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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正南 300多公里处的德州市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要城市之一，德州自古通过京杭大
运河与北京相连，素有“九达天衢，京南锁钥”之
称。此次补水行动，也大大提升德州大运河两岸
生态环境质量，古老德州焕发着运河风光带来的
独特魅力。

在德州市天衢路至彩虹桥段运河两岸，“十里
花廊”树木葱茏、百花齐放。“花廊”掩映下，碧水欢
畅北流，微风轻送花香，过去无人问津的河道，如
今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的好去处。

通畅的河水，丰沛的河道，使素有“九曲十八
湾”美称的德州大运河更加婀娜多姿，引人注目。
岸边的“九达天衢坊”更是成了“网红”景区。明清
时，德州为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
西、湖北、湖南九省进京的必经之路，史称“京畿达
九省御路”。九省漕粮也通过德州段运河向北京
递运。因此德州又被称为“九达天衢”。

沧州大地上，大运河流过的地方不再干旱和
皲裂，农田处处水清草绿，运河重现往日盛景……
在弯道众多的河段，出现了曲折回环、水清河畅的

“弯美”景观；在世界杂技之乡吴桥区，运河两岸花
红柳绿，人潮涌动，人们用传承千年的杂技表演喜
迎南来之水……

“五一”期间，全长 182.6公里的大运河天津段
风光旖旎，游人如织。在天津第一家运河文化博
物馆——运河岸边的陈官屯运河文化博物馆，人
们兴致勃勃地欣赏上千件文物和数百幅图片，无
不为大运河千帆竞发、万舟骈集的盛景啧啧称
赞。与此同时，武清区的北运河郊野公园，红桥区
的桃花堤，南运河的“天子津渡”，西青区的御河景
观……一批以大运河为主题主线的文化公园也再
次成为人们生态休闲游的“打卡地”。

“天津被称为大运河载来的城市，仅在天津，
有关大运河的文化遗存、遗址公园达 200多个，京
杭大运河黄河以北实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全
线水流贯通，运河沿线的水生态系统将得到恢复
和改善，千年运河这一‘活态遗产’也将迎来世纪
复苏，必将带动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运河文化
研究专家周伟苠信心满满地说。

在大运河海河三岔河口段，消失了半个多世
纪的天津运河号子在一艘船上再次响起。粗犷而
有力的运河号子古韵悠悠，与奔流不息的南来之
水汇合在运河之上，碧波荡漾，向北流去，酝酿着
一首全新的运河之歌。

水润京津冀 蓝绿交织美如画

大运河黄河以北百年来 次全线通水
本报记者 韩梅

近日，北京密云水库水经京密引水
渠、温榆河等向北运河补水，与天津海河
区三岔河口河段汇合；位于山东省德州
市的四女寺枢纽南运河节制闸开启，将
在此汇合的岳城水库水、南水北调东线
一期北延工程水、引黄工程水输入南运
河；位于天津静海区的九宣闸枢纽南运
河节制闸开启，南来之水经南运河与天
津海河区三岔河口河段汇合。至此，以
北京为起点的千年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
段百年来首次实现全线通水。

首

本次补水线路北起北京市东便门，经通惠河、北运河至天津市
三岔河口，南起山东省聊城市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穿黄出口
闸，经小运河、卫运河、南运河至天津市三岔河口，流经京津冀鲁四
省市。

补水的主要水源包括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供水，补水量
1.83亿立方米；岳城水库经漳河向卫运河、南运河补水，补水量2.0亿
立方米；潘庄引黄工程向南运河补水，补水量 0.3亿立方米。另外，
密云水库经京密引水渠、温榆河等向北运河补水，入京杭大运河约
0.25亿立方米，再生水、雨洪水等其他水源补水0.72亿立方米。

“此次补水的主要水源——岳城水库水、黄河水和南水北调供

水，三水合一的地方在素有‘小都江堰’之称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德
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王德胜介绍。

三路水源中，岳城水库是大运河传统主供水渠道，是国家直
管的特大型水库，去年 10 月，岳城水库水位最高涨至 152.30 米，
创建库以来最高值，岳城水库的漳水经卫运河与四女寺水利枢
纽相通；黄河水经潘庄渠首闸、潘庄干渠、马颊河、沙杨河、头屯
干渠、六五河至四女寺水利枢纽，通过穿漳卫新河倒虹吸将黄河
水调入南运河；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水则向北穿黄河后
经聊城小运河、六分干进入德州，经七一河、六五河至四女寺水
利枢纽。

具有 2500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全线总长约 1789公里，跨越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具有防洪排涝、输水供水、
内河航运等多种功能。其中，黄河以北河段总长约 707公里，所在
的海河流域属于资源性缺水地区，上世纪以来水资源呈衰减趋势，
部分河道长期断流。

