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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新时期余姚市水利发展建设中遇到的生态系统孤立化、水文循环短路化、污染排放超标

化等瓶颈问题,余姚市以水文现代化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以水文现代化促进水利现代化的水利发

展新道路,为县市区水利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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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余姚市以兴利、除害为目标在全市范围内兴建

了大量的梯级电站、水库、堤防、船闸、沟渠等水利工

程,以适应新时期防洪、发电、供水、灌溉、航运等要

求。 但是随着水利建设不断推向纵深,生态系统孤

立化、水文循环短路化、污染排放超标化等问题日益

显现,水利发展陷入了瓶颈期。 本文立足实际,结合

笔者多年水利工作经验,分析余姚市在面临上述瓶

颈时走出的一条以水文现代化促进水利现代化并取

得满意成果的典型经验。

1摇 余姚市水文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余姚市妥善利用各类水文设施、理论和模型,拉
开框架、投入资金,引进尖端的水文管理、遥感、监测、
控制技术设备,成立专家智囊团,探索全市水资源优

化配置、水环境有效保护、管理改革创新等方面的新

方法、新途径,确立了水文发展思想解放和行动创新

相一致、人才任用和体制建设相一致、本地发展和对

外交流相一致、组织领导和自我突破相一致、技术探

索和政策支持相一致的基本内涵,营造良好氛围,提
供坚实保障,为水文新技术的发展、运用奠定基础。

2摇 余姚市水文现代化的典型成绩

目前,余姚境内水文站星罗棋布,水文预报、防
汛抗旱、水质监测、水量调控等技术日益成熟,水文

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
a. 强化能力,防汛抗旱工作有保障。 余姚市十

分重视水雨情预测,把它看作全市防汛抗旱工作顺

利开展的必要前提,引进新技术,配强各线工作人

员,着力提高水文预报的准确性,延长预见期;通过

在各水库、山区修建水文站、监控点,确保水文信息

测得精、送得快、报得准。 同时,切实落实防汛责任

制,做到重点地区实时监控,典型地区水雨情信息不

漏报、不迟报。
b. 健全网络,水质监测评价有准头。 合理布

局、科学调整全市各水文监测站点,特别是加强对四

明湖、梁辉、陆埠、双溪口等“一大三中冶水库和蜀山

大闸等主要水利工程的管理,实现水文监测网络全

覆盖。 在建立完善水量水质同步监测体系的同时做

好辖区内水资源分析评价工作,为水库之间用水科

学调度、全市水资源优化配置等重大水事活动的有

序开展提供原始资料。
c. 培养人才,水文持续发展有后劲。 余姚市将

水利人才培养看作水利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

障,建立了科学的培养体系,开辟了人才引进渠道吸

纳各种水利人才。 同时,组织水文站、各水利工程之

间开展竞争、交流,大力营造比技术、比思想、比能力

的良性竞争氛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升水利队伍

整体素质和水平。

3摇 余姚市水利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余姚市以用水理念、技术装备、管理体系为抓

手,深入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步伐,为更科学合理地

实现水资源的控制、调节、治理、开发、管理和保护创

造条件。
a. 用水理念现代化。 余姚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充分认清全市水质型缺水和季节性缺水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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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引导广大市民树立人水和谐、科学用水、一水多

用的现代用水理念,极大地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b. 技术装备现代化。 余姚市在不断吸纳全国

各类水利人才的同时积极引进现代化的水利技术和

设备,如水利局新建防汛抗旱指挥中心的设备配置

在全国县市区水利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成
立了水利投融资公司,为全市各类大型水利工程的

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保障。
c. 管理体系现代化。 余姚市积极实施体制改

革,形成了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现代化的管理

法规,真正做到了公众参与、民主监督。 采用现代化

的通讯手段,使信息、决策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各相

关单位。

4摇 余姚市水利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余姚市牢牢把握水利发展的走向,不断增强各

