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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关注

跨干渠公路跨干渠公路

太行山脚下的干渠太行山脚下的干渠

南来之水，润泽北方。南
水北调工程不仅浸润着沿线亿
万人民的美好生活，还有力促
进沿线河湖生态环境的向好与

复苏。今年是我市南水北调生
态补水的第7个年头，通过南水
的不断滋润，市域范围内的大
沙河、卫河、共产主义渠等河湖

水质得到显著改善，天然河道
得以阶段性恢复，水生态环境
的改善提升明显，实现了水清
湖绿景如画。

水生态环境改善提升明显

本报讯（记者 李文奇）一渠通南北，
清流润万家。12 月 10 日，我市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座谈会在凤泉区召
开，来自社会各界近百人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气氛浓厚、反响热烈。市
水利局党组成员、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
障中心主任秦岭就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和
我市用水情况进行了通报。秦岭表示，南
水北调是国之大事、世纪工程、民心工
程。今年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
面通水的第 10 年。10 年来，我市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城市，牧野儿女舍小
家、为大家，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

者克服点多、线长、面广，时间紧、任务重
等困难，如期建成通水，唱响了用足、用
好、用活南水北调水资源的时代赞歌。全
国人大代表买世蕊等人作了发言。

据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于丹
江口水库，全长 1432 公里。南水北调中
线总干渠新乡段全长 77.7 公里，流经辉
县市、凤泉区和卫辉市。

会前，参会人员来到我市南水北调干
渠，参观了老道井分水口门、干渠节制闸
孟坟倒虹吸工程等处，深入了解南水北调
工程的历史背景、规划设计、建设过程和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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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清水润泽牧野大地
10年累计供水11.8亿立方米 220万人受益

□记者 李文奇

“通水10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已累计调水超760亿立方米，沿线受水区1.85
亿群众喝上‘南水’。作为沿线受水城市，新乡
市已累计供水11.8亿立方米，生态补水1.4亿
立方米，受益人口达220万人，供水水质始终
保持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这是12月9
日，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通过媒体发
布的一组数据。

今年12月12日，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
配套工程通水10周年的日子。南水北调工程
已成为我市城市供水的生命线，对优化水资源
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河湖生
态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重要作用。

惠及我市220万城乡居民

据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源于丹江口水库，跨河南、河北、
北京、天津4个省市，全长1432
公里。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新
乡段全长 77.7 公里，流经辉县

市、凤泉区和卫辉市14个乡镇、
99个村庄。新乡段工程于2007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11 月
工程完工，2014 年 12 月通水运
行。我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共

有 4 条供水管线，总长 75.56 公
里，概算投资 13.67 亿元，向市
区、辉县市、卫辉市、新乡县和获
嘉县的9座受水水厂供水，惠及
我市220万城乡居民。

提升生活品质 增强幸福感

“南水”水质软、水垢少，对
于居民而言，清澈甘甜的丹江
水显著提升了生活品质，进一
步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在辉县市、凤泉区等曾经
水资源匮乏的县区，南水北调

工程更是给其带来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居民们告别了浑浊苦
涩的地下水，不仅改善了生活
质量，也减少了因水质问题引
发的健康风险，满足了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有着数千年

历史的百泉，素有“中州颐和园”
“北国小西湖”美誉。前些年，由
于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泉眼干
涸，这里一度被当地居民戏称为

“跑马场”。通过南水北调生态
补水，百泉湖逐步恢复了生机。

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丹江水如同甘露般滋润
着牧野大地，不仅解决了我市
水资源短缺难题，还促进了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优质的
丹江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稳

定的水资源支撑，吸引了更多
产业项目落地，促进了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心连心化工、白
鹭化纤、九多肉多食品集团等
行业名企成为用水大户，丹江

水成为保障企业高效生产和
转型升级的重要资源，助力企
业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
展，有力带动了区域经济的持
续增长。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