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建一座调蓄水库，为供水上
“双保险”

由来已久“缺水”的历史和现实，让青岛人
更懂得水资源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

根据全国第三次水资源评价成果，青岛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7.69 亿立方米、可利用
量 11.12 亿立方米。而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186
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9.5%，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 2%。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地方
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也压缩了城市的发
展空间。对于青岛这座资源性缺水城市来
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始终是一道待解的必
答题。

在本地水源严重不足的现实状况下，翻山
越岭千里调引黄河水、长江水则成为青岛乃至
胶东地区必选的“解渴之举”。1989 年引黄济
青工程通水，作为这一调水工程的唯一调蓄
水库——棘洪滩水库同步建成通水；2013 年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从此又多了一方
水源。33年来，经过棘洪滩水库累计向青岛调
引黄河和长江水50多亿立方米。近几年，青岛
每年调引的客水平均在4亿立方米左右。而遇
到连续干旱年，对客水的依赖更重。2018 年，
青岛调引客水 5.3 亿立方米，为历年最大调
引量。

在青岛城市发展历程中，引黄济青和南水
北调等调水工程可谓功不可没，引调客水已成
为青岛主要的供水水源。近五年来，青岛城镇
供水量中六成以上为客水，而在供水高峰期，
城市供水对客水的依赖程度高达90%以上，客
水为青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
水资源保障。

水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
性、控制性要素，其承载空间决定了经济社会
的发展空间。

因贫乏的水资源而引发的城镇与农业、生
态争水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及生态用水被城
乡生活用水严重挤占。

青岛是经济大市、人口大市，经济总量过
万亿，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经济空间与水资源
空间的不完全匹配，进一步加剧了城市缺
水。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增加，用水量
还在持续不断攀升。根据统计数据，目前青岛
年城市供水保障能力为 6.7 亿立方米，预测到
2035 年，城市需水量为 16 亿立方米，缺水 9.3
亿立方米。

现实摆在眼前，青岛客水输送能力和调蓄
能力已难以满足当前城市用水需求，且客水调
引完全依赖引黄济青工程，棘洪滩水库是唯一
的客水调蓄水库，“单渠单库”的客水调蓄模式
长期超负荷运行，一旦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
全市供水安全。

单库调蓄客水的潜在供水风险亟待打破，
青岛需要再建一座调蓄水库。

解决水资源短缺，打开更多城市
发展空间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站在新的历史高度，
规划好实施好水资源战略布局，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也有利于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拉动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就青岛的客水调引工程体系而言，引黄济
青干渠是全市唯一的客水调引通道，客水调蓄
主要依赖棘洪滩水库，“单渠单库”难以满足未
来城市用水需求。这些年，青岛把水网建设作
为城乡供水的生命线，积极构建城乡纵横“大
水网”。黄水东调承接工程作为青岛第二条输
水渠道于去年底建成具备通水条件，实现了

“双渠输送”的既定目标，而官路水库作为青岛
第二座调蓄水库，其规划建设则为保障供水加
了“双保险”。

官路水库建设筹划已久。国家、省高度重
视这一民生工程的规划建设，青岛按照“确有
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
证原则，开展了长达 30 年的科学论证。早在
2016年，青岛便重新启动了官路水库建设的可
行性研究。2021 年官路水库建设被正式提上
议事议程，青岛成立了工程建设指挥部，全力推
动项目落地，并于当年完成了项目总体规划。

2022年1月，官路水库项目正式启动前期
工作，积极融入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
行动，69项任务挂图作战、快速推进。国内同
类工程一般需要两年以上，青岛仅用10个月就
完成了项目前期全部工作。目前，随着围坝主
体工程全面开建，官路水库工程项目建设正全
力推进。

