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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惠民生 引江济淮润豫东
记者 徐松 侯国防 文/图

“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1 月 27 日早上 6 时 ，大年初六 ，年味
尚浓，天刚蒙蒙亮，郸城县张完乡棉集
村的杨金光起床后来到村口清水河桥

上， 望着从 400 多公里外奔涌而来的
长江水，情不自禁地唱起豫剧《小二黑
结婚》经典选段，曲调随着江水碧波荡
漾，荡出了豫东人民心底的幸福指数。

大年初六正是商店开门大吉的好

日子，远处时时传来开门炮的声音。棉
集村的东头就是豫皖两省交界处的引

江济淮工程（河南段）“总开关”所在地
袁桥泵站。 引江济淮工程是由长江下
游向淮河中游地区跨流域补水的重大

水资源配置工程， 也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
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江淮沟通、江
水北送三段，输水线路总长 723 公里，
供水范围涵盖安徽省 12 市 46 个县
（市、区），河南省 2 市 9 个县（市、区）。
河南段作为整个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河南省实施“四水同治”
确定的十大水利工程之一， 工程初步
设计批复总投资 73.78 亿元， 以城乡
供水为主，兼顾改善水生态环境，共布
置两条输水河道、三条管线、四座水库
和五座泵站。

在袁桥泵站， 河南省引江济淮工
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李辉、 总工程师
张帆、工程部长赵子昂、总指挥李超正
在总控制室查看全系统运行情况，控
制面板上频繁闪烁的绿灯、 红灯让人
眼花缭乱， 赵子昂掐着指头算着 3 年
疫情考验之下工程推进情况：“袁桥泵
站是河南段渠首， 从安徽流过来的长
江水经泵站提升水位 5.75 米流入河
南，流向周口市郸城县、淮阳区、太康
县、鹿邑县和商丘市柘城县、夏邑县、
梁园区、睢阳区、永城市。 从 2019年 9
月 5 日开工到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全
线试通水， 是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峻
的时期，不但没耽误工期，反而提前了
20 个月完工。 困难面前无困难，个中
艰辛自己咽。 ”

“袁桥泵站是‘总开关’，是引江济
淮工程（河南段）新修建 5 座泵站中的
第一个梯级泵站，这里至关重要。郸城
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感动！ 特别是疫情
防控期间从上海来的车辆需要隔离，
郸城县就派警车、 雇司机轮岗护送从
上海等地运来的大型电气设备， 一路
绿灯进入工地，分秒没有耽误。 ”接话
的人是祖籍商丘永城的刘渊， 他是河
南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作为这项工程的建设者、见证者又
是受益者，他感触颇深。

此时，， 李超拧开总控制室旁边的
水龙头，， 接一壶清凉甘甜的长江水烧
开，， 端了上来：：““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来，，喝一口。。 我带你去看看河南最
大的立式轴流泵，， 全流域喝上长江水
都是这 44 个大家伙抽上来的。。””品一口
长江水，， 李超就拉着记者来到了泵站
机组，， 这里 44 台机组运行起来没有想
象中的““机器轰鸣””声，，虽然每台每秒
抽水达到 1144..3333 立方米 ，，机器给人的

感觉是举重若轻。
“豫皖沿线地区大河较少， 灌溉、

饮用大多靠地下水， 地下水位相对于
周边来说呈漏斗状， 引江济淮不但解
决周口、商丘两市人民饮用水难题，更
加深远的意义是一举实现水资源管

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风险
防范‘四水同治’，可谓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郸城县把引江济淮工程看作是
全县人民的“水龙头”，专门成立了引
江济淮配套工程指挥部， 县长任指挥
长。 该县水利局副局长陈磊驻扎在指
挥部 3年多来， 从用地征迁到提供疫
情防控物资， 从挖渠引水到建设郸城
水库，满怀激情地奉献着、见证着这项
伟大工程的建设。

棉集村是第一个受益的村庄。“俺
河南有句俗话：大河里没水小河里干。
记得小时候，都是喝清水河的水。我长
高了，清水河的水位却越来越低了，去
年，我们打井两丈多深才能出水。现在
好了，长江水灌满了清水河，你看，俺
村这几十年干枯的坑塘也自动蓄满了

水，都有鱼了！ ”棉集村党支部书记潘
进京激动地说。

“农民吃饭就靠种地，3 年前说我
的这几亩地不能种了，需要征迁，我说
啥条件就是不同意。 后来乡干部和村
干部来我家做工作， 我才意识到引江
济淮工程的好处， 而且这是国家重点
工程，那肯定得支持呀。 ”棉集村村民
刘克右是引江济淮工程的征迁户，回
忆起 3 年前从抵制到理解工程施工，
还有点不好意思。 “你看现在啊，俺喝
饱了，庄稼也不渴了，别人家的庄稼旱
了，俺这不旱，俺们这地下水水位升高
了，井水抽出来更方便了，水是甜的，
水质非常好。 没想到俺们居然能喝上
长江水。 现在俺越来越觉得这个工程
利国利民，俺们村里的树越来越绿了，
空气越来越清新了 ， 环境越来越好
了。 ”

