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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干旱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

— 以我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张掖地区为例
口 王 浩 王建华 陈 明

摘 要

关健词

我国韭 方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
,

严重 制 约 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

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但同时这一地 区又存在

着较为普遮的 用水浪费现象
,

水资源利 用效率及效益低 下
,

因 此大 力推行节水
、

建设节水型社会
,

成为 北

方千早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重要保障
。

本文以张掖地区 为例
,

提 出 了干旱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 的基本

内容
、

效果评价体系和保障体 系
。

北 方 干早地区 节水型社会 水资 源

受 自然条件 和社会发展的影 响
,

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北方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主要
“

瓶颈
” 。

与 区域水资源先天不足形成

巨大反差的是
,

我国北方干早地 区仍

然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用水浪费
、

水资

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低下等问题
。

大力

推行节约用水
、

提高全 民节水意识
、

建

设节水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北方干早

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和重

要保障
。

为此
,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
,

要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
,

全

面推行各种节水措施
,

发展节水型农

业
、

工业和服务业
,

建设节水 型社会
。

在刚刚通过的新 《水法 》当中
,

也明确

提出了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内容
。

针对我国北方千旱地区特殊的水

资源及用水背景
,

同时为配合国务院批

复的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
,

水利部决

定在甘肃省张掖市开展我国节水型社

会建设试点工作
,

试点建设 时间为

么刀2 ~ 刀X辫年
。

通过这一典型地区的试

点建设
,

探索北方缺水地区基于区域水

资源承载能力的现代水利建设和经济

发展的模式
,

为
“
十五

”

期间全面推进全

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提供技术
、

经济
、

体制
、

政策和法规等的示范
。

一
、

节水与节水型杜会

节水是指采取现实可行的综合措

施
,

减少水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

提高用水

效率与效益
,

合理和高效利用水资源
。

节水型社会就是人们在生活和生

产过程中
,

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

环节
,

贯穿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意

识
,

以完备的管理体制
、

运行机制和法

制体系为保障
,

在政府
、

用水单位和公

众的共同参与下
,

通过法律
、

行政
、

经

济
、

技术和工程等措施
,

结合社会经济

结构的调整
,

实现全社会用水在生产

和消费上的高效合理
,

保持区域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从上述定义可 以看 出
,

节水型社

会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系统上加上节水

的内容
,

而是在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

领域的具体实践活动中
,

都 以节水作

为其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
,

建立

健全相关机制体系
,

协调社会经济结

构
,

实现社会系统
、

生态系统和水资源

的良性发展
,

保障水资源的持续利用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永续支撑
。

可以看

出
,

节水型社会较传统意义的节水有

着更为丰富的内杨
。

二
、

我国北方千早地区节水型杜

会准设的甚本内容

宏观层面上
,

在我国北方地区进

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目标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
,

其一是保障区域或流域经济

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

其二是实现区

域或流域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
。

对于

张掖来说
,

进行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

一方面要保证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

目标的实现
,

完成国务院批复 的黑河

省际分水方案 ; 另一方面还要维持张

掖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
,

提高人

们的生活水平
,

促进地区生态环境的

保护与改善
。

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主

要包括管理措施
、

经济措施
、

工程措施
、

科

技措施和宣传教育措施等五个方面
。

1
.

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

本性措施
。

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管

理措施内容包括管理体制建设
、

运行

机制建设
、

法制体系建设
、

规划体系建

设
、

技术体系建设和参与机制建设六

个方面内容
。

( 1 )管理体制建设

逐步建立分级管理
、

职责 明确
、

运

转协调
、

行为规范 的水资源统一管理

体制
,

成立张掖市水务局和各县
、

区水

务局
。

全社会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行统

一规划
、

统一调配
、

统一发放取水许可

证
、

统一征收水资源费
、

统一管理水量

和水质
,

实行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

理以及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
。

( 2) 运行机制建设

建立 以用水和纳污总量控制与定

额管理相结合 的节水型社会运行机

制
,

建立健全 以总量控制下的取水
、

排

污许可制度
。

运行机制 的内容和技术

支持主要包括规划机制
、

评价制度
、

水

资源论证制度
、

初始水权分配制度
、

地

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制度
、

机电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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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督制度
、

