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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在 这 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郭亨孝在
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建议
加快引大济岷水利工程建设，促进成
都平原经济区高质量发展。

引大济岷是国家重大引调水工
程，建成后将满足成都、德阳、眉山、资
阳、绵阳、遂宁、内江7市40个县（市、
区）供水，受益灌面1400万亩，供水区
人口约3500万。

为什么要建设引大济岷项目？该
工程目前进展如何？3月7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郭亨孝。

供需矛盾突出
开辟新水源迫在眉睫

四川是“千河之省”，水资源总量
相对丰富，但存在着时空分布严重不
均的问题。人口、耕地和经济总量占
全省80%的盆地腹部区，水资源量仅
占20%，人均不足1000立方米，不到
全国平均水平的1/2。

“特别是以都江堰灌区为水安全
保障的成都平原经济区，是四川人
口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集中区，水资
源供需矛盾已经十分突出。”郭亨孝
表示，虽经多年改扩建都江堰水利
工程，新建武引、升钟等一批大中型

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达到95亿立方
米/年，但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四川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
的不断深入，成都平原经济区人口
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水安全保障
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开辟新水源已
经迫在眉睫。

“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说
的用水多是指农业灌溉用水，现在不

一样了，城乡、工业、生态都需要用
水，并且用水量很大。”郭亨孝解释，
以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为例，2020年
常住人口4193万，预计到2030年将
超过 4600 万。通过预测，到 2035
年，成都平原经济区供水缺口约27
亿立方米/年。

从迫切性来说，引大济岷工程
建设工期 8 年，加上前期工作时间
预计需要10年左右才能建成发挥效
益，“如果不尽早开工的话，到2030
年后成都平原经济区缺水现象将更
加严峻，甚至可能出现‘水荒’。”郭
亨孝说。

加快推进
力争2022年12月开工

“其实引大济岷工程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就提出来了，2021年，该工程
被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和全国‘十四五’水安全保障
规划。”郭亨孝表示，2021年以来，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举全省之力加快
推进引大济岷工程前期工作。

为此，省政府专门成立引大济岷
工程专项工作组，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引大济岷工程前期工作责任分工方
案》。省水利厅组建了工程指挥部和
实体化办公室。为确保引大济岷工
程前期工作顺利进行，避免重复建
设，今年2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引大济岷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
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

知》正式发布，要求引大济岷工程建
设征地范围内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和
迁入人口。

此外，为积极破解骨干水网工程
协调难、筹资难、进度慢等问题，四川
省水利厅创新探索“政银企1+3”四方
合作机制，省政府还将出台创新投融
资机制推进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充分利用债券资金重点支持工程
建设。

“我们计划今年5月上旬编制完
成可研报告，力争12月可研报告批复
后开工。”郭亨孝表示。

□新闻链接

引大济岷工程

引大济岷工程是国家重大引调水
工程，计划从大渡河泸定电站库区引
水入岷江，线路总长304公里，年均引
水量27亿立方米，建成后将为成都、
德阳、眉山、资阳、绵阳、遂宁、内江7
市40县（市、区）供水，受益灌面1400
万亩，供水区人口约3500万。在引水
线路上利用落差建设3座消能电站，
总装机68万千瓦，年发电量34亿度。

“引大济岷工程事关成都平原几
千万人口的基本民生和用水安全，
对根本上解决成都平原经济区缺水
问题，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四川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郭亨
孝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柴枫桔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水利厅厅
长郭亨孝 欧阳杰 摄

委 员 在 这 里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优化城乡
养老服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
间照料、助餐助洁等服务。

“衣食住行”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需要，但在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吃
饭问题，对于部分老年人来说却是一
件并不容易的事。参加今年全国两
会，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副
主委、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就如何解
决老年人“吃饭难”提出了建议。

调研
老人做饭耗时不方便

一线城市积极探索助餐配餐服务

“说到‘吃饭难’，其实包含老年
人自身的困难，以及社会运营老年食
堂的难题。”郑鈜在调研中发现，没有
与儿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自己做饭
耗时、耗力、不经济，各种成本较高，

而结果是饭菜品类少、食用量小、可
能产生浪费，还容易引发用气用电用
火等安全事故。同时，社区食堂不但

建设难、运行难、管理难，而且难以便
利、贴近服务老年人。因此，亟待提
高为老年人提供用餐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

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越来越重
视对老年人“就餐难”问题的解决，《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
意见》明确提出以“配餐”等方式满足
老年人需求，较好地回应了老年人的
实际需要。同时，部门的政策落地也
在加快推进，在民政部联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组织实施的普惠养老城
企联动专项行动中，强化了助餐等服
务能力。北京、重庆、广州等地积极探
索为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餐服务，取得
了良好效果。

建议
探索不同配餐模式

为老人提供优质高效配餐服务

对此，郑鈜认为，应该把为老年
人配餐作为推进养老服务工作的重
要内容，积极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
成工作方案在全国推广；强化社区
职责和服务能力建设，加快解决老
年人的“吃饭难”的问题。在满足老

年人基本性、多元化需求的同时，积
极在订餐、制餐、送餐环节创造新的
就业领域和就业机会，多渠道增加
社会福祉。

配餐可依据不同条件探索采用
不同模式，如“建设专业平台”“成立
专门机构”“政府购买服务”“群众点
餐+中央厨房+社区配送”“企业投
资+政府补助+社会参与”“企业化运
作+公益化管理”“餐食多元化、健康
化、营养化”“配餐管理数据化”“配
餐过程适老化”等，不断提升为老年
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配餐服务的
水平。

同时，还应加强对配餐全流程安
全监督和管理。探索为老年人配餐
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模式和相关标
准建设，强化对老年人配餐的安全监
督管理及相关技术要求，规范管理餐
饮的供应链、配送链、菜品制作信息
描述、系统化健康经营管理以及制餐
配餐设施与服务等，保障为老年人配
餐的安全和健康。推动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在为老年人配餐工作中的应
用，发挥保险的他律作用和风险分担
机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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