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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定河
刘德泉76岁，冉连起64岁，都出生在永定河畔，

2020年春夏之交的永定河补水，让老哥俩激动不已，
他们跟着水头从官厅水库顺流而下追到门头沟山峡，
再到石景山、丰台、大兴，出崔指挥营进入河北固
安、廊坊，直至天津。20多天行程数百公里，一路奔
波，乐此不疲。

数百万年前，初生的北京小平原天润地泽、水草
丰美。孕育她的正是永定河。距永定古渡口不远处形
成了西周最早的城市——蓟。

“永定无尾闾。”其下游频繁改道、分汊漫流，
为京城遗留下大量河泉湖沼。河水下渗，经断裂带的
岩石罅隙补给玉泉山一带，方才有了喷涌不休的西山
诸泉。今天的清河、凉水河、积水潭、龙潭湖等皆为
永定故道。漫长岁月里，永定流域的森林、煤矿、岩
石、沙砾源源不断供应着城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
藉小清河、凉水河、大兴灌渠、通惠灌渠等支流，永
定之水滋润着京城过半土地。

二、无定河到永定河
冉连起，1980年从部队转业，就来到北京市水利

局工作（北京市水务局前身），“从1979年到1984年
北京5年连续干旱，当时永定河就已经基本断流，地表
没水，就只能打机井从地下抽水，北京当时为了农田
水利灌溉大大小小打了4万口机井，北京平原已经被打
成了筛子”。

曾经的永定河水量到底有多大？京西八大厂一度
都为永定来水，当年仅高井电厂一年使用的热循环水
就高达8到9个亿立方米。

冉连起的同乡刘德泉，70多年从没离开过永定
河，早年在一所中学教历史，他对于永定河的过往曾
经做过深入的探究。“历史上的永定河从来就不是一
条缺水的河流，甚至数度威胁着北京的安危。”

史料显示：元代97年，发生水灾年份52个；明
代276年，发生水灾年份116个；清代267年，发生水
灾年份达129个，其中特大水灾5次，永定河占4次。
康熙曾把治河和平定三藩、漕运一起列为亲政后的头
等大事，为让无定河从此安定下来，康熙赐名为“永
定河”。然而这条河却并未“永定”，1912年到1949

年，北京发生了6次大水灾，全部与永定河有关。
为了彻底根除永定河水患，1949年11月，新中国

刚成立一个多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全国解放区
水利联席会议上，审议了永定河流域整治开发计划，
决定立即报请中央尽快考虑治理永定河和修建官厅水
库。

1951年10月，官厅水库破土动工，它也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1953年汛期前，官
厅水库大坝建成蓄水。这年8月份，永定河上游发生洪
水，洪峰流量达每秒3700立方米，水库拦洪后下泄流
量减少到每秒800立方米，从此永定河再无水患。

然而从官厅水库建成后，为了获取水资源，永定
河上游的城市开始了对河流的“争抢”，官厅水库建
库以来，上游修建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16座、小
型水库200多座、塘坝500多座，总蓄水能力15亿立方
米；这直接造成官厅水库的来水越来越少，20世纪50
年代，官厅水库来水可达20多亿立方米，70年代降到7
亿立方米，截至2019年引黄入京之前，官厅水库上游
来水锐减到不足1亿立方米。

三、永定河退出北京水源地
永定河来水量逐年下降，伴随而来的还有水质的

变化。早在1971年，竣工近20年的官厅水库就遭遇了
一次史无前例的环境危机。如今已84岁高龄的王景华
就是彼时污染事件的亲历者。

1971年春，官厅水库出现鱼类大量死亡，周围居
民饮用水后出现头疼、恶心症状，这引起国务院和北
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王景华作为中科院生物部地理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会同北京卫生防疫站一起深入库区
调查。官厅水库上游工厂排放的污水是造成死鱼的直
接原因。

由于官厅水库水质污染直接关系到首都用水安
全，周总理亲自过问，国务院连发三份文件，由时任
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任组长的“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
导小组”迅速成立，1975年，官厅水库水污染治理初
见成效，但是上游工厂还在生产，隐藏的隐患并没有
从根本上排除。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提速、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失去流域控制的水污染排放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摘要：永定河是首都北京的“母亲河”，是北京的文明之源、历史之根，她见证了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
更孕育了灿烂的北京文化。永定河流域是京津冀区域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她串起了京津冀晋四省市的
水脉、文脉和人脉，其生态环境改善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聚焦自2018年新一轮永定河治理
以来，是如何逐步实现“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的治理目标，并在不远的将来如何重现
母亲河“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景，让曾经干涸的永定河重获新生。

关键词：永定河；官厅水库；水污染；水资源紧张；引黄入京；生态补水；节水灌溉；以水开道

大河重生之路
——永定河综合治理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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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拘无束，官厅水库上游污染由过去单纯的工业污染
变成了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三大污染源共存，官厅
水库上游来水呈现富营养化，枯水期水质甚至劣于地
面水V类标准。1997年5月官厅水库被迫退出北京市生
活饮用水源地。