入河排污 口 管理制度
、

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监督制度
、

干旱期

动态配水管理 (即危机管理 )制度
、

用

水定额管理制度
、

节水补助制度
、

信息

交换制度
、

公众参与管理制度等
。

( 3)法制体 系建设

在新 《水法 》的 大框架下
,

制定一

系列节水型社会配套管理办法
,

出台

相关地方管理办法和地方性法规
,

同

时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

( 4 )规划体 系建 设

节水 型社 会建设是一 个渐进过

程
,

规划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张掖节水型社会规划体系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
、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

保护规划
,

如区域节水规划
、

灌溉面积

总量控制规划
、

灌溉制度改革规划
、

节

水工程规划
、

人工林面积发展规划等
。

( 5 )技 术体 系建设

我国北方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处

于刚 刚起步阶段
,

带有明显的探索性
,

需要全面技术支持
。

张掖节水型社会

技术支撑体系的 内容 主要包括区域水

循环演变过程与规律
、

区域水资源承

载力与生态需水量
、

水权制度
、

水资源

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演变规律
、

水资

源优化配置模式
、

水资源调配与节水

管理信息系统
、

用水需求管理的配套

经济手段和技术政策
、

区域行业用水

定额标准的制定
、

节水型社会评价指

标体系
、

行业用水水价制定与收取体

系
、

水市场研究等等方面
。

( 6) 参 与机制建设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

任务
,

需要发动全社会各个部门不同

行业共同参与
,

因此公众参与和参与

机制 的建设是建立节 水型社会 的关

键
。

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参与机制的

主要 内容包括农 民用水者协会制度
、

分水协调制度
、

重大水问题听证会制

度
、

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度
、

水信息社会

公布制度等
。

2
.

经济措施

经济措施是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

内容中最主要的部分
,

它主要包括两

方面内容
,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
,

通过经

济结构调整来改善用水结构
,

提高单

方水的经济产出
。

对于传统农业经济

区
,

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点 内容是

种植结构的调整
。

二是相关节水经济

机制的建立
,

通过经济杠杆促进用水

效率的提高
。

张掖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 1 )经济 结构调整

①产业结构调整

张掖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经济 区
,

2 00 1年全市 G D P为 6 .8 84亿元
,

其 中一
、

二
、

三产业 比 例为 37
.

:8 30 :.0 犯 .2
,

二
、

三产业 总值 比重较 全国低 2 2个百分

点
。

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张掖市节

水型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
。

具体来说
,

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龙

头企业
,

重点抓好6 0万 t草粉加工
、

巧

万 t 的柠檬酸
、

lO 万 t药用葡萄
、

2万 t葡

萄酒
、

7〕卫 )t颗粒啤酒花
、

10 万
t高烹油

、

5万 t马铃薯淀粉
、

2万 t真空冻干食品等

农产品 加工项 目的 加速发展
,

20 (只年

三产比例调整为 3 :4 3 :4 3 2左右
。

②种植结构调整

张 掖是我 国十 大商品 粮基地 之

一
,

200 1年人均产量为 8 19 k g
,

商 品粮

率高达 6 0%
。

这种
“

一头沉
”

的种植结

构造成张掖单方水 G D P产出仅 为 .2 81

元
,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6/
。

在张掖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过程中
,

加大种植

业内部结构调整力度
,

围绕主导产业

和农产品基地建设
,

扭转传统的单一

粮食主导种植结构
,

准备利用 5一8年时

间
,

逐步形成农作物制种
、

优质牧草
、

经济作物和粮食等 4个百万亩的新型
“
四元

”

种植业格局
,

20( ) 4年粮经草 比

例调整到 4 :2 4 :6 12 左右
,

实现产粮大区

向草畜强区跨越
。

③相关地方政策

坚决继续贯彻落实地 区
“

三禁三

压三扩
”

政策
,

即禁止开荒
、

禁止移民
、

禁止种植高耗水作物 ;压缩耕地面积
、

扩大林草面积
。

压缩粮食面积
、

扩大经

济作物面积
、

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
,

扩

大低耗水作物面积
。

20( ) 3年争取取消

全部水稻种植面积
。

( 2) 相关 经济机制建设

张掖节水型社会经济机制建设的

基本内容包括
:

①建立合理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合理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主要

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是建立与取水许

可制度相 配套 的 水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 ; 二是建立与排污许可制度相配套

的水环境容量有偿使用制度
,

即排污

收费制度
。

②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水价形成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

容
:
一是基于供水成本的水价形成机

制的建设 ; 二是分类与 累进制水价制

度 的建立与完善 ; 三是基于用水户 实

际承受能力水价调整方案制定
,

尤其要

考虑困难群众的基本用水水权
,

制定出

相关的经济补助政策和保障措施
。

③建立节水激励制度

根据初始水权分配结果和水资源

使用状况评定节水水平
,

制定相关经

济鼓励政策
,

建立节水激励制度
。

④改革节水投人机制

确定节水受益主体
,

根据
“

谁受

益
、

谁投资
”

的原则
,

改革节水投人渠

道与比例
,

建立合理的节水投入机制
。

⑤初步建立水权 (水量 )交易制度

从非正式水市场交易人手
,

探索

和逐步规范符合地区区情的水权或是

水量交易制度
。

3
.

工程措施

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的工程

措施实施内容将以《黑河流域近期治理

规划》中相关工程措施为基本内容
,

新

增一部分对于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有

重要意义而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中未能

考虑到的工程
。

( 1 )祁连 山水 源 区保 护工程

祁连山水源地是张掖和 内蒙古额

济纳绿洲工农业生产
、

城乡 人民生活

和 国防科研基地赖以生存的命脉
,

保

护水源的工程意义非同寻常
。

具体包

中国水利 2《x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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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两方面内容
:

一是列人 《黑河流域近

期治理规划》中的祁连山天然林保护工

程
,

包括封山育林义以 )余 11n l字
,

落实森林

管护面积 26 万 h m Z ; 二是为保障祁连山

水源涵养能力
,

需要加大祁连山水源

区退耕还林力度
,

考虑实行一定数量

的生态移民
。

(2) 灌 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张掖黑河干流张
、

临
、

高三县 (市 )

及肃南县重点完成《黑河流域近期治理

规划》确定的灌区节水工程项 目 ;山丹
、

民乐两县以大中型灌区 节水挖潜改造

为主
,

重点完成洪水河灌区
、

马营河灌

区
、

大堵麻灌区及寺沟灌 区的节水挖

潜改造
。

( 3 )引水 口 门改建 工程

黑河中游现有引水 口 门 6 2处
,

根

据 《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 》
,

在减少

引水口 门的基础上
,

尚有 口 门41 处
。

这

些 口 门大部分为无坝引水
,

已有 的部

分骨干水利枢纽和分水闸建成多年
,

老化失修严重
,

闭 口 困难
,

严重影响水

量的统一调度和用水总量的控制
。

近

期引水 口 门建设总体规划内容根据工

程的现状和功能的不同
,

分为三部分
:

一是改建引水 口 门 15 座
,

二是改建张

掖市的龙洞
、

张家寨和石庙子 3座分水

闸
,

三是改建加固黑河草滩庄及梨园

河 2座引水枢纽
。

( 4) 黑 河河道治理工 程

根据 2〕义 ) 、 200 1年 张掖黑河 6次
“

全线闭 口
,

集中下泄
”

调水实践
,

中游

河道暴露 的主要问题突 出表现在
:

一

是该段河道河床宽浅
、

汉沟交织
,

水流

分散
,

蒸发渗漏损失严重
,

集 中下泄效

果差 ;二是闭 口期间
,

填挖封堵工程量

大
,

人
、

财
、

物耗费巨大
。

黑河中游河道

治理工程主要包括张肃公路黑河大桥

上游分洪枢纽工程改建
,

右岸堤防延

长 新 建 2 .2 9 9k m 及 现 状 堤 防 加 固

.8 07 k m
,

左岸控导工程 13 座总长 g k m和

部分河道主槽疏浚等4个部分
。

( 5) 用水取水计 量设施体系

用水取水计量设施体系包括地表

水引水 口 门的取用水计量设施和机电

井井 口地下水取用计量设施
。

其中地

表水引水计量设施包括干
、

支
、

斗渠三

级
,

其中干渠
、

支渠两级安装 自动测水

仪
,

斗渠设量水堰
。

另外张掖 目前有机

电井44 8 9眼
,

通过采取关闭措施
,

仍有

工业
、

生活和农业深井共计 2 7 10 眼
,

试

点阶段拟在这些机井口 安装水表
。

( 6 )生 态建设和退耕封育保护

利用 3年的时间张掖
、

临泽
、

高 台 3

县 (市 )完成 《黑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规

划》中确定的退耕还林还草2万 h m平
。

( 7) 城市污 水集 中处理回用 工程

在水循环结构特殊的内陆干旱地

区
,

污水资源化有着水资源和环境上

的双重意义
。

为实现城市污水资源化
,

拟在甘州 区新建 日处理能力 6万 t的污

水处理厂 1座
,

其他县城则新建规模为

1万 t的污水处理厂
。

处理后的污水可

用于城镇绿化和农业灌溉
,

甘州 区还

可用于电厂冷却等方面
。

(B )关 闭 自备水源
,

实行集 中供水

张掖 目前城镇有生活及工业 自备

水源井2 5 0眼
,

为实现对用水总量的控

制
,

必须实行集中供水
。

张掖将在 2 00 4

年之前关闭全部企业和单位的 自备水

源
,

实行统一供水
。

4
.

科技措施

( 1) 加 强科学墓础 研究

结合流域水循环特征和主要水资

源间题
,

深人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

为区

域水资源决策 与管理提供相关依据
。

研究必须从现代流域水循环的科学理

论出发
,

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方法相结

合
,

进行相关专项课题研究
,

如流域水

循环过程研究
、

区域水 资源承载力与

生态需水研究
、

地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研究
、

用水需求管理的经济手段和技

术政策研究
、

区域行业用水定额标准

研究
、

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行业用水水价研究
、

水权水市场研究

等
,

为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提供相关

技术支撑
。

( 2) 机构能力的建设 与提 高

以水务局为主体的水利系统的机

构能力建设
,

以及涉水部门如农业
、

林

业
、

环保
、

计划
、

经贸等部门的机构能力

建设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关键
,

在节水

型社会建设过程中
,

必须同期加强对这

些部门的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
。

( 3) 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建设

建设张掖水资源调配与节水管理

信息系统
,

包括由调度管理中心决策

支持系统和各县 (市 )调度管理分中心

决策支持系统
。

系统建设的主要 内容

是
:

调度管理中心和分中心的控制系

统 ;水量水质监测信息的采集系统 ;信

息传输系统计算机网络 ; 综合数据信

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
。

在信息系统

建设中
,

为落实黑河干流县市 间的水

量分配方案
,

拟在临泽和高台两县黑

河干流断面增设水文站一个 (张掖和临

泽之间干流断面已有高崖水文站 )
。

另外

为控制地下水开采总量
,

拟在现有地

下水水文观测站网基础上在相应井灌

区新增布设一定数量 的地下水水文观

测井
。

另外还要增设水质监测断面
,

以

加强对水环境的监测
。

(4) 节水技术
、

设备 和器具 的推广

应用

以 《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 》所确

定 的 .2 7万 h耐高新技术节水面积为基

本规模
,

建设高效节水示范园区
。

同时

还要突破传统框架
,

引入适宜区情的

高新技术
,

如生长期与区域降水时期

相匹配作物的培育和引进
、

耐早草种

树种的引进等等
。

生活用水方面在新

建住宅楼全面推行生活节水器具
,

对

现有住宅逐步进行改装 ; 引进工业节

水新工艺
,

推广工业节水设备
。

5
.

宣传教育措施

( 1) 普及节水意识

充分利用广播
、

电视
、

报刊等新 闻

媒介
,

积极采取编发制作易于大众理

解和接受的宣传标语
,

通过多种途径

和方式的教育宣传
,

在全社会树立珍

惜水
、

保护水
、

节约水的责任感
、

紧迫

感和危机感
,

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

使全

社会转变用水和节水观念
,

树立节水

型社会的新型价值观
,

普遍接受
、

理解

和积极参与节水 型社会建设
,

使节水

14 2 中国水利 20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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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

部分组成
。

评价具体操作需要通过指标

2 ()提高参与意识 来实现
,

指标选取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指

节水型社会建设 是全社会 的任 标的典型性
、

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

务
,

而不单单是水务局或是政府职能
,

1
.

