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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长的单座渡槽
全长约5.6公里的渡槽蒋

铜渡槽，是目前全国最长的单
座渡槽。

全省最长的引水隧洞
龙泉山隧洞是毗河供水一

期工程中最长的隧洞，全长约
11公里，是我省最长的引水隧
洞，整整花了近4年时间才实
现主体完工。

毗河供水工程

毗河供水工程于2015年4
月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再造
一个都江堰”中的一个重要项
目，该工程取水点位于毗河（都
江堰分水干渠之一）中游成都
市新都区苟家滩，总干渠穿龙
泉山、跨沱江，沿沱江、涪江分
水岭至安岳县朝阳水库，供水
区涉及成都、资阳、遂宁3市的
9个县（市、区），设计供水总人
口 489 万人，灌溉面积 417 万
亩。其中，一期工程包括取水
枢纽、总干渠及其他配套工程，
骨干输水渠道长达381公里。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之最

在植被逐渐恢复，乐至的干旱
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后，王隆瑛
开始着手兴修水利工程。不久后，
十里河、八角庙等水库相继建成投
用。但他发现，这些水库几乎装不
满，“我们几乎拦截了80%的河流径
流，但还是受到地势、降水等因素制
约。”

要彻底解决干旱问题，王隆瑛
深知必须要有外来稳定水源，然而
开渠引水并非易事。

早在 1971 年，四川省《岷江水
利初步规划》就提出了兴修毗河截
流引水工程的设想，但由于工程投
入高、施工难度大等原因，迟迟未能
启动建设。1987年，在王隆瑛的号
召组织下，乐至县政府邀请金堂、简
阳、遂宁等地相关领导及专家学者，
召开了四川省毗河引水工程学术论
证会。在那次论证会上，他以《水是
乐至的牛鼻子》为题发言，详细阐述
缺水的窘境和引水的意义。

此后，在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
的共同努力下，毗河供水工程于
2015 年 4 月正式开工建设。作为

“再造一个都江堰”中的一个重要项
目，该工程取水点位于毗河（都江堰
分水干渠之一）中游成都市新都区
苟家滩，总干渠穿龙泉山、跨沱江，
沿沱江、涪江分水岭至安岳县朝阳
水库，供水区涉及成都、资阳、遂宁
3市的9个县（市、区），设计供水总

人 口 489 万 人 ，灌 溉 面 积 417 万
亩。其中，一期工程包括取水枢纽、
总干渠及其他配套工程，骨干输水
渠道长达381公里。

“381公里中，明渠有162公里，
渠系配套建筑物1160座，隧洞298
座长 165 公里，渡槽 103 座长 38 公
里，倒虹管35座长16公里。”资阳市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由于工程所
经地区多为浅丘地貌，毗河供水一
期工程一半以上的长度都是隧洞和
渡槽。其中难度最大的是11公里长
的龙泉山隧洞项目，足足花了近4年
时间才实现主体完工。

在建设过程中，参建队伍还克
服了成都黏土段渠道施工难度大、
跨沱江付家坝倒虹管建设工期不
确定等艰难险阻，打造出了全国最
长的单座渡槽蒋铜渡槽，创新了造
槽机施工工艺建设锁口塘渡槽，建
造了四川“最美拱跨”渡槽卢家坝
渡槽等。

2020 年 1 月 6 日，毗河供水一
期工程进行总干渠试通水，王隆瑛
早早守在乐至段的岸边，见证“人工
天河”的首次通水。回去时，他还特
意装了两瓶水，并珍藏了其中一瓶。

2021 年 7 月 6 日，毗河供水一
期工程正式通水，卢家坝渡槽下也
设立了分会场，望着缓缓流淌的毗
河水，包括王隆瑛在内，许多人眼含
热泪——这一天，他们期盼了太久。

穿山引水
建成全省最长引水隧洞

▼四川“最美拱跨”渡槽——卢家坝渡槽。姚阳 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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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62 空气质量：良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6—86 空气质量等级：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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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10月13日开奖结果

排列3第22272期全国销售42178768
元。开奖号码：329。直选全国中奖9860
（四川409）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33105（四川1632）注，单注奖金173
元。45799025.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2272期全国销售16136250
元。开奖号码：32929。一等奖85注，单注
奖金10万元。397507235.1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22121期全国销售
46778156元。开奖号码：31010131010003，
一等奖全国中奖2（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84（四川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2121期全国销售
27034468元。开奖号码：31010131010003，
全国中奖469（四川3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121期全国
销 售 650382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31003110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2121期全国销售
2669908元。开奖号码：00113332，全国中
奖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2月12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对话

