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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济青35年：“黄金之渠”带来了什么
——“调水人”眼里的水利奇迹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悠悠大河，浩浩东进。
1989年11月25日，随着滨州博

兴打渔张引黄闸缓缓开启，蓄势已
久的黄河水奔涌而出。这一刻，历
时三年零七个月、百万军民参与建
设的引黄济青工程正式通水，为青
岛40年的找水历程画上句号。

35 年来，滔滔黄河水跨越 4 个

地市 10 个县（市、区），穿越大小 36
条河、4 座泵站、36 座倒虹、81 座涵
闸、2 座渡槽，跋涉 253 公里输水明
渠，终在黄海之滨涌入棘洪滩水库，
成为青岛的“新动脉”。

一 条 调 水 线 ，就 是 一 条“ 生
命线”。

这一有着“黄金之渠”美誉的跨
流域调水工程，35 年来累计引水超
131亿立方米，其中向青岛引水超过

60亿立方米，润泽着胶东大地，不仅
为青岛这座千万人口大市的生产生
活、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提供了水资
源保障，还为沿线地区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综合效益，无愧于“造福人民
的壮举”。

今年是引黄济青工程通水35周
年，记者寻访多位参与这项工程的
建设者，通过“调水人”的“回望”，能
够清晰地感受到：数字背后，引黄济
青带来的远不止水。

站在棘洪滩水库边，放眼远望，一库碧水
微波荡漾，飞鸟掠过水面，仿佛置身于广袤无
边的海洋。

10月15日，随着棘洪滩泵站开机运行，滚
滚清流涌入棘洪滩水库，标志着 2024—2025
年胶东调水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年度将向青岛
配水4.8亿立方米。

“棘洪滩水库是引黄济青工程末端的调蓄
水库，它如同一个大水缸，把调引来的客水暂
时储存起来，掌控着青岛市区、胶州、即墨等多
地的用水‘命门’。”棘洪滩水库管理处原主任
于军自1986年大学毕业后就参与到引黄济青
工程建设中，工程建成后又参与管理维护，守
护了这座水库整整35年。

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这件在今
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对于 20世纪 90年代
以前的青岛来说却很奢侈。

青岛虽说三面环海，却长期饱尝缺水之
苦。尤其是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由于工业和
城市发展较快，加之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青
岛经济发展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供需矛盾更
加突出，令刚刚开始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青岛
遭遇水危机。

“那时候，人们都得提着桶和壶排着长长
的队打水吃。”作为引黄济青工程建设的参与
者、亲历者，如今75岁的原山东省胶东调水局
青岛分局副局长陈志向表示，缺水的日子自己
至今历历在目。

缺水就去找水。翻阅史料发现，青岛近现
代的建设发展史其实也是一段“找水史”。陈
志向说，那些年青岛实施了多次大型应急调水
工程，从崂山水库、产芝水库、尹府水库、大沽
河等库河中引水到市区，严重干旱时甚至在大
沽河河底打水井取水，但始终没有解除青岛的
供水危机。有人还大胆设想，搞海水淡化，但
囿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淡化出 1 吨淡水，至少
需要消耗1吨半柴油……

数十年的找水经历让青岛意识到，只有跨
流域调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决策者
们将目光投向黄河。

1982年1月，国家城建部门会同山东省有
关单位，在青岛联合召开“青岛市水资源研究
讨论会”，正式提出“引黄济青”的设想。历经
三年论证，1985 年 10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
计委正式批准兴建引黄济青工程。同年，山东
省引黄济青工程指挥部成立，工程完成后改为

山东省引黄济青工程管理局。
1986 年 4 月 15 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桃源河改道工程爆破声响起，打响了引黄济青
工程建设的第一炮。

历经三年零七个月，百万军民、上千支施
工队伍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术日夜
奋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终于让
这项伟大工程从蓝图变为现实。

“当黄河水流进水库的时候，在场所有人
都激动不已。”35 年过去，这一幕仍深深烙在
陈志向的记忆中。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由锡青铜砖铺成的
262米长的甬道上，记录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大
事记，“引黄济青工程通水”位列其中。在陈志
向看来，这项耗资9亿多元的水利工程是百万
军民共同奋战的心血，堪称山东水利走向现代
化的里程碑。