宏观整体评价

因此群众参与意识的普及与提高是节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为了实现区域

水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

实践 更高起点
、

更高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
,

过程中要充分培育地区广大干部和群 在节水型社会建设过程中
,

节水
、

经

众的参与热情
,

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
,

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保护是统一协调 的

倡 导一线 干群积极开展方
一

法和实践上 关系
。

本次将从经济发展
、

资源状况和

的创新
。

生态系统 三方面来对 比试点前后的社

三
、

节水型社会建设效果的评价 会状态
,

以评估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宏观

体系 效应
。

初步选取的宏观评价指标见表 1
。

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的系统评估 .2 微观节水评价

包括两个层面
,

一是通过社会
、

经济与 在宏观整体评价的基础上
,

为进

生 态协调性指标来评估节水型社会试 一步考察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

点建设的整体效果
,

二是通过节水指标 状况
,

还需对具体的节水效果进行微

来评估节水措施落实效果 评价体系主 观指标评价
。

具体评价内容包括综合

要由宏观整体评价和微观指标评价两 指标评价
、

农业
一

节水指标评价
、

工业节

表 1 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宏观评价 内容

评评价项 目目 评价内容容 评 价 指 标标

经经济社会会 发展模式评价价 三产G DP总量 与比例
、

三产用水总量与比例例

发发发展速度评价价 农业发展速度
、

工业发展速度
、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度

居居居民生活水平评价价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入

用用用水秩序评价价 水事纠纷发生数数

社社社会参
一

与评价价 农民用水者协会会员比例数
、

重大水问题听证会次数数

资资源状况况 水资源评价价 水资源开发利用量
、

国民经济用水比例
、

正义峡下泄水水

量量量量
、

区域地下水水位动态
、

河流断面水质状况
、

地下水水

水水水水质质

其其其他资源评价价 耕地面积
、

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
、

带田比例例

生生态系统统 天然生态系统评价价 天然林草面积
、

水源区森林覆盖率
、

沙漠化面积积

过过过过渡带面积
、

湿地面积积

表 2 节水型社会微观评价指标体系一览

指标分类

综合指标

评价指标

单力水 C O P产出
、

万元G D P用水量递减率
、

节水总量
、

单方节水

投入
、

主要工农业产品单位用水量
、

人均用水量
、

计划用水实施

率
、

用水装表计量率

农业 节水评价指标

工业节水评价指标

农业灌溉年节水量
、

单方水主要农作物产量
、

主要作物灌溉定额

灌溉水利用系数
、

渠系利用系数
、

节水灌溉工程率
、

计划田间工

程
、

实施率
、

计划渠系工程
工业节水总量

、

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
、

主要工业产品单位用水量

工业用水重复率
、

工业污水处理回用率
、

管网漏失率
、

单方工业

节水投资

生活节水评价指标 生活节水总量
、

生活用水定额
、

节水器具普及率

生态用水评价指标 生态用水总量
、

林草用水比例
、

生态用水定额

水指标评价
、

生活 节水指标评价
、

生态

用水指标评价以及水环境指标评价等

方面
,

其中第三产业用水和节水 归并

到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当中
。

初步选

取的微观评价指标见表 2
。

四
、

节水型杜会建设的保障措施

为保障张掖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目标实现
,

必须采取一系列保障措施
,

最为迫切 和重要 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

1
.

建立健全各级领 导机构和 相 关

工作机制

有效的各级领导和工作机制是试

点建设的首要保障措施
。

主要包括以

下两方面 的 内容
,

一是落实行政首长

负责制
,

成立由地方行政首长亲 自挂

帅
,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领

导小组
,

建立起统一有序的工作机制
,

协调各县 (市 )之 间
、

水务局与各职能

交叉部门之间
、

行政区水资源管理与

城市水务管理之间 的关系
,

保障具体

工作能真正落到实处 ; 二是必须建立

起由上而下的运转灵活
、

信息通畅的

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工作机制
,

协调

处理上下各级之间
、

地方政府和流域

机构之间的各方关系
,

切实做到沟通

及时
、

工作高效
。

2
.

