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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 60 岁生日的密云水库为北京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从“大水缸”“后花园”迈向“聚宝盆”
本报记者夏子麟、魏梦佳、田晨旭

8 月末的北京已褪去了暑热。在北京东北
郊密云区，巍巍燕山怀抱深处，一座浩渺水库，
犹如一颗深山明珠，碧水如镜，分外清凉。这里
是华北地区最大水库、北京最大地表饮用水源
地——密云水库。

9 月 1 日，这座被誉为首都“大水缸”的重
要水库迎来 60 岁生日。六十一甲子，当建设者
的激情岁月成为永恒印记，50 多万密云百姓和
新一代水库运行管理者仍在为守护首都“生命
之水”不懈努力，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蓬勃发
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也在保水与富民间
孜孜求索。

“北京人每喝三杯水中，有两杯来自

密云水库”

密云北部山区，在 66 米高的白河主坝之上
放眼远眺，总库容 43.75 亿立方米、最大水面面
积 188 平方公里的密云水库一片烟波浩渺，深
蓝色的水面随秋风泛起涟漪。潮白河水从水库
缓缓流出，自北向南穿过北京城东部。

谁能想到，眼前平静流淌的潮白河，曾是泛
滥成灾的洪魔。500 多年间，潮白河的洪水曾 5
次侵袭北京，8 次淹天津，冲垮房屋 2.2 万间，
致使 38 万人受灾。洪涝成灾的同时，京津地区
又严重缺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发展及
人口急剧增长，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与日俱增。解
决潮白河水患并破解京津“水荒”困局，成为新
中国成立后迫在眉睫的大事。为此，1958 年，由
周恩来总理亲自勘定坝址、京津冀 20 多万民工
参建的“千年工程”密云水库正式开建。

“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石头都是一点
一点用大筐背上来的，有的是靠手推车”。如今，
遥望这座宏大水库，81 岁的罗连恒至今仍记得
参与水库建设时的艰辛，耳边似乎还响起机械
的轰鸣声和齐心协力的打夯声。当年，他和队员
们在隧洞内从事爆破打洞等工作，虽然冒着塌
方危险，任务繁重，但谁也不叫苦。

如今，在位于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内的
密云水库展览馆内，通过展陈介绍及一件件建
库使用工具的模型，人们仍能想象当初虽艰辛
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据说，这次大会战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
一个突出事例是，“独臂英雄”李世喜带领 22 名
青年组成突击队，负责运土上坝。为超额完成任
务，他想办法改装小车，一次能装七八百斤，还
在车子两侧各加两三个土筐，使工效提高一倍
多，成为工地上的标兵。

经过 20 多万人艰苦奋战，历经 700 多个日
日夜夜，“高峡平湖”的密云水库最终于 1959 年
实现拦洪，次年 9 月建成，铸就了一座新中国历
史上的治水丰碑。这座水库终结了潮白河水患，
充分发挥了拦洪蓄水、灌溉农田、城市供水、水
力发电四大功能，真正实现了化害为利，使得京
津冀的安全用水有了保障。

60 年来，密云水库累计为京津冀供水 390
多亿立方米，其中向北京供水约 280 亿立方米，
年均供水量 6.5 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供出 320
多个昆明湖的水量。曾有一种说法是：“北京人
每喝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来自密云水库。”

水源保障的背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流域
内各区县的默默付出，特别密云百姓的巨大牺
牲与奉献。从 1958 年至 2003 年历经 3 次大规
模搬迁，共 102 个村庄、6.9 万多人迁出；修建
水库占用耕地 28.6 万亩，占当时密云耕地总面
积四成多；10.4 万亩“押宝地”全部退出耕种，
94 个“库中岛”全面清理，水库一级保护区畜禽
养殖全部清退，300 多家企业关闭，网箱养鱼撤
出……为守护这一库清水，密云从曾经的种粮
大县变成了缺粮县，移民怀着“舍小家、为国家”
的朴素情怀离开故土，放弃养家糊口的生计。

“保水是密云首要的政治责任。”密云区委
书记潘临珠说，多年来，密云人民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加强水源保护，加大环境治理，来保护几
辈人舍家弃业修建起来的密云水库，使库区水
质长期保持国家地表水Ⅱ类水标准。