河南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长马全力介绍，长江水北送后，将惠
及周口、商丘部分县市，让 870 万群众
受益。与此同时，也将惠及周口国家农
高区建设为牵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河南段工程通水后， 每年将有 6 亿立
方米的长江水流入豫东平原， 增加河
道生态用水 0.42 亿立方米，减少深层
地下水开采量 3.2 亿立方米， 将有效
改善当地河道水生态环境和地下水超

采局面。
工程建设者和受益的群众面对

面， 满腔的感恩都是赞美党中央的惠
民工程。说罢，陈磊摊在记者面前一张
图： 长江水通过倒虹吸引水进入河南
郸城县境内，， 再通过清水河河道从郸
城县东北部边缘穿过，， 将水输送至鹿
邑试量调蓄水库，， 而后向郸城方向通
过调蓄泵站导流，，经过吴台、、李楼、、胡
集、、汲冢等乡镇进入郸城水库；；向鹿邑
县域方向利用鹿辛运河自流至后陈楼

调蓄水库，， 然后通过压力管道向北输
送，， 在梁楼寨附近穿越惠济河进入商
丘市。。

采访间隙 ， 记者通过无人机从
110 米高空鸟瞰 3 层楼高的袁桥泵站
犹如镶嵌在豫东平原一条玉带上的一

颗宝石。 这条玉带便是滚滚而来的长
江水经过提升流入郸城县的清水河，
因水质纯净、 河道颇深而更显湛蓝的
河流与隆冬时节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

田交相辉映， 再加上河岸两侧新修的
黝黑且笔直平整的柏油路， 两岸 4 行
高低交错的绿化行道树， 如绿毯般铺
设在河坡的草皮， 以及高耸入云的国
家新能源风力发电机……这岂不是人
与自然、美丽中国的最美画卷？

如果说郸城县是“总开关”，那么，
鹿邑县则是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的
枢纽所在地。 该工程在鹿邑县境内投
资 26.55 亿元， 主要包括输水河道治
理近 50 公里、梯级泵站 2 座、加压泵
站 1 座、调蓄水库 2 座、输水管道 14.5
公里。

鹿邑县作为老子故里，为了发挥引
江济淮工程的最大效益，还把水环境改
善、水生态提升与乡村振兴、老子文化、
旅游开发相融合，加快推进鹿辛运河生
态防护提升及其支沟渠系治理，沿线打
造绿色生态水文化长廊，推动引江济淮
工程与城区水系融合发展， 以水润城，
让古城鹿邑焕发新活力。

在鹿邑县试量调蓄水库旁的“引
江济淮工程 （河南段 ）周口市郸城县
配套工程加压泵站 ”施工现场 ，郸城
县配套工程项目经理吴金永头戴安

全帽、手持对讲机正在指挥着施工车
辆。这里主体工程基本完工。4 台挖掘
机和运输车辆正在激战寒冬，持续推
进着工程。 吴金永介绍，位于试量调
蓄池西南侧，采用后接泵站形式通过
郸城分水口引水，经泵站加压后接向
郸城的输水管道，管道末端进入郸城
县新建调蓄水库 。 郸城泵站装机 3
台，两用一备，总装机 2400kw。 从此
泵站到位于郸城县巴集乡的郸城调

蓄水库输水线路全长 34.01km， 输水
方式为压力管道供水 ， 设计流量为
3.0 立方米/秒， 管道采用 DN1600 球
墨铸铁管。

“哪管什么春夏秋冬，工程质量第
一位、工期就排在其二。这个管子叫球
墨铸铁管， 每根长 6 米至 8 米、 直径
1.6 米， 埋于地下约 4 米处，100 年不
会坏。 现在我们已经铺 19 公里，年前
完成任务，春节后继续干。 ”从试量水
库向南走， 施工完成部分的管道已经
埋入地下，驱车 40 分钟，在直线距离
1199 公里外的郸城县汲冢镇柴堂村附
近输水管道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了这
一根根粗壮的球墨铸输水管道。。 3300 多
岁的小伙子张兵是来自圣弘建设的监

理人员，，小伙子头戴蓝色监理帽，，秉持
高度责任心，，尽职尽责。。他紧盯着的两
台挖掘机、、 一台装载机正在默契地配
合挖槽、、下管、、对接、、填土，，一丝不苟。。