配五稳定的技术 咨询 力量
,

组成

专 家指导委员会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一项原创性很

强的综合工作
,

既无现成模式可供借

鉴
,

也无成熟经验可供参考
,

但试点建

设时间 短
,

实践要求高
,

因此在试点建

设过程中
,

应当广泛吸纳省内外和 国

内外高水平的水利科研单位
,

配置形

成相对比较稳定的技术力量
,

组成专

家指导委员会
,

既作为试点工作技术

常务咨 询和协调机构
,

在节水型社会

的总体规划
、

政策措施和重大技术问

题提供指导
,

同时也负责开展相关科

学问题研究
,

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

相关技术支撑
。

3
.

保 障相 关 资金到位
,

重视 配套

工程建设

资金保障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主

中国水利 2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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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减灾战略调整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口 周魁一

摘 要

关键词

有人将
“

发展是硬道理
”

理解为
`

,G D P增长是硬道理
” ,

而并未计入为使 G D P增 长所付 出 的环境和 资源代

价
。

为 此国际上提 出绿 色G D P的概念
,

即扣 除环境破坏之后的 国 民财富
。

在 防洪减 灾领域也应重视这一

问题
。

为 实现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 防洪减灾战略
,

应 突 出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
。

而人与 自然 和谐 的核 心 问题

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关 系
。

防 洪减灾战略 可持续发展 人与 自然 和谐

在送走2 0世纪的时候
,

在世界范

围里
,

人们纷纷从政治
、

经济
、

科技
、

文

化等方面 回顾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和探

索新世纪的发展战略
。

其中
“

可持续发

展
”

理念已成为共识
。

在可持续发展战

略中
,

通常受 到重视的是人 口
、

资源
、

环境等问题
。

然而减少灾害损失的努

力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

尤其是水早灾害
,

对人类的威胁最大
,

损害也最为严重
。

追求经济增长与减

少灾害损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

因为减负就等于加正
。

这是一条朴素

的真理
。

何况减灾投人并不是一个简

单的负负得正的关系
。

根据专家们的

统计
,

1倍的减灾投人
,

可以获得 2 一5倍

的经济效益
。

一
、

当前洪水多发国家面临的主要

防洪问题

人类为了 创造更适于 自身生存和

发展的环境
,

需要对不利 的 自然条件

进行改造
,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 以来
,

伴

随着 自身的发展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

洪水等灾害因 素的斗争
。

防洪工程建

设是制约水灾必要的手段
。

新中国成

立 40 多年来所兴建 的水利 工程
,

在

19 91 年和 1998 年的江淮抗洪斗争 中发

挥 的巨大作用就是证明
。

可见
,

我们应

该制定一个适合我国 自然条件和社会

需求的合理的防洪标准
,

加速兴建一

批保护重要地区的骨干防洪工程
。

但

是
,

人类改造 自然环境的种种努力并

不总是有利于减轻洪水灾害
,

在许多

方面存在相反的情况
。

这要求我们进

一步思考
,

防洪减灾怎样保障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

而经济建设和国土

开发应如何与防洪减灾需要相协调
。

在 防洪中存在这样一种 矛盾 现

象
,

首先
,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

一方面

控制洪水 的工程能力大幅度提高
,

另

一方面灾害损失显著增长
。

如何理解

这个表面矛盾着的现象 ? 其次
,

从气

象
、

水文等 自然条件来看
,

虽然洪水 的

年际变化较大
,

但从一个时段来看
,

各

条江河的自然态洪水都有相对稳定的

量级和发生概率
。

然而
,

近代以来各主

要保障措施之一
,

包括两方面内容
:

一

是国家投人资金的及时到位
,

不同项 目

资金在符合基本建设报批程序的基础

上
,

由相应归 口单位负责审批
,

并予以

及时划拨
。

二是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
。

地方政府应当建立多种投资渠道
,

保障

配套资金的及时到位
。

在工程建设过

程中
,

在注重节水项 目主体工程建设

的同时
,

也要高度重视配套工程建设
,

实行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同时设计
、

同

时施工
、

同时投产
。

同时项 目建设要严

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的规程运作
,

加强

项 目管理与监督
,

全面推行法人责任

制
、

招标投标制和建设监理制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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