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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津市宝坻区的尔王庄水库
1983年7月投入使用。如今，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和新中国首个跨流域
大型引供水工程的输水管线在此交汇。

“2014 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向
天津供水，与引滦供水体系实现互通，共
同构成了天津的‘双水源’保障格局。尔
王庄水库是重要枢纽，全市‘双水源’调
度就是通过这里实现的。”天津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引滦尔王庄分公司副总经理赵
玉岚说。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津滨水厂承担
着将引江水供至宁河区、滨海新区等地
的任务。2022年底，津滨水厂完成二期
扩建工程后，峰值供水规模提升至每日
75 万立方米。“这一规模接近引滦前天
津全市水厂的总供水能力。”津滨水厂党
支部书记、副经理岳莹说。

“引滦、引江水来之不易，每一滴都
要得到充分利用。”王洪府说，多年来，天
津始终把节水作为一项战略措施常抓不
懈，启动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
城镇节水降损、非常规水利用“四大攻坚

战”，努力实现以用水微增长支持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

在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自建的污水处理站里，8 个污水池依次
排开，初步处理后，污水又经过双膜深度
过滤，生产出达标的工业用水流入车间。

“进厂的污水大多是居民使用后的
废水。目前，污水处理站日处理量已达
4.2万吨。”荣程钢铁能源中心主任潘玉
桐说。

2022 年，天津供水总量 33.55 亿立
方米，其中再生水利用率由 2015 年的
30%提高到2022年的45%。

在天津生态补水和置换超采地下
水 等 方 面 ，引 滦 水 仍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2022 年天津深层地下水年开采量
已降至 0.49 亿立方米，2018 年至 2022
年，天津深层地下水平均水位埋深上
升9.4米。

截至目前，天津市万元GDP用水量
仅20.57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8.48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722，用水效率位居全国前列。

◆引来的每一滴水都要充分利用
河北省迁西县，另一座引滦入津工

程纪念碑矗立，战士形象的雕塑俯视着
脚下的滦河水，与天津的纪念碑共同见
证着一条河流里的协同发展。

“这里水质已经连续30个月保持在
地表水Ⅲ类及以上水平了。”站在潘家口
水库大坝顶端，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引滦工程管理局水文水质监测中心副主
任王少明感慨万千——就在 7 年前，水
面上还是密密麻麻的网箱。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约 70 平方公
里，其中约50平方公里位于河北省承德
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20世纪70年代
末，水库开始蓄水，淹没宽城县 4 个乡
镇、17个行政村，共有移民23000多人。

“蓄水淹没了耕地，我们放下锄头拿
起网。”宽城县桲罗台镇白台子村村民李
健民说。

2000年左右，库区周边的渔民开始
大规模发展网箱养鱼，收入也随之提高。

然而，投放的饵料、鱼类的粪便导致
水库水质快速恶化，长期劣Ⅴ类的水体
散发着腥臭味。顺流而下，引滦入津工程
下游的天津于桥水库2016年蓝藻暴发。

2016 年 10 月，为彻底消除水污染，
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河北启动潘家口、

大黑汀水库网箱养鱼清理，到2017年5
月全面完成时，共清理近8万个网箱，累
计出鱼8.6万吨。

正当“拆网卖鱼”的李健民再次为前
途和生计担忧时，2017年6月，《关于引滦
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第一
期正式签署，中央及津冀两地3年共安排
资金15亿元解决上下游水环境问题。

“谁受益，谁补偿。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之下，两地探索出的跨行政区生态
补偿机制，为流域生态实现协同共治破
了题。”王少明说。

在上下游共同努力下，潘家口、大黑
汀水库水质由劣Ⅴ类逐步恢复到了Ⅲ类。

如今，这个生态补偿协议已签署了
三期，拿到了补偿款的李健民开起了农
家院。“库区水好了、风景好了，吸引了大
量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游客。”他说。

不仅仅是拆除网箱，天津市水务局
局长李文运说，近年来，在水利部海委和
河北省的大力支持下，引滦水源地污染
源得到明显清理，滦河上游水土流失等
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潘家口水库、大黑汀
水库、于桥水库动植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引滦全线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Ⅲ类及以上
标准。

◆协同共治破解生态难题

在海河起点、天津发祥地三岔河口，
一座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静静矗立了40
年。碑顶白色的“母子盼水”雕塑，诉说
着这座城市对水的渴望。

20 世纪 70 年代，华北地区持续干
旱，人们不得不超量抽取地下水。供水
最紧张时，几百万市民的城市，日供水量
被压缩到60万吨的极限，老百姓喝的都
是苦咸水。

“1981年，我从南方调来天津上班，
同事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黄黄的，乍一
看还以为是茶水。”孙大海说，那种苦咸
的味道他至今难忘。

1981年，“引黄济津”实施，但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引滦入津”已迫
在眉睫。

经过周密的路线勘测和先期准备，
1982 年 5 月，引滦入津工程正式开工。
在装备工具相对落后的20世纪80年代，
完成输水线路长达234公里的引滦入津
工程谈何容易！

“引水隧洞工程是最艰巨的，需要穿

越燕山山脉，在近 200 条断层中修建一
条通道。”在天津市引滦工程隧洞管理中
心工作40年的付国群说。

人民子弟兵承担起了这一重要任
务。

原铁道兵第八师师长刘敏生前接受
记者采访时回忆，经过反复演练，他们创
造性地使用了“长洞短打”的方式，从上
方建设多个斜井下到深处，分段开凿。
除了施工困难，塌方、漏水更是每天都要
面对的危险。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刘敏曾
这样说。

1983年9月，共有160多个单位直接
参建、施工高峰期间有17万义务劳动大军
和民工参与的引滦入津工程开始供水，比
原定时间提前两年，9月11日，甘甜的滦河
水流到了天津人民的茶杯中、餐桌上。

“40年来，引滦入津工程累计向天津
安全供水332.8亿立方米，有力地支撑了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让天津重新焕发生
机。”天津市水务局副局长王洪府说。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

新华社记者 李鲲 黄江林

不久前，天津举办的一场纪念引滦
入津通水40周年展览上，一张红色卡片
将不少人的思绪拉回到了40年前。

这就是茶票！1983 年 9 月，当清澈
的滦河水从河北流入天津的千家万户，
天津市委市政府发放“茶票”，让市民兑
换茶叶，请大家喝茶。

“现在 50 岁往上的人都记得，海河
水过去又苦又咸，泡茶不好喝，滦河水来
了，我们才能喝上好水好茶。”市民孙大
海说。

40年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跨流域大
型引供水工程，引滦入津为天津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见证了津冀两地协
同合作孕育出的强大生命力，更推动水资
源高效利用，成为一座“流动的丰碑”。

碧 水 长 流 润 津 门
——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40周年记

在天津三岔河口拍摄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2023年8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