为缓解首都水资源紧缺，2014 年底，来自
丹江口水库的江水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进入
北京，滋润京城，也使密云水库近几年来得以休
养生息，水库蓄水量持续攀升。来自北京市密云

水库管理处的数据显示，2019 年 10 月，密云水
库蓄水量达到 26.8 亿立方米，为新世纪以来最
好水平。

“密云水库是首都的生命之水，是首都防汛
的顶梁柱，更是首都供水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主任、密云水库流域市
级河长办常务副主任刘大根说，水库建成 60 年
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南
水”进京后，密云水库既是首都战略水源地，又
是南水北调来水调蓄库，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去
年底至今年上半年，南水北调北京段干线检修
期间，密云水库又成为北京城市供水的主力水
源，累计向北京城市供水近 6 亿立方米。

从“九龙治水”到“一龙管水”

早上 8点，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水上执法
分队队员郭钦东就和同事们整装待发，乘上快艇，
开始了“乘风破浪”的巡护任务。“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密云水库”，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快艇如离弦之箭在水面疾驰，留下一道白
浪，时而惊起几只水鸟。有没有人翻越围网进入
水库钓鱼，有没有破坏环境，队员们都需要仔细
搜寻。100 多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水上分队
30 多名队员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地对水库进行
巡护，一次巡护需要半天时间。

从 1998 年开始，郭钦东就在密云水库工
作。因为库区湿度大，即便是炎炎夏日，队员们
也要穿着秋衣秋裤，还要忍受风湿病的困扰。每
逢周末和节假日，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密云水库流域北京境内划分为一、二级保护
区和准保护区，其中一级保护区为长约 110公里
的环库公路以内，面积 273平方公里，涉及密云 7
个镇、43个行政村，现有常住人口 3万多人。

“这么大范围，这么多人，之前水务、渔政、城
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摊，职责分不清，各自为政，
力量分散，劲儿也使不到一块儿。”郭钦东说。

2014 年，北京市政府印发《进一步加强密
云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完善密云水
库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施策、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加大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力度。2016 年，由北
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和密云区环保、农业、城
管、国土等 7 个部门的 90 名执法人员组成的密
云水库联合执法大队孕育而生。

在此基础上，密云继续深化保水体制改革，
于 2018 年成立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将区级
131项涉水执法权统一授予综合执法大队，在
全国率先实现特定区域综合执法。

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宇兴评介

绍，目前密云已建立完善区、镇、村三级保水体
系并配备保水力量。“水库的保水工作从‘九龙
治水’到‘一龙管水’，加强了顶层统筹，形成保
水合力，使执法能力和效率得到显著增强。”

为防止人员进入库区，库区周边还建设了
300公里长的围网，实施库区封闭管理。水库的一
级保护区还被细分成 160个网格，2000多农民通
过“绿岗就业”成为库区的“保水网格员”。网格员
们每天在各自区域内巡查、看护，发现问题及时
上报，由执法人员依法行政，实现网格化管理。

除了人防、物防，技防也很重要。站在密云
水库智能化指挥管理调度系统的大屏幕前，执
法人员可通过监控看到水库各个卡口、重点区
域的监控画面。

宇兴评说，目前正在建设由 390 多个摄像
头组成的密云水库智能监控系统，预计在 8 月
底将全部完工。

2019 年，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共清退钓
鱼、游泳、游人共 2409 人次，制止放牧 7 起，清出
车辆 450辆，共立案 334起；2017年至 2019年还
和公安部门配合破获了 3起水库“电鱼”案件。

加强库区保水体系建设只是北京市一系列
强化密云水库水源保护的举措之一。刘大根说，
近年来，北京市水务、生态环境等部门坚持部门
联动、市区协同、京冀携手，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全面落实流域河长制，探索建立基于水质水量
的京冀水源保护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统筹“山水
田林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推进上
游保水、库区保水、护林保水、依法保水、政策保
水，确保了首都水安全。

从“大水缸”“后花园”迈向“聚宝盆”