项工作的主动权和预见性,防汛信息化系统成功建

设、水资源优化配置广泛运用、农村水利工程大胆实

践等典型工作的顺利开展标志着水利现代化迈上了

一个崭新的台阶。
4. 1摇 防汛信息化系统建设

防汛信息化系统通过构建信息采集、决策支持、
信息发布、支持平台等 4 个基础功能模块,在防汛抗

旱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a. 妥善应对洪水灾害。 系统建成后,可实时采

集全市水雨情数据,大大延长了洪水预见期,为防汛

工作赢得时间,为防汛指挥提供决策依据,为人员救

援、物资转移争取主动。
b. 抗旱工作效益显著。 系统的建立使实时掌

握全市及周边地区的水情信息成为可能。 在 2003
年特大干旱中,防汛抗旱指挥部就是通过它果断采

取了减少水库放水,增加外流域引水,提高河网蓄水

位等调度对策,配合人工降雨,每 3 h 调整一次引、
放水方案,大大缓解了旱情,减少损失达 1郾 5 亿元。

c. 防汛管理费用锐减。 系统的建立有效减少

了报汛站人工报汛费用和相关设备管理费用,每年

节约经费约 60 万元。
4. 2摇 水资源优化配置

针对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的问题,余姚市建立

了系统优化模型,进行两库联调(陆埠水库和梁辉

水库),实施分质供水,减少运行上的弃水,使河网

长期保持在合理水位,确保了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a. 保障了生活生产用水。 针对持续干旱少雨

而导致的供水危机,余姚市应用“水资源优化配置

大系统模型冶,科学调度、合理配置。 2003 年以来,
年均从曹娥江引水 2 700 万 m3,补足姚江河网水量,

稳定河网水位。 同时,积极实施陆埠水库、梁辉水库

两库联动。 2003—2007 年间陆埠水库通过引水隧

洞向梁辉水库共输水 6 964 万 m3,较大限度地减少

了水量流失,为抗旱创造了有利条件,确保了工农业

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取得了十分显着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b. 改善了生态环境水。 通过优化配置与调度,

全市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水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 数据显示,四明湖水库、梁辉水库、陆
埠水库等大中型水库水质已基本稳定在域类以上。
良好的水环境,为中国塑博会、创卫生城市、创模范

城市、创建文明城市等重大活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c. 用好了暴雨洪水资源。 在工程措施保障的

前提下,积极实施四明湖水库、梁辉水库、陆埠水库

的中小洪水资源利用。 如对“麦莎冶、“卡努冶、“韦
帕冶、“罗莎冶等台风产生的暴雨径流进行利用,共拦

蓄洪水 9 145 万 m3,弃水仅 1 700 万 m3。 在减少灾

害损失达 1 亿元的同时确保了灾后全市生产、生活

正常用水。
4. 3摇 农村水利工程的实践

余姚市地处东南沿海,气候湿润,降雨量偏大,
抓实抓好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尤其是农民饮用水工程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节水工程建设、河道管理

等工作对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改变看

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有着深远意义。
a. 切实抓好农民饮用水工程。 卫生、发改、物

价、环保部门分别承担卫生监督、项目审批、价格核

定与监管、水源地环境监管与污染物防治等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农村供水安全

负总责,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农村供水管理。 村级水

站落实专职管理人员、专项管理经费,制定考核办法。
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村级水站经费补助和对乡

镇街道农办供水工作的考核奖励。 余姚市农民饮用

水工程的做法在全省农村饮用水工程长效管理工作

座谈会上推广介绍,得到了水利部主要领导的肯定。
b. 不断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通过政府补

助,镇、村自筹等方式加强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 建成标准农田 2郾 71 万 hm2,实现了“田成方、林
成网、渠相连、沟相通冶。 农田除涝标准达到了 10 ~
20 年一遇;灌溉保证率提高到 80% ~90% 。 在显著

改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条件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管

理工作,使现有的小型水利工程充分发挥效益,使余

姚市迈入“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冶的行列。
c. 积极推进节水工程建设。 以灌区改造为抓

