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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规模达40万立方米/天，提
升水资源空间调配能力，有效应对东
西线供水不均衡情况，为构建韧性城
市提供支撑……2022年底，位于奉化
南部山区的宁波市水库群东西线联通
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是省、市重点工
程建设项目，对解决宁波东西线水资
源不均衡问题，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宁波依托水网总体格局，
充分发挥“大水源、大通道”优势，在供
水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成果斐然。

明确“两纵四横”的水资源配置格
局。“两纵”为水库群联网联调工程的
西线和东线，西线联通钦寸等水库至
杭州湾，东线连通白溪等水库至北仑；

“四横”涵盖三门湾配水通道等。通过
这些规划，将供水水库与主供水厂串
成“原水网”，形成完善的水资源配置
体系，有力保障供水。

积极推进域内联网联调。除本地
水源外，供水体系还通过“三源联调”
体系，实现了本地水源、境外水源、再
生水水源的优化配置。目前，“三源联
调”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水库原水互联
互通及水库水厂联网，杭州湾引水工
程已完成，清溪水库等工程建设加快。

不断扩大境外引水。作为省市水
网衔接的重要节点，宁波的境外引水
点多量大，目前已建成多项跨境引调
水工程，境外引水量占全市可供水量
的 1/4。宁波正持续扩大域外引水
量，并开展浙东水资源配置通道宁波
段工程前期研究，推进甬舟供水一体
化。

做足
织密水网润甬城

近年来，在国家和省级水网建设的宏
伟蓝图中，宁波始终将“水”置于战略全局
擘画布局，围绕“一城一水一网”的总目
标，稳步推进市级水网建设，致力于构建
现代化的水网市域样板。其中，不少水网
重大工程建设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在新征程上，如何扛起使命，推动水
利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一起来看宁波
答案——

溪下水库作为宁波供水保障
网“西线”的重要节点工程，总库容
2838万立方米，设计最大年供水量
为2100万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
供水为主，结合生态灌溉等综合利
用的中型水利工程。位于溪下水
库库尾西侧的桃源水厂，则采用国
内外领先的第三代净水工艺——
超滤膜，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浸没式
超滤膜水厂之一。

近年来，宁波通过一系列改革
措施，不断提高水资源调配和城乡
供水保障能力，致力于打造优质高
效、多源互补、空间均衡的水资源供
给保障样板。

管理方面，实现从源头到龙头
的全过程统一管理。宁波中心城
区以“供水高速公路”模式，成功建
成了全长48公里的大口径供水环
网。在分质供水领域，深化推进分
质供水模式，形成了城市自来水和
大工业供水两大独立供水系统。

去年，全市分质供水达到2亿
方，占年工业用水量的29%，实现
了环境、农业和工业用水的一水多
用、复合利用，水资源分质高效利
用水平位于全国前列。

为提升宁波城区供水网的管
理调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数字
孪生水网建设也正在加快推进。
以城区供水网的11座水库、7座水
厂、7处调节泵阀等工程为基础，强
化了安全运行监测，构建了供水安
全、水质安全、工程安全监测体系。

蓝图已绘就，关键在落实。“宁
波的现代化水管理支撑体系建设，
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水资源供给保
障能力，更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优
质、安全的水资源。随着水管理支
撑体系的不断完善，宁波正朝着建
设现代化、绿色、生态友好型城市
的目标稳步前进，为市民带来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体验。”宁波市水
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边城雨 袁先鸣
通讯员 陈飒

小小一滴水，折射大民生。
宁波是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也
是全国重要的防洪城市。那么，
宁波如何打好防汛防洪“主动
仗”？

除着眼流域系统治理、防洪
体系建设，更通过构建“上蓄、分
洪、外挡、下排”的新格局，实现了

“蓄泄兼筹、高速分洪、高标防御、
高效强排”的安澜防洪体系，全面
提升了城市核心区的防洪标准。

在流域分洪强排网的建设
上，提出流域防洪“高速水路”的
建设理念，建成了姚江二通道（慈
江）工程，采用三级泵站梯级抽排
方式，有效实现了“高水快排”。

区域河网强排网建设同样成
效显著。通过蓄、控、导、围等措
施，宁波加强了平原骨干河道的拓
疏整治和水系沟通，推进了城市核
心区三江干流堤防提标和沿海沿
江闸泵建设。王家洋泵站、界牌碶
泵站强排工程的实施，有效提高了
平原区域涝水外排能力。持续推
进海塘安澜建设工程，提前两年完
成“十四五”海塘安澜行动任务，
全面提升了防潮减灾能力。

在城市内涝安全网的建设
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突出抓好城市内涝防治。新增平
原河网水位预报站点，新建200余
个城区积水监测点位，确保了重要
城市基础设施、民生设施、产业和
文化设施以及城市安全运行与人
民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

宁波的数字孪生流域网建
设，更是为防洪体系增添了智慧
的翅膀。宁波已建成数字孪生甬
江流域平台，构建了气象卫星和
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
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提
升了区域水利工程调度运行管理
水平，实现了流域从单一治水走
向“智慧水城”的综合智治。

比如，澥浦闸站作为姚江二
通道（慈江)工程最末、最大的一
级泵站，于2022年6月顺利完成
竣工验收。澥浦闸站的建成，在
防御“梅花”等台风过程中发挥了
显著的排涝效益。该站不仅提升
了区域的防洪排涝能力，更成为
水文化与工程融合的典范，展现
了水利工程在功能与文化传承方
面的双重价值。

改善河道水质，丰富生物多
样性；开放河湖滨水空间，促进人
水和谐；串联发展沿线产业，推动
城乡共富……春末夏初，鄞州沿
山干河云龙段的特色文旅、滨水
产业蓬勃发展。

这是宁波全面推进幸福河湖
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

去年，宁波市委市政府以总河
长令形式发布了《宁波市全域建设
幸福河湖实施方案（2023-2027
年）》。宁波的幸福河湖体系建设，
融合了多维度的推进策略。结合
宁波水文化、建设文化塑造工程；
在治理过程中结合“甬有碧水”攻
坚行动，突出流域共治、水岸同
治。项目内容中融合了全域国土

空间综合整治、美丽交通干线、全
域旅游、美丽城镇、和美乡村等建
设，根据当地河湖禀赋特点和经济
社会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地进行规
划和实施。

展望2024年，宁波计划建成
“河湖网红”幸福风情点40处、高
品质水美乡村50个、城乡亲水节
点78个，以及幸福河湖特色廊带
1条。这标志着宁波开启了全域
建设幸福河湖的新阶段，通过幸
福河湖来实现河湖的高水平治
理，全面构建“点、线、面”三级串
联的立体幸福河湖示范网络。在
此基础上，宁波还计划迭代升级
打造幸福河湖25条，城乡居民15
分钟亲水圈覆盖率达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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