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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规划水利
新春伊始，中央又颁发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

决定》。显然，今年的《决定》聚焦水利。水是世间万物生命之源泉，粮食、生态安全的基础，经济、社会发展

的命脉，国家、人民安居的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是缺水的人口大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

界 1/4，而未来的 20 年是我国处在人口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水资源需求量将从目前的

近 6000 亿立方米起以 2%~3%的速度增长，水问题必定是我国治国安邦的大事，决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

经历了多灾的 2010 年，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趋势初露端倪，我国现有的水利设施已经难以应对如此严

峻的形势。因此，《决定》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规划水利，对于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十分必要。国

家决定投资 4 万亿元建设水利，此时此刻，综观全局、辩证思考、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处理好各种关系显

得尤为重要。
开源节流，发挥节水潜力。
所谓开源指的是通过各种水利工程，拦蓄更多水资源加以控制、利用，从而实现时空调剂，弥补我国

水资源不均匀的短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投资水利工程万亿元，成绩卓著，建成水库 8.6 万余座，供

水能力达 6591 亿立方米。 此外，引滦进津、引黄济青工程，实现了跨流域调水，东、中线南水北调工程已

部分建成。 在青睐调水时，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节水措施的巨大潜力。 节水不仅投资小，而且收效快。 据统

计，我国灌溉面积已达 8.77 亿亩，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70%，但各灌区水资源有效利用系数往往低于

40%，喷灌、滴灌面积的比例低下，因此，通过渠道防渗、管道输送、改造沟畦、地膜覆盖，推广喷灌、滴灌、
微灌等措施和技术，节约数百亿立方米水资源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城市中，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循环水、中水系统，推广节水

洁具等也可以节约大量工业和生活用水。 再者，防治水污染就是最重要节水措施。 我国有 7 条大江，主要淡水湖总库容达 800 亿

立方米以上，如果我国江湖的水质得到改善，那么缺水形势可以得到缓解。 此外，开源节流还要大力依靠科技支撑，积极发展和推

广海水淡化、人工降水等技术。
应对水患，增强防灾意识。
近年来，世界水患损失日益严重。 究其原因，除了人口密集、经济发展外，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2005 年卡特丽娜飓

风的威力尚记忆犹新，2011 年南太平洋的雅斯飓风又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损失。 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台风数量和强度均在增

加，强台风、超强台风警报常见诸报端，随之带来的暴雨也超过预期。以 2010 年为例，我国洪水与次生地质灾害的受灾人口超过 2
亿。另一方面，我们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应对各种自然灾害，除了按照应急预案救灾外，尤其要增强防灾意识，重视防灾

工作，做到有备无患，以减少人员伤亡。 我国现有的水库、堤坝要加固除险；在山洪易发的山区城镇，要科学规划，适当避迁；对于

大城市特别是低洼地段，要改善排水系统，建造避难所；深化对气象、水文、地质灾害规律的认识，提高对灾害发生时间、地点、路

径、强度、演进的预报水平；继续治理大江大湖，建设管理好蓄滞洪区，健全流域防洪预报、决策、调控枢纽；在山区和小流域，建立

专群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 即使在雨量充沛的地区，也要对可能发生的旱情有所防范。
利用水电，积极有序开发。
相比其他的能源形式，水电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兼有灌溉、供水、防洪、航运之利，而且它可以在电网中发挥调峰、并网的独

特作用。 但是，水电与环保之争由来已久，我们必须比较得失，权衡利弊，审慎而行。 三峡工程曾经过长期论证才决策。 16 年施工，
蓄水至 175 米，“高峡出平湖”。 26 台 7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面运行，累计发电量 4000 亿度以上，效益显著，尚需关注环境治

理。 因此，在水电站的建设中，必须通过严格环境评价的法律程序，客观评估工程的实际效益，并实事求是地阐明由此带来的对生

态环境、地质灾害、河流演变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弥补措施，才能造福人民。 要妥善安排移民问题，对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出境河

流，还要考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迄今，我国已经开发了 200GW 的水电资源，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增加装机容量 178GW，年发电

总量可以达到 19230 亿度，建设任务依然艰巨。 如果我们能积极、有序地开发大西南丰富的水电资源，不仅能满足我国日益增长

的能源需求，而且必将在确保我国能源利用中非化石能源达到 15%的指标，为实现我国在

哥本哈根会议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迎来了水利建设又一个春天。 虽说我国历史上有夏

禹治水的古代传说，李冰父子都江堰灌渠的不朽功绩，但我们将要实施的是在中华大地上

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宏伟工程。 在未来工作中，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经

过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深信《决定》所描绘的“人水和谐共处”的蓝图必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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