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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长江委成功防御汉江秋汛，丹江口水库实现 170
米满蓄目标，三峡水库第 13次蓄水至 175米，流域控制性水库

群蓄水量首破1000亿立方米。

长江流域防洪规划修编有序推进，完成洞庭湖四口水
系综合整治工程可研阶段工程总体方案，陆水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开工建设。

印发引江补汉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合规性审查意见，协调指
导鄱阳湖水利枢纽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前期工

作，完成 16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水网建设规划审核，精准

实施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水量调度。

组织开展河湖库“清四乱”等专项督查，建立并完善 85条

跨省河流和重点湖泊生态流量监管工作体系，加强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管，严打非法采砂。

编 制 印 发《智 慧 长 江 建 设 顶 层 设 计（2022—2035
年）》，汉江、丹江口、江垭皂市三个数字孪生工程完成先
行先试任务，完成数字孪生三峡 2023 年度实施方案、数据
共享清单编制，长江流域全覆盖水监控系统开工建设。

23 条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全部获批，编制金沙

江等 8 条流域水量调度方案，组织完成 85 个县（区）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复核。
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配合做好水法、防洪法、《长江河

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修订工作，持续开展丹江口水库
及上游流域保护立法研究。

2024 年，长江委将进一步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完成流域防洪规划修编，全面做好防大汛准备，开展典
型洪水调度推演，拓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范围。

加快推进引江补汉工程建设，配合做好南水北调
工程总体规划修编和西线工程前期工作，组织编制
西南区域水网规划，科学推进河湖水系连通。

深入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做好长江
经济带涉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加强河湖生态保护
修复，强化幸福河湖建设，持续强化生态流量管控，加强
丹江口水库及其上游水质安全保障，全面做好采砂管
理、水土保持等工作。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持续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持续强化重要跨省江河流域水量调度管理，
精细做好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水量调度，加强重点监
控用水单位监督管理。

大力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完善数字孪生长江框
架建设，构建数字孪生长江技术支撑体系和标准体系。
推进以数字孪生丹江口为“龙头”的数字孪生汉江流域建
设，继续深化数字孪生试点建设，强化建设成果应用，拓
展业务应用体系，推进长江流域全覆盖水监控系统建设。

开展长江保护法配套法规研究建设，完善省级河
湖长制等联席会议机制，健全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
机制。

盘点2023，长江水利这一年 2024，长江水利这样干

长江委：大江奔腾鉴初心 千帆竞发新征程
□贾茜

江潮澎湃起，大江换新颜。2023年

的长江，注定在时光中刻下独有的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进一步推

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谋

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的高瞻远瞩，指引长江保护治理开启

新征程。

汉江秋汛防御与汛后蓄水实现

“双胜利”，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群蓄

水量首破千亿立方米大关，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规划修编初步完成，清理整

治河湖库“四乱”（乱占、乱采、乱堆、

乱建）问题常态化，长江流域全覆盖

水监控系统开工建设，流域 23条重要

跨省江河水量分配实现全覆盖……

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水利部坚强领导

下，积极践行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六条实施路径”和强化流域治理管

理“四个统一”，全面推进长江流域水

利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新时代万里

长江新图景。

“军团”作战 硬核御洪

2023 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汉江秋

汛成为关键词。监测显示，2023年汉江

秋雨期间，汉江流域降水量较常年偏多

1.2倍。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丹江口

水库连续发生两次入库洪水过程，汉江

防洪迎来“大考”。

“水旱灾害防御是流域管理机构必

须扛牢的天职，更是节假日期间必须抓

好的头等大事。”长江委党组书记、主任

刘冬顺对汉江秋汛防御工作作出部署。

自9月下旬，长江委先后发出17道

调度令精细调度丹江口水库，第一时间

会同陕西、湖北、河南省水利厅科学联

合调度石泉、安康、潘口、三里坪、鸭河

口等干支流控制性水库拦洪削峰错峰，

以一曲群库“合鸣”彰显洪水调蓄功力。

一个个决策部署，一道道调度指

令，一队队前线专家……从委领导到

基层防汛职工，长江委职工放弃休

假，将万家团聚的“中秋节”“国庆节”

