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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饮一江水

同饮一江水，同感母亲能
　　踏着先人的足迹，当代中国人对长江水利的开发利用，达到了新水平。不仅更多地利用长

江之能，还开始刹住无序开发之风，向科学、绿色、可持续开发迈进。

主笔｜姜浩峰

“原来我一般不敢穿白衬衣，因为我们这儿煤尘大，白

衬衣容易脏，可供水难，衣服不能洗那么勤，水质

也不好，白衬衣洗完容易发黄。这几年用上南水后就不一样了！”

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国源水务公司的高广伟说这话时，脸上

挂满了笑容。12 月 12 日，正值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

面通水 6 周年，累计调水超 394 亿立方米，1.2 亿人直接受益。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南水北调工程，让生活

在北方的中国人也同样感受到了长江对自己的关怀。古代，江

头江尾的人，“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如今，不管

身在南与北——微信天天见，同饮长江水。

在南水北调工程之前，先辈们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造福

于民的历史，起码已经有两千两百多年了——公元前 256 年，

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率众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在这

一工程基础上改进的水利工程，仍在长江上游的支流上发挥着

巨大的作用。包括清代康熙年间，在四川省夹江县境内修筑的

东风堰，于 2014 年同浙江丽水通济堰、福建莆田木兰陂、湖南

新化紫鹊界梯田一起，入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踏着先人的足迹，当代中国人对长江水利的开发利用，达

到了新水平。不仅更多地利用长江之能，还开始刹住无序开发

之风，向科学、绿色、可持续开发迈进。长江水利，必将在科

水
利
篇

7 月 19日，“长江 2020 年第 2号

洪水”平稳通过三峡大坝，工作人

员在三峡枢纽前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