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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动员大会 7 日
上午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和湖北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南水
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出席大会，并宣布工程开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

春华主持大会。南水北调集团公司负责同志
报告工程准备情况，湖北省、水利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负责同志致辞。上午 10 时 28 分，
韩正下达工程开工令。
　　引江补汉工程是首个开工的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

来，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对加快实施引江补汉工程开展了深
入研究论证。该工程实施后，将把南水北调工
程和三峡工程连接起来，进一步打通长江向
北方输水通道，增加中线一期工程北调水量，
提高中线工程供水保证率，加快构建国家水
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同时，还将向汉江中下游

补水，对提高汉江流域水资源调配能力、改善
汉江中下游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领
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中央有关部门单位
和湖北省负责同志，以及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专家咨询委员会有关专家、工程建设者
代表等共 260 余人参加大会。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开工
韩正出席开工动员大会并下达工程开工令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李思远
　　
　　 7 日，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
　　从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取水，穿山引水
194.8 公里，抵达丹江口水库下游的汉江安
乐河口，引江补汉工程联接起三峡工程与南
水北调工程两大“国之重器”，进一步打通长
江向北方输水通道。
　　引江补汉工程开工，标志着南水北调后
续工程建设拉开帷幕，国家水网建设迈出重
要一步。

  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建设启幕

　　 7 日上午 10 时 28 分，丹江口水库下游
约 5 公里处的汉江右岸安乐河口，工地上的
挖掘机、渣土车等大型机械开始穿梭轰鸣。
　　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负责建设运营的引
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首个开
工项目，可研批复静态总投资 582.35 亿元，
设计施工总工期 9 年。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后续水源，从长江三峡库区引水入汉江，输水
线 路 总 长 1 9 4 . 8 公 里 ，其 中 输 水 隧 洞 长
194.3 公里，为有压单洞自流输水。”南水北
调集团董事长蒋旭光说，工程建成后，将增加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调水量，同时可向汉江
中下游、引汉济渭工程及沿线补水。
　　引江补汉工程由输水总干线工程和汉
江影响河段综合整治工程组成。由于引江
补汉工程的出水口在丹江口水库坝下，三
峡库区的水并非直接北调，而是通过提高
汉江流域的水资源调配能力，增加中线北
调水量。汉江影响河段综合整治工程，主要
便是对丹江口水库坝下约 5 公里河段进行
整治。
　　对于引江补汉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长
江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钮新强列举了 6
个“最”：我国在建长度最长的有压引调水隧
洞；我国在建洞径最大的长距离引调水隧洞，
等效洞径 10.2 米；我国在建引流量最大的长

距离有压引调水隧洞，最大引水流量 212 立
方米每秒；我国在建一次性投入超大直径隧
道掘进机施工最多的隧洞；我国在建单洞开
挖工程量最大的引调水隧洞；我国在建综合
难度最大的长距离引调水隧洞，最大埋深
1182 米。
　　“工程输水总干线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施
工难度大，是我国调水工程建设极具挑战性
的项目之一，工程将促进我国重大基础设施
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钮新强说。
　　“工程区地处山区，沟壑纵横，山高林密，
工程野外勘测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最终找到了最佳线路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开
了极易导致隧洞灾害的强岩溶区和规模巨大
断裂带。”长江设计集团高级工程师贾建
红说。
　　引江补汉工程项目法人、南水北调集团
江汉水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必华表
示，为应对这些工程技术难题，南水北调集团
江汉水网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工程调研，积极
组织科研攻关，加强技术装备研究，加强超前
地质预报研究，为提前处理风险隐患提供保
障，开展灌浆材料和工艺研究，化解大埋深、
高水压带来的风险，推进安全建设。
　　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司长李勇表
示，水利部将督促指导项目法人建立完善质
量管理体系，保证工程建设质量，深入推行施
工过程标准化管理，切实把引江补汉工程建
成安全、放心、优质工程。

  “大水盆”联手“大水缸”：联接

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两大“国

之重器”

　　引江补汉工程为何此时开工建设？钮新
强告诉记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随着京津
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中原城市群发展
等的推进，以及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持续深入开展，受水区供水水源结构不尽
合理、区域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相对不足的
矛盾将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受上游来水形势变化及汉
江流域用水需求增长的影响，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稳定供水的能力亟待提升。引
江补汉工程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后续水
源，将联通三峡水库“大水缸”和丹江口水
库“大水盆”，把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工程
两大“国之重器”紧密相联。
　　长江三峡水库是我国的战略水源地，
也是长江流域的“大水缸”，多年平均入库
水量超 4000 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 175
米 相 应 库 容 3 9 3 亿 立 方 米 ，防 洪 库 容
221.5 亿立方米，水量充沛且稳定。
　　丹江口水库是汉江流域的控制性骨干
工程，是我国跨流域调水工程的重要水源
地，更是汉江流域的“大水盆”，多年平均入
库水量达 374 亿立方米，总库容 295 亿立
方米，正常蓄水位 170 米以下调节库容
161.2 亿立方米，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
程的唯一水源地。
　　“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
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 95 亿立方
米增加至 115.1 亿立方米。两大水库联合
构成我国重要的战略水源地，可连通长江、
汉江流域与华北地区，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主骨架和大动脉，进一步优化我国水资源
配置格局。”李勇说。
　　与此同时，引江补汉工程还将为引汉
济渭实现远期调水规模创造条件。汉江上
游引汉济渭工程年均引水量可由近期的
10 亿立方米增加至 15 亿立方米，有效保
障关中平原供水安全。
　　此外，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每年可向
汉江中下游补水 6.1 亿立方米，工程输水
沿线补水 3 亿立方米，大幅提高汉江流域
及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