官路水库位于胶州市西北的墨水河下游，
是在废弃的原官路水库基础上扩建而成。根
据规划，官路水库总库容 2.11 亿立方米，属于
大（二）型水库，比棘洪滩水库(总库容 1.46 亿
立方米)和崂山水库(总库容 5601 万立方米)加
起来还要大。除调蓄水库外，青岛共有大小水
库 490 多座，其中大中型水库 23 座，是青岛重
要的水源保障。最大的当数产芝水库，总库容
4.02亿立方米。

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

重要调蓄工程，官路水库被纳入国家大水网的
重要节点，也是构筑青岛“多渠输送、多库调
蓄”客水调引体系的关键性骨干工程。该项目
总占地约20287亩，概算总投资约91.5亿元，工
程内容包括围坝、入库泵站、出库泵站、泄洪放
空洞、墨水河及顺溪河河道改道、引黄济青连
接工程、管理设施及信息化工程等。

与棘洪滩水库单一调引客水功能不同的
是，官路水库近期将调蓄黄水东调工程水量和
当地雨洪水资源以及利用引黄济青干渠输送
的山东省统筹调配的客水，为青岛城镇生活及
工业用水提供水源；远期在雨洪水和黄水东调
工程水量基础上，新增调蓄山东省统筹调配的
南水北调等各种客水，满足青岛供水需求，兼
顾高密市的用水需求。

官路水库规划建设工期三年，年调蓄水量
可达6亿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青岛的主要水
源地，可有效解决青岛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现状。
这一重大调蓄工程，可打牢山东水网之“结”，
造福一方，还将打开更多城市发展空间。

均衡协调水资源配置，走水资源
集约节约之路

水资源开发利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官路水库建设是青岛水资源配置工程网体系
的重要一环。业内专家认为，城市缺水难题
下，除了跨流域大系统调配，如何优化水资源
配置是首先需要思考的。

青岛想方设法开源，并坚持统筹调配客水
与本地水。2021年是个丰水年，全市平均降水
量为 821.8 毫米，青岛调引客水 3.5 亿立方米，
在地表水水源中占比不足一半。今年青岛降
水偏多，前 11 个月全市平均降水量逼近 1000
毫米，23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已超过6亿立
方米，全年调引客水3.25亿立方米。

积极探寻第二水源，善用海水、巧用雨水、
大力推广再生水的使用，成为岛城重要的“补
水妙方”。目前，青岛七区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50%以上，海水淡化能力达到每天32.4万
吨。这些年随着海水淡化产业和再生水利用
的快速发展，非常规水水源的供水量呈上升趋
势，2021年全年利用非常规水3.55亿立方米。

而在官路水库的功能设计中，近期是调蓄
黄水东调工程水量和当地雨洪水资源以及利
用引黄济青干渠输送的山东省统筹调配的客
水，更加注重多水源调蓄，统筹水资源集约利
用。充分利用本地雨洪资源，发挥官路水库调
蓄作用，这也正是青岛立足本地水情，坚持走
水资源集约利用的最佳样本，更是全市深入推
进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的实际行动。

这些年来，青岛积极融入国家大水网建
设，市水务管理局严格水资源集约利用，统筹
做好本地水、客水、海水淡化水、再生水利用，
谋划全市水资源保障体系。今年结合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启动官路水库建
设，并加快河道治理、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城乡
供水、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建设。今年列
入省级重点项目 24 个，总投资 60 多亿元。今
年前10个月，纳入统计的水利管理业基础设施
投资同比增长77.7%。

立足新发展阶段，青岛未来的治水思路愈
发清晰。在空间上，构建“五干十脉”“五纵五
横”的水网体系，实现河湖相连、主客联调；在
功能上，构建防洪减灾、供水保障、城乡排水、
河湖生态、水文景观、智慧水务六大支撑体系，
实现水资源、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