“我随时都会在家里存一些水，
反复利用。”9月22日，在乐至县原县
长王隆瑛家的卫生间里，记者看见，
几个大小不一的水盆里面装满了水。

节约用水，是大多数乐至人根深
蒂固的观念。因为长期以来，乐至县
等川中旱区水资源匮乏，人均水资源
量仅为全省的六分之一。

在观看乐至县电视台提供的干旱
视频后，记者大受震撼，土壤的裂缝大
到可容纳一只手臂伸进；农民用的水，
有一半都是泥土。

2021年7月，都江堰灌区毗河供
水一期工程通水，川中旱区从此多了
一条156公里的“人工天河”。在通水
仪式现场，当哗啦啦的水声传入耳中，
王隆瑛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期盼了半
个世纪的工程，是乐至县人民的希望
工程。“这个工程对老百姓有多重要？
我举个例子，工程所经过的所有地方，
当地群众都十分支持，要地就出地，要
人就出人。”他说。

2022年，毗河供水一期工程不负
众望，在省水利厅及都江堰水利发展
中心的统一调度下，春灌期间，向毗
河供水一期灌区应急供水1114万立
方米，保障了川中老旱区春灌需求。
在七八月伏旱期间，又紧急调水2427
万方，满足了乐至县城部分居民生活
用水的同时，还解决了毗河灌区8万
余亩耕地农业灌溉。

毗河供水工程是四川打造骨干
水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四川省重
点构建完备的水网体系。截至2021
年底，四川累计建成水利工程130余
万处，蓄引提水能力达348亿立方米。

不仅如此，四川31个重大水利工
程目前已纳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
保障规划》，总库容（年供水能力）115
亿立方米，供水人口6400万，工程完
工后，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从毗河供水工程一期通水前后乐至
人生活的变化，我仿佛看到四川骨干水
网建成后，四川人民“更滋润”的未来。

本版采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柴枫桔

“这是川中旱区人民跨越半个
世纪的期盼。”谈及毗河供水工程，
乐至县原县长、今年 88 岁的王隆瑛
十分激动。他说：“只有二期工程建
成后，才能发挥毗河供水工程的最
大效益，希望我还能为二期工程贡
献自己的余热。”

记者：修建毗河供水工程的设
想是什么时候有的？

王隆瑛：早在 1971 年，四川省
《岷江水利初步规划》就提出了兴修
毗河截流引水工程的设想，并于
1974 年起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
论证。但由于工程投入高、施工难
度大等原因，迟迟未能启动建设。
这个工程修建难度很大，大概从
1980 年开始，乐至县就明确一定要

争取到这一项目，不断向上级打报
告，积极争取。2012年5月，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了毗河供水一
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3 年后，
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到 2021 年 7
月正式通水。可以说，从规划走进
现实，川中旱区的老百姓足足盼了
半个世纪。

记者：您对于毗河供水工程还
有什么期盼？

王隆瑛：虽然我今年88岁了，还
是希望能为二期工程贡献自己的余
热。因为一期工程基本解决了来水
的问题，二期主要是修支渠和水库，
解决蓄水问题。只有二期工程建成
后，才能发挥毗河供水工程的最大
效益，农业的“屁股”就坐稳了。

“人工天河”4年洞穿龙泉山

地处四川盆地腹地，在
沱江以东、涪江以西的广袤
大地，因处于两江分水岭上，
如鱼之脊背留不住水。这片
土地涉及成都、资阳、遂宁 3
市的新都、青白江、金堂、雁
江、简阳、安岳、乐至、安居、
大英9个县（市、区）。

“这里的地势中间高两
边低，基本留不住水。”一说
起水，耄耋之年的王隆瑛思
路清晰、语气铿锵，仿佛有说
不完的话。

1959 年，王隆瑛从西南
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乐
至工作。“当时是夏天，踏入
乐至境内，就有一种很荒凉
的感觉，基本没有什么森林
植被。”他仍记得当时的统计
数据：乐至森林覆盖率不到
1.37%。“旱乐至”的印象深深
刻入他的脑海。“甚至有基层
干部反映，旱情最严重时，老
百姓连吃水都困难。”他说。