退耕还湖、畜禽禁养、水库封闭管理，啥都
不让种、不让经营，库区群众的生计怎么办？

“密云水库经历了 60 年的风雨，老百姓为
修建水库、保护水源无怨无悔，做出了很多牺
牲。”潘临珠说，“为了不让保护水库的群众吃
亏，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保水富民之路，让绿水
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密云区溪翁庄镇尖岩村位于密云水库白河
主坝附近。1958 年，为修建密云水库，本在白河
岸边的这个小村庄庄整建制搬迁，建立新村。新
村土地资源少，平均下来每人也只有二分多地，
再加上村子承担着保水的生态任务，不能发展
养殖业，村民的收入来源单一。

村里环境脏乱差，没有像样的产业，村民人
均只有几分地，靠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想
起当初回家乡挑大梁时面临的多道难题，尖岩

村第一书记王淑平仍然记忆犹新，“我当时就下
定决心，不把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好，我绝不走！”
这一干就是 8 年时间。

尖岩村盛产油栗，王淑平瞄准了这一特点，
带领村民重点打造“栗子宴”，并确立了民俗旅游
主导产业。通过近几年的持续打造，尖岩村“栗子
宴”初具规模，全村已有 170 多户搞起了民俗旅
游。产业搞起来了，村民的收入也增长了，2018
年，尖岩村成功摘掉“低收入村”的帽子。

“这是栗子鸡、栗子炖肉，这里还有栗子做
的各种小吃、栗子酒……”60 岁的尖岩村村民
吴贺云坐在自家的农家院里，骄傲地展示手机
画面中自己的厨艺作品。曾经是低收入户的她，
几年来靠着经营农家院和“栗子宴”的手艺，日
子过得十分红火。

尖岩村是密云近年来探索绿色发展的一个
缩影。靠着强有力的保水措施带来的“绿水青
山”，带动了当地全域旅游业蓬勃发展。如今，密
云正着力将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形
成重点项目带动、闲置资源利用、文化村落发展
等 7 大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促进民众增收。

2018 年起，密云计划用 5 年时间打造乡村
旅游“十百千”工程，即打造 10 个精品乡村旅游
项目、提升改造 100 个精品乡村酒店、提升发展
1000个精品乡村旅游项目。2019年，密云接待游
客 830.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4.9亿元。

为了让库区农民顺利转产、转岗、转业，密
云区政府还出资扶持库区农民发展养蜂、露地
菜田、现代高效果园、果品安全生产基地等 7 类
占地面积小、科技含量高、污染少的特色农业项
目。截至目前，共确定产业项目 16 个，涉及资金
上亿元，有效助力了低收入农户脱低增收。通过
“一镇一业”产业发展模式，板栗、苹果、葡萄、梨
等林果都成了库区乡镇的致富法宝。

凭借独具优势的自然环境，密云还通过政
策及资金扶持发展特色养蜂产业，打造“蜂盛
密匀”品牌。目前，全区蜂产品年产值近 1.2 亿
元，362 户低收入农户通过养蜂实现了脱低
致富。

山水田园，画境密云。“密云水库经历了 60
年风雨，密云人民为了建设水库、保护水源无怨
无悔，付出巨大牺牲和奉献。”潘临珠说，“未来，
密云的水库、山林，不再只是京城的‘大水缸’和

‘后花园’，还将成为山区农民的‘聚宝盆’，实现
保水与富民融合发展。”

在尖岩村村口，一个船型的标识即将树立，上
面书写“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几个大字。“船儿”
承载着密云人民新的希望，破浪而行，驶向远方。

祁连山脚，戈壁滩上，蓝天与远山之间一抹翠
绿映入眼帘：绿柳掩来路，果子满枝头，一排排由
沙枣树、松树、侧柏组成的生态林直面戈壁。

这里是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下四坝村村民徐
文国的林场。“种上林子，挡住风沙，日子才能过
好。”他说。

金昌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这里曾经风沙肆
虐，土地荒漠化严重。1994 年，金昌市第一次荒漠
化普查结果显示，全市沙区总面积 695.77 万亩，
占当时行政区划面积的 48% ，风沙线长达 237
公里。

徐文国记得，地里苗子刚发芽，一阵风沙便卷
走了一年的希望。最后，他只能和村民一道，丢下
庄稼地，进城谋生活。

上世纪 90 年代末，金昌市植树种绿斗风沙，
为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给予一定的
补贴。

