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利除害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几经波折 列入国家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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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
态之基。

兴水利，除水害，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文得根水库正常蓄水
位 377米，总库容 19.64亿
立方米。水库蓄水后，可
发展灌溉面积 110.63 万
亩，每年可向下游城镇提供
生活及工业用水约 4.54 亿
立方米，水电装机容量36兆

瓦，年均发电量为 8315 万千
瓦时。同时，水库将有效调节地

表径流，维护流域生态平衡。

得 益 于 文 得 根 水 库 建 设 ，库 区
2743户、8568名移民舍小家为大家，挥
别故土，在安置点开启了新生活，更为
脱贫摘帽打下坚实基础。

巍巍大坝，上千移民。文得根水利
枢纽通过下闸蓄水阶段验收是重要里
程碑。但对于长期造福沿线人民来说，
工程验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
点。大坝挡水，水流减缓，文得根水利
枢纽工程怎样才能永蓄一库清水？自
然森林保护、地质灾害处理、污染源防
治等等，生态环境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水利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大型水利工程，是除水害、兴水利的国

之重器，引绰济辽工程要争取早日全面
建成，发挥灌溉、供水、发电等综合效
益，造福沿线人民，惠及一方群众，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谱写出更加绚丽的水利
篇章。”内蒙古水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锡林说，引绰济辽公司全员要以更加
饱满的精神状态接续奋斗，推动工程尽
早建成见效，以实实在在的发展业绩助
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
行动为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出
贡献。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
来可期。人们期待，文得根水利枢纽工
程续写新的篇章。

兴水出平湖 安澜树丰碑
——写在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纽下闸蓄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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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迎来重大进展
——引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
利枢纽正式通过下闸蓄水验
收，迎来工程建设新的里程
碑节点目标。这不仅标志着
文得根水利枢纽首批机组投
产发电进入倒计时，也意味
着水库多年调节功能，有效
提高下游灌溉工程用水保证
率的保障作用和向外调水的
功能即将得到发挥，这是内
蒙古自治区重大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纵深推进的里程碑，
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各项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2023 年 1 月 13 日，引
绰济辽工程文得根水利枢
纽顺利通过下闸蓄水阶段
验收。工程建设实现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目标，建设者
无不喜出望外。从此，这项
重大水利工程步入收获期，
供水、灌溉、发电——工程
沿线的水利安澜梦，即将成
为现实。

引绰济辽工程是缓解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西辽河
流域严重缺水状况，促进区
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蒙东
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一项大型引调水工程，是国
务院确定“十三五”期间分步
建设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
水利工程之一和水利部确定
的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之一，
是自治区迄今为止投资规模
最大的水利工程。

文得根水利枢纽地处
嫩江支流绰尔河流域中游，
坝址位于兴安盟扎赉特旗音
德尔镇上游90公里处，是一
座向沿线城市及 11个工业
园区供水，结合灌溉、兼顾发
电等综合利用的大（1）型水
利枢纽工程，项目批复总投
资252.16亿元。

如果说三江源被誉为高海拔中华
水塔，大兴安岭就是当之无愧的高纬度
中华水塔。

兴安盟境内有大小河流200多条，
绰尔河是嫩江右岸一级支流，也是兴安
盟最大的河流，在盟内流域面积 7456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0.6亿立
方米。

地处松辽平原西端的通辽市，多年
来 2000 万亩农田多数依靠“井养农
业”，每年抽取的地下水为可开采量的
105%，造成了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作
为辽河干流的西辽河，21世纪以来几
乎全年断流，困扰着当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紧邻通辽市的兴安盟南部
地区，水资源匮乏，水利基础设施薄
弱，经济发展滞后，被列入国家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

据统计，兴安盟南部、通辽市北部
9个旗县市区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1418
立方米，仅为全区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2179立方米的65%。

引绰济辽工程就是在这一多一少、
一丰一欠的差距上，奠定了上马的事实
之需和理论之基。上世纪五十年代起，
有关部门曾先后多次开展前期规划研
究工作，已批复的《松花江流域水资源
综合规划》《辽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
和已审查的《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及
《辽河流域综合规划》中，均明确提出实
施引绰济辽工程，由绰尔河流域向辽河
流域调水，以缓解通辽市和兴安盟的水
资源供需矛盾。

修建引绰济辽工程的梦想很美好，
但“敲定”这个工程可是几经波折。

2011年3月，自治区水利厅向水利
部上报《关于上报审查文得根水利枢纽
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请示》；