四、痛定思痛
官厅水库因水污染被迫退出首都饮用水源功能，

对于当时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北京来说，几乎是一个
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韩丽，北京水科院水务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
她回忆1999年到2007年，一到夏天北京水务圈就会很
惆怅，许多地方甚至机井、自备井都打不上来水，山
区、门头沟会限时供水。当时北京用水缺口高达15~16
亿立方，密云水库几度告急，库存总是维持在最低状
态。“2014年南水北调之前，北京水资源量是每人不
到100立方，比以色列这种缺水的国家还要低，不到人
家的1/3。为了保证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当时北京河
湖处于严重干涸状态。”

国际水利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人类使用一条河流
水量的40%就达到警戒线，会对生态有严重影响。而我
们对永定河水量的使用，达到了97%，永定河所在的海
河流域更是超过了100%，整个华北地区都处于严重缺
水状态，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勉强维持。

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平均地下水位是
3米，到2000年的时候，平均地下水位就已下降到11.6
米，2010年这个数字则变成了26米。

冉连起回忆在万般无奈之下，一项集节水、治污、
水保管理于一身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出台，冉连起就曾参与了《规
划》的起草。《规划》第一次对永定河治理提出了全流
域治理的概念，即上游在采取节水、治污、水保等措施
下，每年能向下游输送两亿立方米以上的水。

然而这样一部在当时理念相当超前的水利规划，
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阻力。首先是钱由谁出，当年上
游治理费用采用中央和上游省份各出50%的方案，但即
便是这样对于上游省份来说还是背上了财政负担。另
一方面则是在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由于上游省份因
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也面临着缺水的现实，所以项
目落地后，节余出来的水并没有往下游放，而是留在
了当地。当时水务人内部有句话颇具玩味：“局部改
善、整体恶化”。

五、上下游联动重塑母亲河
时间进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上，着重谈到了我国水治理中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而且还特别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治水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个要素。这让
很多治水人嗅到了治水理念上将发生的重大变化。

杜国志，曾经在水利部规划计划司供职多年，他
直言河流治理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牵
涉多个省市地区就更复杂。和永定河情况类似，美国
田纳西河也是流经美国东南部多达7个州。为了摆脱田
纳西河灾害频繁以及全美经济危机的困境,1933年美国
政府决定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对全流域进行了统一
规划。经过50多年的开发与治理,不仅流域经济得到巨
大发展,流域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永定河治理能否复刻田纳西河的经验呢？2017年，
对于杜国志来说是职业生涯中值得铭记的一年，元旦刚
过，杜国志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水利部，成为最早参与
筹建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的水利人。2018年6月28
日，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国内首
家由国家层面组织推动、以河流生态治理为目标、跨省
级行政区的流域治理投资公司开始运营。

杜国志坦言：“我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这次体
制创新一定能赢，这是我和永定河共同的机会。”

没有活水，生态治理便无从谈起。规划团队将目
光锁定在了千里之外的万家寨。20世纪90年代，山西
为了解决省内用水紧张问题，花费重金上马山西有史
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万家寨引黄入晋。借道山西把万
家寨的黄河水引入北京显得顺理成章。

2018年12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京津冀晋
四省市及永定河流域投资公司签订了《永定河生态用
水保障合作协议》。协议对生态用水的价格、计量等
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标志着永定河流域上下游
各省市在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
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黄河水真的来了！2019年开展的永定河实验性
生态补水，通过万家寨引黄工程、册田水库、友谊水
库、洋河水库等向官厅水库调水3.3亿立方米，首次实
现了黄河和永定河的历史性“握手”。2020年春，永
定河再次大流量引黄入京，联合调水总计约1.7亿立方
米，北京段5月12日实现全线通水。

千疮百孔的河床上，永定河水时隔25年再次奔
涌。冉连起、刘德全一路“赶水”至天津，激动得泪
盈眼眶。

六、生态补水何时能把输血变造血
黄河水来了，能持续多久？难道永定河永远要靠

黄河水续命吗？徐海洋，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农
业发展部副总经理，他目前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
节水，这也被看作是永定河恢复造血机能最重中之重
的工作。

2014年数据显示永定河20亿立方的供水量，其中
有13亿立方都是农业用水，占66%，而生活和工业用
水分别占12.5%（2亿多立方）和17.5%（3亿多立方
米），生态用水量只占了3%。距离恢复生态的用水量
差了两到三倍。

徐海洋曾经在水利部灌溉排水中心工作，20年
来一直做农水工作，他直言全国灌溉用水量是3600万
亿，粮食产量20连增，之所以能增产是因为灌溉面积
增加了30%—40%，但是用水量还维持不变。