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就这样被一条人工干
渠引到了青岛。1989 年 11 月 25 日，山东省
委、省政府在潍坊王耨泵站举行通水典礼并召
开引黄济青工程表彰大会；12月 9日，棘洪滩
水库正式向市区送水，青岛市民喝上了黄
河水。

远水解近渴

一渠清水向东流，这水来得并不容易。
走进位于棘洪滩水库西侧的一栋三层小

楼，泵站电机正在运行，持续散发热量。这里
就是棘洪滩泵站，也是棘洪滩水库的“心脏”，
只有泵站正常有序运行，才能保证清流不断
入库。

“这些水可是跋涉了 253 公里，前后经过
四级泵站提水才来到这里，每一滴都特别珍
贵。”于军介绍，从滨州博兴打渔张引黄闸到
棘洪滩水库，这些客水要在 253 公里明渠中

“走”上一周多时间，沿途渗漏加上蒸发，最终
流进水库的水量会大打折扣。

尽管已经安全供水 35 年，但在调水工作
人员的脑海中，缺水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

青岛作为资源性缺水城市，多年平均降
雨量 687.5 毫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186 立方
米，是全国平均值的 9.5%。让于军记忆深刻
的是，2015 年至 2018 年胶东地区遭遇持续干
旱，各区（市）供水频频告急，供水水源主要依
赖外调客水。其中，2017 年棘洪滩水库向青

岛供水达到历史峰值 3.86 亿立方米，引水就
有4.69亿立方米，日高峰供水达到130多万立
方米，占青岛市区日供水 90%以上，成了名副
其实的“救命水”。

“按照工程当初的设计，我们每年引水时
间在 3 个月左右，但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增长
以及突发干旱天气等因素影响，青岛用水量
猛增，引水期限不断拉长。”于军介绍，遭遇持
续干旱那些年，最长的一次连续不间断引水
运行达到846天，创造了单次连续引水总过水
量和连续安全运行天数的新纪录。

“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引黄济青工程，就
没有青岛的今天。”陈志向谈及这一工程仍激
动不已。

一组数据对比或许能更直观地反映引黄
济青工程对青岛的重要性：1990年，青岛常住
人口 666.39 万人，国民生产总值 180.77 亿元，
引黄济青工程年内向青岛供水 5842 万立方
米。2023 年，青岛常住人口 1037.15 万人，是
1990年的1.5倍多；国民生产总值超1.57万亿

元，是1990年的86.8倍；引黄济青工程年内向
青岛供水3.68亿立方米，是1990年的6倍多。

“之前引入青岛的客水主要集中在主城
区，现在已经扩大到 9 个区市，除了莱西市，
其他区市全都用上了调引的客水。”青岛市
水务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水资源与生态河湖
事业部部长周广安介绍，2023 年青岛总用水
量达到 12.41 亿立方米，其中城镇用水量约
7.9 亿立方米。在城镇供水中，客水约占城
镇供水的 50%，可以说客水是青岛供水的中
流砥柱。

对青岛而言，引黄济青工程已成为最主
要的供水工程。这条供水“生命线”通水 35
年，累计向青岛引水超 60 亿立方米，大大改
变了青岛供水格局，有效复苏河湖生态环
境。外调水水源有效置换了当地水源，减少
了河道、水库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本地自
然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同时将本地水源还给
农业灌溉，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让特色农业
焕然一新。

供水“生命线”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在我国水资源分布
图上，这个“不等式”一度困扰发展大局。随着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调南水解
北渴”的梦想变为现实。

引黄济青工程缓解了青岛缺水局面，南水
北调工程又送来了新淡水水源，让青岛的用水
有了更好的保障。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引黄济青工程调引的
都是黄河水。自从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于
2013 年年底正式通水，山东及青岛的水利部
门就开始着手将这远道而来的长江水引到
青岛。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青岛分中
心党委书记、主任隋永安介绍，2015年5月起，
棘洪滩水库里就不只有黄河水，还混合了长江
水，如今这两股外来水基本各占一半，而完成
这项省内转运任务的，还是引黄济青干渠。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引水量的不断增加，引
黄济青工程整体进入老化期，输水效率降低，
供水能力下降。特别是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实