沿供水线路图持续向西南，， 在郸
城县迎宾大道西侧、、文昌大道北侧（（李
双庙村西侧、、段寨村东侧、、大罗庄村南
侧 ）），，就是规划占地 11001144..7722 亩 、、调蓄

库容 167 万立方米的郸城调蓄水库。
“水库的工期已提前两个月完成，

我们再干 1天也能放假回家过年了，3
年没回去了，想家呀！ 这次回四川，一
定会盛一碗麻油、倒一碗辣子、吃一顿
正宗的麻辣火锅。”郸城县中州供水有
限公司是由豫水二局、中州水务、重庆
水务和郸城县相关部门联合成立的部

门， 老家在重庆的吴淮江是中州供水
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介绍工程建设情
况时， 特别提到自己的名字与引江济
淮项目相当有缘。

吴淮江带着记者来到了距离地面

4 米的水库底部：“总开关” 拧开能通
水了， 如何把甘甜的长江水输送到千
家万户的水缸里？ 这还需要一系列的
配套工程，目前周口、商丘两市均在全
速推进。郸城调蓄水库 5 月份能完工，
通过输水工程措施安全输送到规划水

厂，再分流至 23 个乡（镇、办），年底可
以让郸城全县人民喝上长江水。

记者看到， 在郸城调蓄水库施工
现场，还有 10 多台挖掘机、碾压机、运
输车来回穿梭。他们不畏严寒，把党中
央的重大惠民工程真真切切地写在祖

国大地上。
在该水库施工现场一侧就是巨幅

设计效果图，水库头向东南、尾朝西北
呈“宝葫芦”状，一期正在施工的是占
地 500 余亩的“南半部葫芦”，水库蓄
水后的效果宛如豫东平原一颗闪闪发

光的宝石。 千亩水面与周边村庄的人
居环境、 生态工程相得益彰， 绿树成
林，曲径逶迤，风光旖旎，俨然一幅世
外桃源的美丽画卷。

问渠哪得清如许？ 长江之水北上
来。走完郸城县区域的路段，再来到鹿
邑县引水流域采访。 1 月 27 日上午，
从沈阳务工回来的鹿邑县试量镇青年

丁现同，站在引江济淮工程（鹿邑段）
试量水库旁一边用手机拍照一边开心

地说：“我一直没有见过长江， 但现在
我却看到了长江水……”之后，他把拍
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们炫耀。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是我省实
施“四水同治”的标志性工程，是全省
十大水利工程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

工程，也是我省首批实施 PPP 模式的
水利工程。作为整个引江济淮工程“江
水北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工程以城
乡供水为主，兼顾改善水生态环境，惠
及我市郸城县、淮阳区、太康县、鹿邑
县及商丘市柘城县等 7 县（市）2 区的
870 多万人。

2023 年元旦前夕，经过建设者们
3 年的辛勤建设，引江济淮工程（周口
段）成功实现试通水通航。

由中国水电十一局基础分局承建

的引江济淮（河南段）三标项目（鹿邑
段）处于工程的枢纽位置，其建设内容
主要涉及清水河河道 20.7 公里，鹿辛
运河河道 6公里，调蓄水库 1 座、加压
泵站 1座，桥梁加固 7 座，排涝涵闸改
建 3 座，新建排涝涵管 3 座，沟口闸 7
座，节制闸 1座，桥梁 3 座。

自开工以来， 项目部始终以打造

“精品工程、标杆工程、示范工程”为目
标，以“实干+业绩”为导向，认真落实
公司“诚信履约、安全履约、规范履约、
优质履约”的履约理念，在确保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顺利完成各项节点目标。

2019 年 7 月， 项目刚一进场，就
迎来了巨大的挑战。 试量泵站图纸未
到位无法开挖；试量水库、清水河、鹿
辛运河征地拆迁未解决无工作面；高
压线占压作业面无法施工； 排查沿线
需改迁的大小光缆管线多达 125 条
等，困难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了下来。
“怎么干”是项目管理团队遇到最大的
问题， 为此项目部多次组织召开专家
会以及专题会议， 凝心聚力， 攻坚克
难，制定一系列管控措施，牵头各方对
各工区各节点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并建

立问题台账和销项制度，双管齐下，以
“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为后续工
作面的展开赢得了先机。

2020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大家困在了家里， 工程
施工陷入停滞。 为此，项目部按照“目
标不变、任务不减”的要求，科学应对，
积极响应， 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科学组织职工有序返场，在
试量调蓄水库、 试量泵站以及清水河
20 公里区域，一场复工复产的大干画
面全面铺开， 先后开启 11 个施工区
段， 逐渐将施工生产推向一个新的高
潮。 2020 年 9月 15 日，试量泵站主泵
房 EL32.7 叶轮层以下全部浇筑完成。

