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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十年来，河南精准发力
保供水安全，科学编制、合理确
定年度用水计划，精准精确调
度，目前，郑州、焦作、新乡、濮阳
等市具备了黄河水与南水北调
水等多水源储备，部分水厂建设
了配套调蓄池，全省109座供水
水厂有 72座水厂建设了备用水

源，供水可靠性和保障程度不断
提高。

为保水质安全，河南省加强
库区水行政综合执法，开展丹江
口“守好一库碧水”专项整治行
动，实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十年来全省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1270平方公里。

“我省科学划定丹江口水库
1595平方公里、总干渠971平方
公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保护
区边界建设围网 4.6 万米，设立
禁航标志 6000 米，实现丹江口
水库和总干渠保护区范围警示
标志全覆盖。”河南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刘志辉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年
河南受益人口达3500万

12月12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河南省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通水的有关情况。

“通水十年已累计向我省供水超237亿立方米，其中生
态补水42.71亿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12个省辖市市区、
52个县（市）城区和122个乡镇，我省受益人口达3500
万。”发布会上，河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申季维表示。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
水。通水十年来，河南受益人口已增加至规划阶段1768万
人的近2倍，供水效益持续扩大。

□大象新闻记者 朱圣宇

河南一批富有特色的移民村
成乡村振兴排头兵

河南16.54万移民为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饮
水思源，河南多方面发力加强美丽移民
村建设、提升南水北调移民生活水平。

“借鉴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指
导各地打造了一批环境美、乡风优、治理
好的南水北调移民村。郑州市荥阳市李
山村，平顶山市郏县马湾移民新村，南阳
市淅川县邹庄村和邓州市、社旗县等多
个南水北调移民村获得‘全国文明村镇’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等国家级荣誉称号。”河南
省水利厅副厅长杜晓琳介绍，河南统筹
移民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持续
加大对移民村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的支持
保障力度，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均等化
发展，一大批移民村在发展致富路上成
为“美丽移民村”，一批富有特色的移民
村成为乡村振兴的先行者、排头兵。

自2013年起，北京市与河南水源区
建立了对口协作结对关系。水源区对接
北京市科研院所，合作建设卢氏蜜蜂产
业基地、邓州杂交小麦产业化基地、西峡
食用菌科研中心等产学研一体化基地，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打造了“渠首印象”

“淅有山川”等一批绿色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助力水源区群众增收致富。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夏志胜介绍，十年来，水源区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约80%，三次产业结构由
21∶53∶26调整为17∶34∶49，农村和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1.45
倍、0.93倍。

河南实现丹江口水库和总干渠保护区范围警示标志全覆盖

2024年12月12日，南阳邹庄移民村庆贺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周年活动

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

通水10年来，河南省受水城
市已从规划阶段的11个省辖市市
区、31个县（市）增加至12个省辖
市市区、52个县（市），供水水厂从
86座增加至109座，供水范围逐步
扩大，受益人口已达3500万，是规
划1768万人的近2倍。

河南省受水区实行区域内用

水总量控制，加强用水定额管理，
淘汰限制高耗水、高污染产业，带
动发展高效节水行业，大力发展绿
色、循环、低碳产业。同时，南水北
调工程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
略实施以及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等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保障，为区

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战略布局提供
了重要支撑。

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中线水质
始终稳定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及
以上。通过南水北调水源置换，多
座城市生活用水实现了以南水北
调水为主、黄河等地表水为辅、地
下水应急的多水源保障格局，大幅
提高了受水区居民的用水安全，
实现了受水区群众从“有水吃”到

“吃好水”的转变，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十年来，中线工程已累计向
河南省河湖生态补水42.71亿立
方米，推动了河湖生态环境的复
苏和地下水源涵养和回升。截至
2023年年底，河南省黄淮平原区
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9.18米，较
2018年年末上升2.84米；深层地
下水平均埋深11.83米，较2018
年年末上升1.02米。

受水区群众实现从“有水吃”到“吃好水”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