过成了加班加点的“劳动节”，有效保

障了江河安澜和流域百姓平安团圆。

在应对汉江第 1号洪水过程中，长

江委通过汉江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

累计拦洪 11.9 亿立方米，避免了汉江

中下游水位超警戒。在迎战汉江第 2
号洪水过程中，水库群累计拦洪 5.6亿

立方米，圆满实现丹江口入库洪水与

汉江中下游区间洪水错峰的调度目

标，避免了仙桃至汉川河段超保证水

位及杜家台蓄滞洪区分洪道分流。

安澜 2023，长江水旱灾害防御工

作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双

启动”应急响应、“双通报”汛旱情、“双

叫应”预警提醒，充分发挥长江防总办

公室平台作用；200余处国家基本水文

站点提档升级全面推动……我们见证，

汛前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拓展至

125座；我们欣喜，三峡水库第 13次蓄

水至 175 米，流域控制性水库群蓄水

量首次超过 1000 亿立方米；我们笃

行，强化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旱涝同

防同治，成功应对上半年流域持续枯

水影响，确保沿江城乡供水安全、农业

灌溉需求和长江黄金水道畅通，优化

三峡等水库消落和汛期运行水位支撑

发电保供，充分发挥水工程综合效益。

构筑抵御水旱灾害的坚强屏障，

积蓄应对水旱灾害的磅礴力量，长江

委上下同心、接续努力，守护大江岁岁

安澜。

长江之水 润泽中国

截至 2023年 11月 13日，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供水突破 600亿

立方米。北上清流，是长江对北方最深

情的守护。

随着南水北调、引汉济渭、滇中引

水、引江济淮等一系列跨流域调水工程

的建设，长江在国家水网总体建设布局

中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已成为我国最

主要的水资源输出地，年引调水规模近

200亿立方米，惠及1.5亿人民。

全面启动西南水网建设规划编

制工作，编制洞庭湖四口水系综合

整治工程可研报告；印发引江补汉

工 程 初 步 设 计 报 告 合 规 性 审 查 意

见；协调指导鄱阳湖水利枢纽等重

大引调水工程和重点水源工程前期

工作；完成 16 个省份省级水网建设

规划审核……2023 年，围绕《国家水

网建设规划纲要》，长江委以重大引

调 水 工 程 和 骨 干 输 配 水 通 道 为

“纲”，以区域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和

供水渠道为“目”，以控制性调蓄工

程为“结”，深度参与国家水网建设

规划，切实做好长江流域内省级水

网建设规划指导，为加快构建国家

水网提供服务保障。

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

高效、绿色智能、循环畅通、调控有

序”的国家水网，全面增强我国水资

源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战

略储备能力，长江委责无旁贷。在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运行过程中，长

江委人不舍昼夜，精准精确实施水量

调度，助力工程平稳应对汛期防御洪

水、冰期安全输水、枯期稳定供水、适

时加大流量等诸多考验。在滇中引

水工程建设过程中，长江委人攻克技

术天堑，开展大量规划论证与勘察设

计研究，全身心托举超级工程从梦想

照进现实。

水运连着国运。长江委不断优化

长江流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布局，提升

流域水资源保障能力，推动构建现代

化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努力在更高水

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大美河山 只此青绿

2023年 10月 10日下午，习近平总

书记现场考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

城区段。这段被誉为百里长江“最美岸

线”的工程，主体部分由长江委长江设

计集团牵头设计。

打造沿江沿河沿湖绿色生态廊道，

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长江委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

“工程建设前，这里可谓‘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我们以修复长江

岸线生态环境、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

化为核心，通过加强岸坡防护、治理堤

外滩地、布局长江文化主题展示区等

综合措施，建设长江滨江生态廊道。”

