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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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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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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线工程是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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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实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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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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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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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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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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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答谢人们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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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毛泽东主席提出“南水北调”的伟大设想后，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1952
～1957年，黄委会提出了由通天河引水到黄河源的方案；长委会研究了从汉江丹江口引水济淮、济黄
的方案，同时还研究了自三峡引水至丹江口的方案，从长江下游沿大运河调水的方案及从巢湖引水的
方案。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
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1959年2月，中国科学院及水利电力部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
南水北调的指导方针——“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
尽其用，地尽其利”。
随着“大跃进”的开始，南水北调工作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北方各省的水利
规划都做得很大，因此当时西线南水北调的设计规模也很大，甚至提出了“开河十万里，引水五千亿
”这样不切实际的设想，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西线调水准备采用人海战术，修建超高堆石坝、开盘山
大渠，明显不切实际。
随着“大跃进”高潮的降温，南水北调特别是西线工作也冷却了下来。
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作确定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原则、格局，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至目前
大多数的南水北调方案仍未脱离那个时期勾勒出的框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地勘查了
长江、黄河上游和澜沧江、怒江部分流域的水文、地理情况，取得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为此一些同志
牺牲了生命，那段历史值得我们铭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中，南水北调工作几上几下，基本上是北方缺水加重则上，旱情暂时缓解
则下。
但是其间中央和地方水利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江苏地区已经实现了江水北调，并形成了黄委会负
责西线、长委会负责中线、淮委会（全称“淮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东线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持续干旱和工农业的发展，华北地区水荒严重、黄河断流、生态环境恶化。
京津地区城市用水严重紧张，为此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放弃河北与天津，专供首都北京用水，天津紧
急建成引滦工程，随后为了缓解华北平原严重的城市水荒，又建设了引滦人唐、引青济秦、引黄济青
等跨流域调水和其他城市供水工程。
同时，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的重点也集中在向华北平原供水的中线和东线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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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探索与实践》是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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