2022 年 12 月 30 日试通水前夕，
还有更重的施工任务摆在眼前， 室内
35 千伏机组运行调试对项目来说是
最大难点。为了能让大家找对方向，项
目领导把调试工作分解成项，35 千伏
变压器 1 号、2 号启用调试，10 千伏配
电室和 400 伏配电室受电调试， 水泵
主机启动调试， 各项水机和闸门配电
设施、电动阀件、传感器、网络监控等
联网连线调试。 每天加班到凌晨是家
常便饭，但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
一处使， 这苦吃得便一点也不亏。 12
月 11 日， 在经过连续 24 个小时的试
运行观察，4 台机组运行平稳、各项运
行参数正常，试运行出水一次成功，为
下一阶段的试通水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项目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项目
各节点目标均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得
到了地方政府、有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并为沿线七个标段树立了标杆。

鹿邑试量泵站是引江济淮工程河

南段 5 座泵站中的第三个梯级泵站，
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主要由站
下渠道、泵房段、站上渠道等 3 部分组
成。 泵站的设计提水高度为 5.17 米，
设计输水流量为 40 立方米/秒， 共装
机 4 台 ，3 用 1 备 ， 单泵设计流量为
13.33 立方米/秒 ， 每台功率 1100 千
瓦，总装机容量 4400 千瓦。 “由于河南
段输水线路的干线大部分采取管线施

工，就是埋在地下的，所以要实现引江
济淮，主要靠泵站。 除了试量泵站，前
面有作为渠首的袁桥泵站、赵楼泵站，
后面有后陈楼泵站及七里桥泵站。”项

目经理卫振介绍。
但在试量泵站主泵房施工过程

中，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由于主泵房
为约 18 米的深基坑，为了创造干地作
业环境， 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降水，传
统的施工方法为搭设脚手架， 创造施
工平台及作为外墙防护措施。 但是由
于基坑深， 基坑下部土方需要浇筑混
凝土作为外墙脚手架基础和 3-4 次
的循环安拆， 这样不仅影响后续土方
回填问题， 在汛期来临时脚手架还有
被淹溺的坍塌风险和不满足工期要求

等系列问题。如何提高施工效率，成为
项目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

在激烈地讨论与推演过程中，一
个翻升钢模的想法萌生而出。 有了新
方向后， 项目团队针对施工特点进行
反复试验对比，不断进行推演与调整，
利用钢模作为工作平台， 同时通过不
断上翻达到模板支设的效果， 最终做
到浇筑与回填同步进行， 降低了基坑
安全风险，并进一步加快了施工进度。

项目部坚持立足精品， 严把工程
建设中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单元，切
实做到以工序质量保证工程质量，确
保“一次成优”。 为解决坡面防护预制
块扭曲、表面气泡等问题，项目部选择
在泵站底板基础采用水泥粉煤灰碎石

桩， 在泵站的进口引渠和出水池两侧
挡墙底板基础处也同样布置上水泥粉

煤灰碎石桩，通过一系列工艺优化，泵
站基础稳如泰山。

由于鹿邑地处黄淮平原、涡河中
游，城乡居民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
主要靠抽取地下水 ， 水资源严重短
缺。 对于周口而言，通水后不仅将有
效缓解东部地区城乡生活用水、工业
用水 、农业灌溉补源等问题 ，还将给
当地的航运带来崭新发展机遇，彻底
改变鹿邑严重依赖地下水的局面，使
鹿邑人民喝上甘甜 、干净 、安全的长
江水。

与此同时，为了发挥引江济淮工
程的最大效益， 鹿邑县还把水环境改
善、 水生态提升与乡村振兴、 老子文
化、旅游开发相融合，加快推进鹿辛运
河生态防护提升及其支沟渠系治理，
沿线打造绿色生态水文化长廊， 推动
引江济淮工程与城区水系融合发展，
以水润城， 让古城鹿邑———老子故里

焕发新活力。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三标项目

经理卫振表示， 下一步将按照竣工日
期的要求， 拿出造精品、 树标杆的信
心、决心，加快推进配套工程建设，确
保豫东百万人民早日喝上长江水，造
福人民群众。

引江济淮工程 （周口段 ）目前顺
利实现试通水目标，主体工程建设基
本完成 ，两条明渠 、四座水库已经开
始实现增加补充沿线水生态环境效

益。 预计配套工程建设完成后，将逐
步发挥城乡供水的重要作用。 引江济
淮工程周口段的实施对促进区域社

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②2

郸城调蓄水库施工现场

鹿邑后陈楼加压泵站 鹿邑试量水库 郸城袁桥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