“被风沙欺负这么多年，有了政策支持，就要
把它治一治。”徐文国在外务工多年，时常还会想
起村里风沙漫天的场景。他明白，只有挡住了风
沙，家乡发展才有希望。

在乱石滩上种树，谈何容易。可是，困难大，徐
文国的决心更大。他用铁镐一点一点刨出树坑，一
天下来，手上的老茧被磨破，晚上吃饭拿筷子
都难。

“要做一个有技术的农民。”徐文国为了种树，
成了当地农技中心的“常客”。渐渐地，他成了村里
的种树高手，树苗存活率能达八成。

几年下来，荒凉的戈壁滩上，出现了星星点点
的绿色。

一排排树木构筑起一道道防风固沙“墙”。
“墙”后，徐文国再次耕种起那几十亩庄稼地。

“挡住了风沙，庄稼自然就好种了。”他说。
这几年，金昌市将防沙治沙与产业富民相结

合，徐文国又办起了家庭林场。
在家庭林场里，徐文国种了杏树、李树等经济

林木，既防风固沙，又有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舍饲
养殖牛羊 200 多头（只），饲料则主要取自林间套
种的牧草。

治沙又致富，老百姓种树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纷纷参与到“植绿”接力中。金昌市林草局副局长
张珙说，从 1994 年至今，金昌市共完成治沙造林
235.42 万亩。全市涌现出一批造林大户、家庭林
场、农民合作社等林业经营主体，酸枣、肉苁蓉、大
接杏等沙产业也初具规模。

一片绿海，就是一本致富经。现在，徐文国靠
着林场每年能收入近 20 万元。他感慨说，绿能生
金，绿就是金。

（记者周圆、李杰、杜哲宇）
新华社兰州 8 月 12 日电

暑热渐渐散去，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西官
房村广阔的稻田中，绿油油的水稻正茂盛生长。
细看田地里，不少小螃蟹探出头来，在水稻间悠
闲地吐出串串气泡。

和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村民王德亮蹲在田
埂旁，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

“前不久投了一批蟹苗到田里，现在看着稻
蟹长势都好，我就放心了。”王德亮说。

今年 51 岁的王德亮是西官房村有名的种田
好手。随着周边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不少村民
选择外出务工，王德亮却一直坚守在田间地头。

稻田怎么样，老王最内行。
此前，村里环境脏、水质差，土地收成也不

好。“当时村民的生活污水到处倒、垃圾遍地
是，小河沟都成了臭水沟。”王德亮回忆说，村里
的土地多是盐碱地，受到周边村镇污水排放的影
响，灌溉农田的双桥河水质也一直不理想。虽然王
德亮不辞辛苦地劳作，但水稻产量只能达到每亩
五六百斤。

近年来，西官房村的稻田迎来了发展转机。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 2018-
2035 年）》方案提出，在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之间
建设 736 平方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区，开展水生
态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其中，西官房
村被划入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一级管控区的
范围。

三个污水处理站陆续建成、双桥河水质不断
提升……随着绿色生态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西官房村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村庄面貌焕
然一新。

灌溉水质的改善以及水系的打通，给西官房
村传统的稻田种植提供了“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2019 年，双桥河镇引入“稻蟹混养”模式，西官房
村将土地集中流转再开发，在部分田地开展示范
试点，老王成了村里“稻蟹混养”的带头人。

虽然老王种稻经验丰富，但“稻蟹混养”却
是头一遭，最初他的心里也直打鼓。“没想到，
到了去年的收获时节，水稻不仅每亩增产 200
斤，河蟹也个个肥美，每亩收益跟过去比翻了一
番。”王德亮自豪地说。

如今，稻田一侧的水渠中水流清澈、鱼翔浅
底，几只鸟儿展翅飞掠稻叶，不时在田埂间落脚栖
息。王德亮望着远处正飞过的鸟群说：“在田里耕
作时，时常能看到白鹭等等这些之前没见过的候
鸟。水质好了，水渠里的鱼儿也多了，还引来了不
少野鸭。”

