了区域生态

环 境 ，还 为 沿 线 输 送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活

水”。

1 万平方米的智能温室、100 亩的农事体

验园、十几座日光温室大棚……位于滹沱河

沿岸的正定县塔元庄村现代农业科技生态

园，集农业生产和观光旅游于一体。瞄准城

市“菜篮子”，村集体成立果蔬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 450 亩，村民自愿入股，定期收到

分红。同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建成蔬菜加

工厂，生产出的蔬菜瓜果等优质农产品供不

应求。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丹江

口水库附近的河南省淅川县，2003 年工程启

动至今，全县 338 家造纸、冶炼等企业关停并

转，40 多个大型建设项目因环保不达标被否

决，带动全县传统产业走上绿色发展道路。

数据显示，目前，丹江口渠首及水源地高效

生态经济林面积达到 38.7 万亩，山区农民人

均收入的 30%以上来自林果业，高效生态产

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绿电”生产

高峡平湖加速能源
结构调整

6 月 28 日，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

组完成 72 小时带负荷连续试运行，正式投产

发电。两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高速转

动，将金沙江的水能资源转化为电能，源源

不断送往华东地区。

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是什么概念？一台

百 万 千 瓦 机 组 运 转 一 小 时 ，可 发 电 100 万

度。如果将一个普通家庭每月用电量按 200

度计算，机组运转一小时，可供一家人用电

400 多年。据测算，白鹤滩水电站年平均发

电量将达 624.43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 1900

余 万 吨 标 准 煤 ，相 当 于 减 少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5160 万吨、二氧化硫 17 万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发

展绿色低碳转型，需要进行能源革命和科技

革命。其中，占据我国碳排放总量近 90%的

能源领域，减排降碳潜力巨大。从产业结构

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半左右来源于发

电供热领域。因此，提高水电、核电等清洁

能源比重，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

之路。

位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水量充沛且落

差 巨 大 ，水 电 富 集 程 度 居 世 界 之 最 。 据 测

算，我国西南地区的长江水系中可供开发的

水电总量，可以达到 8 个三峡大坝的总装机

容量。

在金沙江水电基地的规划中，大大小小

20 余座水电站将金沙江变成由一个个水库

相连接的“平湖”。白鹤滩水电站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后，将与三峡工程、葛洲坝工程，以

及金沙江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等

一起，构成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金沙

江上游蕴藏的丰富水能资源将借助超高压

或特高压电网转送至华中、华东地区，成为

“西电东送”的主力，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

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除供给侧能源结构加速调整外，构建绿

色低碳的工业制造业体系，推动工业可持续

发展和转型升级，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

“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借此契机，中国能

建葛洲坝集团在工业制造领域探索低碳转

型路径，开展技术设备系统性改造，引入先

进的水泥纯低温余热发电技术。据统计，通

过节电、节煤、减碳、减排等措施，该集团水

泥生产线每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85 万吨，相

当于种植 2333 公顷森林。

治 水 兴 水 谱 新 篇
—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佟欣雨

7 月 30 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坝”的

葛洲坝水利枢纽迎来投产发电 40 周年。据

统计，葛洲坝电站已累计生产清洁能源近

6000 亿千瓦时。

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长江河段上的

葛洲坝水利枢纽于 1970 年 12 月开工，1988

年 12 月整体建成、全部机组并网发电，是 20

世纪我国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建设、制造安

装、运行管理的最大水利枢纽工程。

据介绍，下一步，企业将继续围绕国家

能源战略和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围

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高清洁能源和

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

（王自宸、伍志尊）

“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

40 年生产清洁能源
近6000亿千瓦时

陕西省汉中、安康、商洛 3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保护地和涵养地。近年来，

当地推进茶产业发展，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带动 77.9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图

为汉中市南郑区小南海镇秦家坝村村民在采摘夏茶。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系

统，有“华北明珠”的美誉。然而，随着机械

船的增多、上游企业排污、生活污水直排等，

白洋淀水质曾逐年下降。

2017 年河北雄安新区设立后，从流域治

理角度出发，统筹考虑水量、水质、生态三大

要素，通过补水、治污、清淤、搬迁等措施进

行综合治理。

为做好白洋淀生态补水工作 ，河北省

水利厅成立协调小组，谋划建立白洋淀生

态补水长效机制，连续多年向白洋淀进行

补水，目前累计实施生态补水 10 多亿立方

米，对改善白洋淀生态和水质起到了重要

作用。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海梅说：

“2020 年白洋淀水质达到近十年的最好水

平，实现了‘全域Ⅳ类、局部Ⅲ类’的目标。”

（曹国厂、秦 婧）

“华北明珠”白洋淀

累计实施生态补水
10多亿立方米

相关链接

近年来，西藏相继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联网工程 4条“电力天路”，主电网实现全区 74个

县（区）全覆盖，惠及近 330 万名群众。图为位于加查县境内的西藏首座大型水电站——藏木水电

站。 新华社记者 刘洪明摄

高峡平湖造福人民。大禹治
水流传千古，中华民族同江河水
患的斗争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们党领导开展大规模水
利工程建设，实现了从“人水对
抗”到“人水共生”的跨越。

2021 年 6 月 28 日，金沙江白
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白鹤”首度“亮翅”。白鹤滩水电
站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全球单
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
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
造的重大突破。

习主席致信祝贺金沙江白鹤
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强
调：“希望你们统筹推进白鹤滩水
电站后续各项工作，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新征程，新时代的水利事
业呈现哪些新特点？如何贯彻新
发展理念、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