施后，引黄济青工程除了向青岛输水，还承担
向胶东地区输送长江水的任务，设计总输水时
间由70天延长至243天，年供水量扩大至4.86
亿立方米。

引黄济青工程改造升级势在必行。2015
年至 2019 年，引黄济青工程边运行边实施改
扩建，并于 2020 年完成通水验收。“目前日供
水能力由最初设计的每天 30 万吨，提高至现
在的71.9万吨以上，实际最大供水量达到每天
130 万立方米，大幅提升对青岛的供水保障
率。”隋永安表示，他们以工程管理和调度运行
为中心，强化“全天候、全方位”的管理措施，保
持了引黄济青工程运行安全、高效。

尽管供水形势紧张，但管理者们绝不会为
了达到供应量而降低水的品质。从1990年11
月开始，棘洪滩水库管理处与中国科学院水生
生物研究所合作，每年定期向水库投放白鲢、
花鲢鱼苗净化水质，并通过增加水中氮、磷的
生物学输出量防止水体富营养化。

“在调引水期间，我们每个月都要从渠首

开始沿线逐级多点位进行采样检测，监控水体
状况，监测水质指标，有效防止突发性水污染
事件的发生。”棘洪滩水库管理站高级工程师
高小童介绍，目前实验室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要求，监测包括水温、溶解氧、pH等29项
指标。

引黄济青工程不仅为青岛送来“解渴水”
“发展水”，随着胶东地区引黄调水工程、南水
北调山东段工程、黄水东调工程、峡山水库战
略水源地工程等骨干水网工程陆续建成投用，
工程任务由主要向青岛输送黄河水，转变为向
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东营五市输送长江水、
黄河水和当地水，实现长江水、黄河水、当地水
的资源优化配置。

治水兴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青岛正
加快建设山东水网市级示范区，引黄济青作为
青岛市跨流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也是打
造“五干十脉、五纵五横、两枢多点”现代水网
布局的主骨架，其综合效益的发挥昭示着未来
青岛现代水网的巨大潜力。

又饮长江水

▼引黄济青工程末端的调蓄水库——棘洪滩水库。

■俯瞰引黄济青灰埠泵站。

■棘洪滩水库泵站内机器轰鸣。 吴 帅 摄

■引黄济青暗渠开挖场景。 资料照片

■引黄济青胶州段渠道两侧郁郁葱葱。

引黄济青大事记

1982 年 1 月，国家城建
部门会同山东省有关单位，
在青岛联合召开“青岛市水
资源研究讨论会”，正式提出
了“引黄济青”的设想。

1985 年 10 月 18 日 ，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批复

《山东省引黄济青工程修正
设计任务书》。

1985 年 12 月 6 日，山东
省政府决定建立山东省引黄
济青工程指挥部，工程完成
后改为山东省引黄济青工程
管理局。

1986 年 4 月 15 日，山东
省引黄济青工程开工典礼大
会在胶县（现胶州市）桃源河
改道工地举行。

1989年11月25日，山东
省委、省政府在潍坊王耨泵
站举行通水典礼并召开引黄
济青工程表彰大会。

1991 年 12 月 2 日至 26
日，受国家计委委托，由山东
省政府组织进行了引黄济青
工程竣工验收，工程合格率
达 100%，优良率达 93.6%，整
个工程达到国家规定的优良
等级。

2003年12月19日，胶东
地区引黄调水工程开工典礼
仪式在招远市辛庄泵站工地
举行。

2014 年 7 月 10 日，山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
厅联合下发《关于引黄济青
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
的批复》。

2015 年，胶东地区引黄
调水工程基本完工，4 月 22
日开始向烟台市实施应急调
水，12月 22日黄河水顺利进
入威海米山水库，标志着胶
东地区引 黄调水工程首次
全线正式通水。

相关链接

■■南水北调长江水和引黄济青黄河水交汇处南水北调长江水和引黄济青黄河水交汇处。。
梁梁 超超 摄摄 （（拍摄于拍摄于20192019年年66月月1212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