2019年，徐海洋去永定河上游张家口调研，第一
次去看春灌就把他和同事震惊了，地里的水面能到20
多厘米高，南方种水稻也不过如此，而他们种植的是
玉米、牧草，这些耐旱作物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水。经
过统计测算，永定河中上游灌溉一亩地平均用水量竟
然高达280立方，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160到170立方
的标准。

为什么本就缺水的地区，农业灌溉却如此豪放？
徐海洋经过调研发现，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大概在40到
70块钱一亩地，不按水量收费，而是按亩收费，老百

（下转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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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生产技术课程结合生产项目化教学，季节性
很强，每一个关键生产环节任务的完成，就是一个项
目，一种类型蔬菜的生产也是一个“项目”。项目设
置时打破原有章节顺序，紧密结合生产季节的农事操
作安排课程教学，按照生产流程序化，便于学生课堂
学习和基地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蔬菜生产技术课程还可以通过生产任务驱动、模
块技能组合模式选取内容，实施教学。课程典型工作
任务以技能模块组成，每个学习任务对应相关的生产
任务，每一个生产任务由若干技能项目支撑，生产管
理中按照工作流程序化单项技能，以工作任务为驱动
进行单项技能训练。课程教学中学生分配在不同的岗
位上承担不同的生产任务，每个生产岗位依据技能和
能力要求，提出不同的学习、训练任务。

四、改革教学评价方式
蔬菜生产技术学习的评价，要把重视知识性考核

转变为注重职业能力考核，考试形式由过去单一的理

论考试转变为实践技能考核为主的综合考核。要把过
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将学生自评、教师评
价、学生互评相结合。在考核过程中更加注重考核的
全面性、具体性、可操作性，将笔试、口试、技能考
核、日常操作考核、生产任务完成效果等纳入考核的
重要内容，从而更能真实、客观、科学地体现学生对
课程的掌握情况，有利于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

五、结语
总之，蔬菜生产技术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

不断改进的过程，现在个人所做的只是一个开始，
今后还要不断地探索，以寻求这门课程更好的教学方
法，使蔬菜生产技术这门课程能够得到更多学生的喜
爱和认可。

（作者单位：文安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姓很容易产生我越多灌我越赚的想法。而另一方面，
对于灌区来讲，他们的主要收益就是卖水，卖得越多
挣得越多，虽然过去行政上灌区有节水的义务，但是
节水并不增加职工效益，工资不增加一分。

徐海洋意识到如果仅上节水设施，不改变老百
姓的意识和转变灌区的体制机制，节水无异于空谈。
2019年是徐海洋最忙碌的一年，寻找到合适的灌区作
为试点是他工作的重心。“前期签订协议非常耗费精
力，有一个试点两万亩地牵涉到100多个用水户，需要
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签订。”工作难度之大，超出
了徐海洋的预期，“几次想打退堂鼓，不过想想干了
20年农水，能自己亲手打造一个完备的灌区，这辈子
也值了。”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目前已经准备启动两个试点
灌区，按照徐海洋估算，农业灌溉用水最终将节约出
1.41亿立方。

七、道法自然
此次引黄入京，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出了“以水

开道”的新思路。水务部门放任水头自己蜿蜒行进。
卫星地图显示，水头行进的路径基本符合历史河道走
向，并依现状地貌有所调整。“以水开道”是遵循
“道法自然”的哲学：只有尊重自然、借势治理，成
果才能保持得更长久。

河水左冲右撞，在河床上形成陡坡、缓坡、塌
陷……这些都被水科院专家韩丽带领的勘探小分队详
尽记录了下来，“毕竟从黄河调来的生态补水量是有
限的，怎么把有限的水发挥最大的效益是我们的主要
目的。”

韩丽带领的小分队会将河道的高程、形状、闸
坝、蒸发量、地下水回补量的信息数值都输入电脑，

建立数值模型，也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数字永定河，
用水力学的方法模拟水在河道里流淌的过程，这样就
能知道下次应该从万家寨调多少水，怎么放水，放得
安全、高效，水流得更远，水质更好，这些全都是根
据数值模型来判断、参考，作为下一步调整治理方案
的重要依据。

八、大河重生
2019年首次引黄入京后，门头沟陈庄村的一处泉

眼，时隔三十年再现汩汩清泉。“泉水是甜的，还是小
时候的味道。”村民陈小年特意买了几条虹鳟鱼，放养
在泉眼旁的水洼里，“虹鳟鱼最挑剔，水质特好才养得
住。养了仨月，肥了一圈儿呢。”随着永定河的生态修
复和全线通水，流域地下水进入快速恢复期。市水文总
站监测显示，与通水前相比，三家店以下形成水面面积
2100公顷，地下水埋深平均回升2.19米。

鱼虾水鸟逐水而生。2020年春天永定河通水，
黑豹野保站的站长李理全程开展了流域生物多样性监
测。在他的镜头里，绿头鸭、天鹅、白鹭、苍鹭等水
鸟，纷纷随着水头南下，给京城增添勃勃生机。大河
日渐苏醒，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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