手,大力实施竹笋喷灌、红枫喷灌、樱花喷灌、板栗喷

(下转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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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摇 加快村级生态河道建设,创造良好水域环境

为了确保河道生态系统功能正常发挥,控制基

本水域水面率,同时带动农村居住环境的整体提高,
应加快村级生态河道建设。 通过村级生态河道建

设,不仅可防止小河叉占用和治理村级河道脏、乱、
差现象,增加河网的调蓄能力和过流能力,还能为当

地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提升乡镇形象。
3. 7摇 理顺河道管理体制,加强河道综合管理能力

余姚市江河众多,溪河纵横,河道管理工作千头

万绪,涉及面广,艰巨复杂,为保障河道高效协调运

转,可在理顺河道管理体制上下工夫,对目前机构的

设置进行梳理,并做必要的整合,以县(市)为单位,
成立相应河道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如成立河

道管理站、河道管理中心、河道管理办公室等。 同

时,明确河道专门管理机构职责,譬如,组织实施全

市河道管理保洁、疏浚和整治等等。 通过建立河道

管理机构,明确职责,以利于全市河道建设与管理工

作的深入开展。
此外,还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确保河道开发与利用

可持续发展,采用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创造全新的

设计理念和设计手法,力求贴近自然、恢复自然[6鄄7]。

4摇 结摇 语

河道是大自然的毛细血管,它的保护是一个涵

盖面广、技术性强、较为复杂的问题,但它与人民群

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新的形势下,对河道的建设

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结合余姚实际,对
河道建设与管理进行了初步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身边的河道将会更

加清澈,生态环境将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毛洪翔,吴招华,郭卫. 浅论河道的保护与对策[J]. 浙江

水利科技,2005(3):26鄄28.
[2] 赵翔. 余姚市河道生态系统保护途径探讨[J]. 水利发展

研究,2010,10(1):51鄄65.
[3] 杨志峰,崔保山,刘静玲,等. 生态环境需水量理论、方法

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 崔保山,赵翔,杨志峰. 基于生态水文学原理的湖泊最小

生态需水量计算 [ J]. 生态学报,2005,25 (7):1788鄄
1795.

[5] 赵翔,崔保山,杨志峰. 白洋淀最低生态水位研究[J]. 生
态学报,2005,25(5):1033鄄1040.

[6] 赵翔,丘坚. 水行政和谐执法探讨[ J]. 水利发展研究,
2007,7(12):9鄄11.

[7] 张可刚,赵翔,邵学强.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J].
水资源保护,2005,21(6):1114.

(收稿日期:2012 09 21摇 编辑:熊水斌

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蕚

)

(上接第 124 页)
灌等多种经济型喷滴灌工程。 截至 2012 年上半年,
全市经济型喷滴灌种植总面积达到 7333 hm2,养殖业

总面积达到 5 万 m2,成为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喷灌面

积最大的县。 经济型喷滴灌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得到了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
d. 着力搞好河道建管。 把对河道的建设、管理

提高到坚持生态文明,构筑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生态省冶、“生态市冶的高度。 在建设方面,以
清水河道建设为重点,带动其他河道的建设。 其中

完成清水河道建设 25郾 5 km。 广泛带动全市、镇、村
三级河道的疏浚、拓宽、护岸、修堤,以及水系畅通等

工程建设。 通过河道建设,带动了整个水环境的整

治。 目前全市已疏浚河道 152郾 4 km,共有 14 个村开

展了水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同时,建立了城区河道

每天 13 h 保洁和农村河道每周“6 天 6 小时冶保洁机

制,自 2004 年以来,三次获得全省河道保洁一等奖。

5摇 结摇 语

做好水文的基础性工作,积极推进各类水利工

程建设,以水文现代化促进水利现代化是近几年余

姚水利发展走出的一条特色性道路。 随着水利人才

的不断引进、培养、成熟,水利建设资金的不断投入,
余姚的水文实践、水利工程正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

着更大的作用,新时期水利发展正翻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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