据天津市津南区委书记刘惠介绍，经过两年
多的努力，仅津南区就植树造林 3.12 万亩，栽植
乔灌木 212 万余株、地被花草和水生植物近 65 万
平方米。“我们希望在生态屏障区打造绿树、鲜花、
植被、碧水相互映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
为京津冀地区增加一叶‘绿肺’，使人民群众得以
共享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成果。”

（记者刘惟真、王井怀、刘英伦）
据新华社天津 8 月 24 日电

双桥河清引蟹来

戈壁披绿又生金

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26 日电（记者安路蒙、
王靖）初秋时节，站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
郊外的天骏山远眺，美景尽收眼底：近处的天骄
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游人如织，梯田式花海层层
铺开，矿坑“天池”清澈见底；远处的城区映衬在
蓝天白云下，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平坦通畅。

近些年，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地、素有
“红城”之称的这座北方小城，下大力气破解生
态环境问题，推动革命老区转型升级，崛起为一
座生态宜居的绿色新城。

在天骏山生态修复及景观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挖掘机、装载车不停地穿梭，工人们正在平
整坡地、铺设路石。“目前部分矿坑已经修复完
成，被打造成生态旅游景点。去年 7 月向公众开
放后，很受游客青睐。”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体
育局副局长任建飞说。

20世纪以来，天骏山一直是乌兰浩特市的
重要采石点，长期开山炸石形成了 12 座废弃矿

坑，加上水土流失，造成山体裸露、植被覆盖率
低。“一刮风，尘土满天飞，山坡上荒草丛生，大
坑里堆满建筑垃圾。”51 岁的冯海文家住附近
村庄，年轻时他就在山上拉石头车。十几年前，
当地停止上山采石，但遗留下来的生态问题却
难以好转。

2017 年，乌兰浩特市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和“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试点城市。借助转型机遇，乌兰浩特市以天
骏山为重要抓手，大力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并推
进旅游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社会
优势。

任建飞介绍，当地政府邀请国内知名设计
院制定了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规划，总投资近
20 亿元，打造占地近 400 公顷的天骄天骏生态
旅游度假区。如今，该项目 A 区建设已初具规
模，绵延 2000 多米的马头形廊桥、漫山遍野的
格桑花海、依山形成的清泉叠瀑等景观，让游客

一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
旅游景区的打造离不开科学的生态修复。

当地政府因地制宜修复废弃矿坑，在原貌基础
上进行清理加固，并在矿坑中注水成潭，形成独
特的“天池”景观；裸露山坡则被改造成梯田，种
植了 50 多类植被，打造成多彩花海。“通过生态
修复，矿坑变天池，荒坡变花海，城市伤疤变旅
游名片。”任建飞自豪地说。

生态好转后，当地百姓开始吃上“旅游饭”。
“我一辈子没离开天骏山，不过从以前的开山炸
石，变成了现在的护山种树。”冯海文说，村里很
多人都来景区务工、经营商铺等。目前自己在景
区物业公司上班，负责绿化浇水、清扫垃圾，月
工资 3000 元。

市民幸福感也大大提升。52 岁的市民崔先
生说：“以前荒山野岭的，没人愿意来。生态治理
后，现在环境大变样，我都来 10 多趟了，经常带
亲戚朋友来这里游玩。”

天骏山生态修复是乌兰浩特市推进生态
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乌兰浩特市贯
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全力推进山
体修复、河道修复、绿化提升等重点项目，不断
上演城市面貌的华丽变身。

在乌兰哈达镇稻花村的洮儿河畔，昔日垃
圾遍地的沙坑，通过生态修复治理，变成了集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神骏湾旅游度假区。景区内
有阳光沙滩、游船码头、戏水项目，成为市民避
暑的首选之地，刷爆朋友圈。游客马晓霞满意
地说：“听说家乡有个‘小三亚’，真是让人惊
喜，以后不用跑外地旅游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
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乌兰浩特市委书
记马焕龙表示，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生态“红城”已经成为乌兰浩特市的城市新名
片，优良的生态环境正转化为后发优势，为当
地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不竭动力。

推进生态修复治理，让废弃矿坑恢复“生机”

乌兰浩特：城市“伤疤”变旅游名片

▲ 2018 年 6 月 28 日无人机拍摄的密云水库。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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