乐至的干旱情况只是川
中旱区的一个缩影。以资阳
市为例，近55年，资阳境内全
面干旱有43年，2个县或3个
县同时发生旱灾有52年。“十
年九旱”成为当地群众生产
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水田都开裂了，裂缝大
得我整个胳膊都能伸进去。”
1979年是王隆瑛印象中干旱
最严重的一年，乐至全县所有
河流、塘堰都干涸了，县城周
边都找不到水源，他每天调
10 余辆汽车到沱江简阳段、
资阳段去拉水。“拉回来的水
根本不够用，我就坐在县政府
外的那口井底等浸水，脑袋还
被水桶砸过几次。”他用手比
划着，苦笑着说。

面对恶劣生态环境和干
旱现状，学农出身的王隆瑛
试图改变。1981 年，他当选
为乐至县分管农业的副县
长，明晰要解决干旱问题，必
须要靠水利工程，“当时没有
资金，我就考虑先从生态环
境入手，发动群众把荒山都
种上树，生态环境好了，更能
涵养水源。”

此后十年，王隆瑛几乎跑
遍了乐至每一个山头，带领老
百姓植树种草。他设计的桤
柏混交、林草共生的森林模
式，起到了良好的植被恢复效
果。乐至县的森林覆盖率从
1.37%提高到24%左右，成为
全省和全国绿化先进县，他也
当选全国林业劳动模范。

应急供水
高温天气期间

解决8万亩耕地灌溉
今年 7 月至 8 月下旬，成都、资

阳、遂宁多地出现持续时间长、强度大
的晴热高温天气。其中，资阳市各县

（区）发生了较重到严重伏旱，局部达
到特旱气象标准，最高气温均突破自
1956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

7月29日，在乐至县金顺镇金顺
社区，村里稻田裂开的口子有 1 米多
深、10 多厘米宽。当地接近 40 天无
有效降雨，金顺社区的300余亩玉米
和约400亩水稻极度缺水，生长状况
堪忧。

不只是金顺社区，当时乐至县农
业农村局灾情统计表显示，主要作物
受灾已达到9.28万亩，受灾较为严重
的是夏玉米、水稻、大豆、红薯等。同
时，佛星、宝林、良安等10余个乡镇出
现一定程度的人畜饮水困难。

为应对旱情，乐至县向都江堰水利
发展中心毗河管理处申请，通过毗河供
水一期工程应急调水，以保障农业灌溉
用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及河道生态用
水。

据乐至县水务局副局长蒋学兵介
绍，7-8 月，通过毗河供水总量约为
2427万方，其中300万方为县城和部
分乡镇储备饮用水源水，可延长县城
和部分乡镇原水供应 100 天以上；
1727万方沿毗河放水洞、泄水渠进入
下游农田和河道，解决毗河灌区 8 万
余亩耕地农业灌溉。

采访最后，王隆瑛向记者展示了
珍藏的那瓶毗河水，透明的瓶身里，泥
沙已结成絮状，沉淀在瓶底。他拿起
那瓶水，笑着倚靠在窗边，看了一眼
说：“希望我能活到二期建成时，那时
候毗河供水工程的效益能全部发挥。”

10月10日，资阳市乐至县，
天气晴朗，气温20℃。

从渝蓉高速公路而下，经天童
大道进入乐至县城的途中，一座拱
形“天桥”横贯道路之上，在蓝天白
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壮观。

然而，这并不是一座桥，而是
毗河供水项目一期的控制性工程
卢家坝渡槽，也被称为四川“最美
拱跨”渡槽。

2021年 7月，毗河水顺着
这些钢筋水泥浇筑的“渡槽”与
“河床”，过成都平原，穿龙泉山，
跨沱江，最终流入资阳市安岳县
的朝阳水库，行程150多公里。
该项目还有二期工程，除了将再
建487公里的骨干渠道外，还会

新、扩建多座中型水库。届时，将
惠及成都、资阳、遂宁3市的9个
县（市、区），供水人口489万人，
灌溉面积417万亩。

一条人工天河横亘川中的背
后，是以乐至县为代表的川中旱区
人民跨越半个世纪的期盼。历史
上，这里曾是有名的缺水地区，守
望沱江、涪江两江却“十年九旱”，
乐至县原县长、今年88岁的王隆
瑛对此记忆犹新。如今，该项目
一期已顺利通水，并在今年高温
干旱天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实地探访毗河供水工程，了
解川中旱区人民找水、引水，以及
与毗河供水工程的故事。

“十年九旱”
老县长坐在井底等浸水

毗河供水工程
仿佛让我看到四川人民“更滋润”的未来

毗河供水工程 解了川中旱区半个世纪的渴

乐至县88岁老县长：
这是川中旱区人民半个世纪的期盼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蒋铜渡槽是全国最长的单座渡槽。省水利厅供图

王隆瑛向记者展示珍藏的那瓶毗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