2012年5月，由中水东北勘测设计
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联合编制的《引绰济
辽工程规划报告》，于同年11月获水利
部批复；

2014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

确提出：集中力量有序推进一批全局
性、战略性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分步
建设纳入规划的172项工程。引绰济辽
工程赫然在列，而且是内蒙古迄今为止
投资规模最大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

2014 年 7 月，文得根水利枢纽及
乌兰浩特输水段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
改委批复；

2015 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同意不再单独审批乌兰浩特至通辽段
项目建议书，合并审批引绰济辽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2017年3月，环保部批复了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

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7年 11月，取得水利部对初步
设计报告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018年9月，引绰济辽控制性主体
工程开工。自此，这项“善水为民、福泽
蒙东”的内蒙古水利民生工程正式如火
如荼地展开。

列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进一步坚
定了内蒙古人民兴建引绰济辽的信心，
2018年 9月，寂静的绰尔河畔，一支支
建设队伍悄然入驻，开始了4年多的紧
张会战，一幕幕火热的建设场景每天都
在上演：工地上高耸的塔吊在空中左旋
右转，一辆辆装满砂石料的重型载重车
往来穿梭，一座挺拔的大坝在绰尔河畔
拔地而起……

工程开工伊始，内蒙古引绰济辽供
水有限责任公司就树立了“致力绿色发
展、坚持以人为本、打造精品工程”的核
心建设理念，带领各参建单位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强化管理，及时解决工程
建设技术难题，稳扎稳打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

修建水库，关键是筑坝。
如何把大坝建成优质工程，引绰济

辽公司决定邀请国内大坝建设领域的
“最强大脑”，提供最有力的技术支撑。

“综合利用高精度定位、物联网、
BIM 等各种高新技术，为文得根水库
建设和管理实现信息化、智能化打下了
坚实基础，全力推动中国大坝进入 4.0
技术时代。”引绰济辽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白金说。

河海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山东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
受邀前来联合开展课题攻关，水利部水
规总院及水利高端专家，对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专家会诊、提出解
决方案。

“文得根水库大坝是沥青心墙砂砾
石坝，当地砂砾石资源丰富，就地取材，
可以节约不少建设成本。”白金说，由于
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
工艺，这座大坝闪耀着新时代的科技光
芒。特别是水库大坝上游护坡型式优
化及消浪技术研究在国家科技部“科技
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项目中成功
立项实施。

中国水电十五局文得根水利枢纽
工程总工程师王跃刚说：“别看现在大
坝上光秃秃的，但它肚子里可是内有乾
坤。为保证大坝安全，工程用到了很多
高新技术。例如，已经埋到大坝内部的
3根应变光纤，可以通过光通道在专用
设备上监测大坝心墙的变形情况。另
外还有沉降器、水平位移器，可以监测
大坝垂直沉降和水平位置情况，这些科
技的应用都极大地保证了大坝投入使
用后的安全。”

据了解，文得根水利枢纽主坝主要
监测项目有变形监测、应力应变监测、

渗流监测、温度监测、地震反应监测、环
境监测六大类，设计总量727支/套，截
至目前，已安装埋设观测仪器及设施
685支/套。

“在文得根水利枢纽建设中，共开
展了 3项技术攻关和 4项‘新技术’应
用，系统解决了工程建设中的复杂技术
难题，优化了工程设计、加快了施工进
度、保证了施工质量与工程安全。”引绰
济辽公司总工程师韩瑞华说，目前，引
绰济辽工程申报发明专利 17项，软件
著作权3项，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国
家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

科技如虎添翼，水利人更是拼搏进
取。

雪花飘飘，山谷里寒风刺骨，建设
者盯在岗位上，难题一个一个得以破
解；骄阳似火，大坝上工具烫手，水利人
抢抓工期，任务一项一项如期完成。

奋战在一线的建设者，发扬“忠诚、
干净、担当，科学、求实、创新”的新时代水
利精神，在每一处用心，在每一刻尽心，为
文得根水利大坝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奏响了新时代水利建设的壮歌。

谋划逾甲子，奋战近 5年，文得根
水利枢纽即将下闸蓄水，“高峡出平湖”
的壮观景象即将出现。

科研攻坚 项目建设推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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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得根水利枢纽效果图。

大坝溢洪道落成。

引绰济辽工程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乌兰集镇移民新址。

文得根水利枢纽发电厂房及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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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内蒙古引绰济辽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