  生态优先，人水和谐：打造绿

色调水工程“名片”

　　在引江补汉工程建设过程中，如何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蒋旭光表示，南水北调集
团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减缓或消除对生

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力争把这一工程打造
成绿色调水工程的“名片”。
　　在规划设计阶段，已明确输水总干线
以隧洞形式下穿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
生态敏感区，尽可能减少对生态敏感区的
影响。同时，研究提出优化施工方式、生境
修复、优化调度、水环境治理等各种环境保
护措施。
　　在工程建设阶段，建立生态环境管理
体系，将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
境保护制度，并对各项环保措施的有效性
开展跟踪监测，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举
措落实。
　　钮新强认为，引江补汉工程建成后，有
利于进一步发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效
益，增加北调水量，提高中线受水区供水保
障能力，缓解京津冀等华北平原水资源短
缺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
　　“引江补汉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汉江
补水 6.1 亿立方米，将改善汉江水资源条
件，缓解汉江中下游面临的生态环境压
力。”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胡甲
均说。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表示，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首个
开工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下一步将继续深
化东线、西线工程前期工作，推动工程开工
建设。通过南水北调后续工程规划建设，进
一步打通南北输水通道，筑牢国家水网主
骨架、大动脉，全面增强国家水资源宏观配
置调度的能力和水平。
　　据了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经各方深入研究
论证，南水北调后续规划建设总体思路进
一步明确。有关方面正在稳步推进相关工
作落实，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
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新华社武汉 7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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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管理机构自“百日行动”开展

以来抓获 1461 名犯罪嫌疑人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记者任沁沁）记者 7 日
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6 月 25 日全国公安机关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7 月 6 日，移
民管理机构共破获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 735
起，打掉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团伙 21 个，抓获妨害
国（边）境管理犯罪嫌疑人 1461 人，其中缉捕归案在逃
境外“蛇头”2 人；清理整治网上涉偷渡有害信息 3102
条，在口岸边境拦截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 1050 人。
　　公安部部署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以
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按照统一部署，严密口岸边境一
线和辖区社会面巡查管控，扎紧口岸边境管控防线；强
化专案打击，深挖幕后蛇头、组织运送网络、团伙窝点；
深化国际执法合作，严查严打偷渡等跨境违法犯罪活
动，有力维护了口岸边境安全稳定和正常出入境秩序，
对不法分子形成强力震慑。
　 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移民管理
机构将进一步深化推进“百日行动”开展，结合“獴猎”
行动、“捕蛇”行动等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专项
部署，坚持主动出击、除恶务尽，持续强化口岸边境打
防管控措施，坚决铲除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滋生土壤。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7 日公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规定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范围、条件
和程序，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引。
　　据悉，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跨境
活动日益频繁，数据处理者的数据出境需求快速增长。明
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具体规定，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防范化解数据跨境安全风险的需要，是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需要。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办法所称数据出境
活动主要包括：数据处理者将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
生的数据传输、存储至境外；数据处理者收集和产生的
数据存储在境内，境外的机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访问
或者调用。
　　办法提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重点评估数据出境活
动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或者组织合法权益带
来的风险，并明确了 4 种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
情形，包括：一是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二是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
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三是自上年 1 月 1 日
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 万人个人信息或者 1 万人敏感个
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四是国家网
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

国家网信办：向境外提供重要

数据应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这是湖北省丹江口市丹江口水库景色（2021 年 5 月 20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两图均为 7 月 7 日拍摄的引江补汉工程开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伍志尊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省市县三级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已如期达到或高于国
家基本标准，有效促进了教育资源的
城乡均衡配置，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高质量发展，多
次到中小学校、高校实地考察，强调要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
不断推进，城乡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
化，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也
更加强烈。全国机构编制部门和教育
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指导各地创新挖
潜，切实加大基础教育编制保障力度。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国家标准自
2001 年制定以来，先后两次调整，逐
步提升农村、县镇编制标准，2014 年
实现全国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的统一。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
等形成的区域间基础教育不平衡问
题，2021 年 6 月，中央编办、教育部
立足于服务人民群众、为教育事业发
展办实事，共同研究印发《关于推动中
小学教职工编制全面达到国家基本标
准的通知》，要求各地 2021 年底前实
现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量达标，
2022 年 6 月底前实现以县(含地级市
辖区)为单位全面达标。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达标要求，通
过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行业改革精简
事业编制，重点向基础教育领域倾斜；
通过建立完善编制跨层级跨地区调整
机制，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
济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入地的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保障力度；通过运用大数
据思维有效盘活空编资源，化解编制
闲置和编制不足的结构性矛盾；通过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使违规借用占用
挪用的教职工编制回归学校等，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总量显著提高。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全面达标是新
的起点。机构编制部门和教育部门将
在此基础上，持续跟进，落细落实，及
时针对学龄人口、生源结构等新变化，
不断做好区域、学校、学段、学科间师
资力量的统筹优化和动态调整，真正
把好事办好，办出实效，促进教育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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