“五水统筹”，现代水网规划建设正阔步走来。
具体而言，青岛将借力山东水网建设，在

市级层面，以提升主干水网、客水调蓄能力为
抓手，以完善全市骨干水源、输配水工程网为
重点。在区（市）层面，以提高复杂条件下水厂
供水保证率为核心，以多水源联合调度、区域
水网联网并网为立足点，强化末端水网建设，
着力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水资源配置的核心思想是要实现资源、环
境和生态的综合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通过合理配置保持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平衡。“十四五”期间，青岛重点规划了一
系列水利建设工程，力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除新建官路水库之外，还包括建设宋化泉
水库加固扩容工程和尹府水库应急调蓄工程，
增加水源调蓄、水资源供给能力。完善水资源
输、配水网工程，规划实施输配水管线工程，提
高水资源配置能力。加大非常规水利用，到

“十四五”末，青岛海水淡化能力将进一步提
高，全市再生水处理工程总规模达到每天 121
万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预计到2025年，正常年份全市可供水量达
到18.1亿立方米以上，特枯年份全市可供水量
达到14.6亿立方米以上，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安全保
障体系。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如何确保水
资源优化配置的顺利实现与持续巩固，是推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岛一直在率先
探索、积极行动，加强水源综合调蓄能力，保障
供水根本安全，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正是青岛根本治水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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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胶州市西北的墨水河下游

规划总库容：2.11亿立方米

年调蓄水量：6亿立方米

总占地：约20287亩

概算总投资：约91.5亿元

主要工程：围坝、入库泵站、出库泵站、
泄洪放空洞、墨水河及顺溪河河道改道、引
黄济青连接工程、管理设施及信息化工程等

近期功能：将调蓄黄水东调工程水量和
当地雨洪水资源以及利用引黄济青干渠输
送的山东省统筹调配的客水，为青岛城镇生
活及工业用水提供水源

远期功能：在雨洪水和黄水东调工程水
量基础上，新增调蓄山东省统筹调配的南水
北调等各种客水，满足青岛供水需求，兼顾
高密市的用水需求

官路水库

山东南水北调东线重要调蓄工程，胶东半岛最大雨洪资源和客水调引综合调蓄水库

一个官路水库，抵得上4个崂山水库
概算总投资约91.5亿元，规划三年建成，将进一步构筑青岛“多渠输送、多库调蓄”客水调引体系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12月 5日上午，在位于胶州
市西北方向约13公里处的官路
水库建设项目现场，青岛官路水
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随着机
械开动的轰鸣声，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次第拉开，官路水库围坝
主体工程全面开建，向着三年建
设之期奋力迈进，青岛客水调引
工程体系的短板将被填补。

这是时隔33年，在青岛大水
网体系的谋篇布局中，又新添了
一道供水“保险”。

水资源格局决定着城市发展
格局。水资源的匮乏一直困扰着
青岛这座滨海之城。30多年来，
通过引黄济青、南水北调等跨流
域调水工程，“客水”暂解了青岛
资源性缺水困局。然而面对千万
人口特大城市未来对客水需求不
断增长的迫切形势，青岛唯一的
一座客水调蓄水库——棘洪滩水
库长期超负荷运行，已无力担起
未来新增客水的调蓄重任。要支
撑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运行和万亿
经济体量的高质量发展，适度超
前规划建设一座新的调蓄水库势
在必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
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
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
系”。官路水库是国家大水网的
重要节点工程，也是胶东半岛最
大的雨洪资源和客水调引综合调
蓄水库。规划总库容2.11亿立
方米，与4个崂山水库大体相当，
年调蓄水量可达6亿立方米，建
成后将成为青岛的主要水源地，
可进一步构筑青岛“多渠输送、多
库调蓄”客水调引体系，大大提升
青岛乃至胶东半岛的水资源统筹
调配、供水保障和战略储备能力。

兴水为民，兴水利民。置于
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宏伟蓝图中，青岛以历
史视野、全局眼光，谋划全市水资
源战略布局，规划建设大型调蓄
水库，破解用水不足难题，是扩大
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城市能级的关
键之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青岛官路水库建设工作推进会现场。
薛华飞 摄

■官路水库建设现场。 薛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