长江设计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

全面加强流域重点河湖生态流

量监管，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

控，推进长江中下游河湖水系连通

和生物通道恢复试点，开展国家地下

水水质监测站水质监测，实施河湖库

“清四乱”及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

理整治“回头看”，创新完善水土保持监

管方式，开展三峡水库等生态调度……

长江委人的 2023，有山水的秀色，

有生态的底色，还有水利人的本色。

驾驶执法船在寒风中仔细搜寻每

一处浅滩、水汊，以最强的决心打击长

江非法采砂行为。长江委全年暗访江

段 1.5万公里，联合多部门开展巡江检

查，指导各地查获非法采砂船。马不

停蹄地奔波，只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河流生命，关键在于生态。围绕提

升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这一核心，

长江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将“共抓大保

护”的初心使命“写”进母亲河的碧波中。

数字赋能 对话未来

2023 年 10 月 12 日，当水浪再次

拍打丹江口水库右岸 170 米水位线，

满蓄捷报再次传来。

首次运用的数字孪生丹江口，充

分发挥“四预”（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功能，数字赋能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作为我国首个在大型水库满蓄

中深度运用的数字孪生工程，数字孪

生丹江口通过自主研发多领域技术，

为大国重器装上“智慧大脑”。

“数字孪生丹江口就像丹江口工程

在数字世界里的孪生兄弟，通过对丹江

口水利枢纽全域数字化映射，形成与物

理世界实时同步的数字孪生，对大坝性

态、库岸稳定、水质状况开展精准化模

拟，支撑智慧化决策，让科学处置‘跑’

在风险前面。”长江委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介绍。

数字技术，对话未来的语言。

2023 年，长江委稳步推进数字

孪生汉江、丹江口、江垭皂市先行先

试项目建设，目前三个数字孪生系

统已全部完成先行先试任务，并通

过水利部终期验收。长江流域全覆

盖水监控系统建设开工动员，数字

孪生安全监控感知预警能力建设项

目扎实推进，流域 L2 级底板地理空

间数据建设基本完成，长江智慧水文

监测系统全面投用，首次上线长江口

潮位预报系统，启用全国首个水文年

鉴在线汇编系统……相关成果在应

对 2023 年汉江秋汛、支撑丹江口水

库实现 170 米蓄水、南水北调中线供

水水量分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

能、提升能力”的要求，长江委人将聚力

开展算据、算法、算力建设，加快构建具

有“四预”功能的数字孪生长江体系。

协同治理 勇破藩篱

2023 年 8 月，长江委印发关于国

能神华九江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取水申

请的行政许可决定，同意该公司从长

江取水，并通过与湖口县马迹岭水库

管理站进行水权交易获得用水指标。

这是我国首例涉及水权交易的取

水许可，为长江流域丰水地区创新水权

交易作出了有益探索。

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做好初

始水权分配与交易，落实水资源刚性

约束制度，推动全社会节水，是全面

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水平

的必然选择。

2023 年，长江委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工作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

单”：23 条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

案已全部获批，编制金沙江等 8 个流

域水量调度方案，印发实施嘉陵江

等 6 条河流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和赤

水河等 3 条河流年度水量分配方案；

建立并完善 85 条跨省河流和重点湖

泊生态流量“日预警、周处置、月通

报、年考核”监管工作体系，完成金

沙江、雅砻江等 6 条跨省河湖 36 个

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复核与

保障先行先试。

长江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

既要“立梁架柱”，还要“添砖加瓦”。

2023 年是长江保护法实施两周年，长

江委致力于完善相关配套法规，配合

出台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

度管理办法，修订长江河道采砂管理

条例。与此同时，持续推进水利立法

和政策研究，完善防洪法条文修订内

容 ，对 水 法 修 订 草 案 稿 提 出 修 改

建议。

强化流域治理管理“四个统一”，建

立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

制和“长江委+省级河长办”协作机

制，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

诉讼协作机制，完善长江流域水资源

调配协调机制……长江委不断强化

协同治理，凝聚治水合力，奏响长江

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合奏曲”。

滚滚长江万古奔流，治江弦歌赓

续不辍。展望未来，长江委将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扛牢使命责任，勇于担当作

为，提升履职能力，凝心聚力推动新阶

段长江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

本版图片除署名者外由
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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