为了保护和利用好大运河，日前水利部启动了京津冀鲁京杭
大运河2022年全线贯通补水行动，通过优化调度南水北调水、黄河
水、本地水、再生水及雨洪水等多水源，向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707
公里河段进行补水，为实现“十四五”大运河主要河段基本有水、进
一步推动实现京杭大运河全年有水积累经验。此次补水从 4月 14
日开始，将持续到5月31日，预计总补水量达5.15亿立方米，相当于
37个西湖的水量。补水结束后，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通水河道将
比去年增加约112公里，运河水面面积比去年增加约9.5平方公里。

大运河研究专家表示，此次四省市运河全线通水，不仅将置换
沿线约 60万亩耕地的地下水灌溉用水，还将进一步改善和恢复河
道的水生态系统，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实现旅游通航迈出
了关键一步。

“德州市境内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调水于 3 月 25 日正式
启动，武城县水利局在大屯水库六五河节制闸下游设置三处
水面漂浮物打捞设施，并安排专人 24 小时不停歇清理河道垃
圾，确保水质安全。截至 4 月 29 日，向南运河输水 7061 万立方
米，完成了此次计划补水量的 45%。”德州市水利局局长李守学
介绍，截至 5 月 18 日，潘庄渠首补水流量为 15 立方米每秒，累
计补水 6687 万立方米。

南来之水出德州后流入河北省沧州市，流经吴桥、东光、泊头、

南皮、沧县、运河区、新华区以及青县等地，将为沿岸农业、生态补水
达一亿多立方米。

在天津静海区九宣闸，奔腾而来的南运河之水滔滔不息汇入大
运河天津段，截至目前，天津市已累计收水4300万立方米，满足了沿
岸10万亩农田灌溉需求，有效置换了周边地区地下水源。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5月 17日，已累计向京杭大运河
黄河以北河段补水 62418万立方米，完成计划补水量的 121.2%。京
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707公里已全部过流。

707公里全部过流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工程、引
黄水输水水质保持在Ⅲ类水，密云水库、岳城水库水质保持在Ⅱ类
水，满足调水水质要求。

此次补水结合京杭大运河上下游关系与补水流向，按照
通惠河—北运河线路（水流由北向南至三岔河口）、小运河—
卫运河—南运河线路（水流由南向北至三岔河口）统筹确定
了补水量和补水过程。并在补水过程中，根据实际来水情
况、河道水位和防洪调度要求，进一步优化调整了补水时间
及水量、流量等。

在通惠河—北运河线路，4月1日至5月31日，按照10—27立方

米每秒平均流量向河段补水，补水时间 61天。其中，密云水库 4月
按照 12立方米每秒流量补水，经京密引水渠、温榆河入通惠河；沿
线再生水及雨洪水4—5月形成约10—15立方米每秒平均流量入通
惠河与北运河。

在小运河—卫运河—南运河线路，3月 25日至 5月 31日，按照
15—143立方米每秒流量向河段补水，补水时间68天。

另外，贯通补水期间，小运河—卫运河—南运河线路通过卫运
河和平闸以约30立方米每秒流量经卫千干渠向衡水湖及衡水市沿
途补水；经南运河多个引水口门向河北沧州、衡水，天津静海、滨海
新区引水，置换地下水开采。

主要来自漳河、黄河、南水北调

满足Ⅱ类水、Ⅲ类水要求

水润京津冀 运河展新颜

链接

京杭大运河名片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

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
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
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
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

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包括通惠河、北运
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
河七个河段。

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今浙
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主要水
源为微山湖，全长约1789公里。运河对中国南
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
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邗沟，隋朝大幅
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
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开凿到现在已有
2500多年的历史。

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
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
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2014年9月，京杭大运河通州—香河—武
清段启动通航计划。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
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19年 10月，京杭大运
河通州城市段 11.4公里河道已正式实现旅游
通航。2021年 6月 26日，京杭大运河北京段、
香河段同时通航；截至2022年4月28日，京杭
大运河黄河以北全线水流贯通。

河净河净、、水清水清、、岸绿的天津大运河三岔河口景观岸绿的天津大运河三岔河口景观。。三岔河口是南北运河与子牙河三岔河口是南北运河与子牙河、、海河连通的重要区域海河连通的重要区域，，也是这次补水南北运也是这次补水南北运
河水汇合处河水汇合处。。历史上曾是重要的漕运集散地历史上曾是重要的漕运集散地，，现在已成为集防洪现在已成为集防洪、、生态生态、、通航通航、、旅游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城市载体旅游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城市载体。。 王延王延//摄摄

4月28日，这次补水主要水源漳河水、黄河水、南水北调水的汇合处——山
东省德州市四女寺水利枢纽开闸放水。 王建建/摄

南运河德州段具有典型的“九曲十八弯”的龙形走势。刘克政/摄水量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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