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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灌区水利建设成就 70 年回顾 

 

公元前 256年，秦国蜀郡守李冰带领西蜀人民修建了举

世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此，成都平原从“江水初

荡潏，蜀人几为鱼”的不毛之地变为了“水旱从人、不知饥

馑”的天府之国。70 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

的新纪元，也开启了中国水利大发展的新征程。1978 年，乘

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正式成立，古老的

水利工程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目前，都江堰灌区幅

员面积 2.32 万 KM
2
，以占四川省 1/18 的土地面积，集中了

全省 1/4 的人口和 1/3的有效灌面，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省的

近一半,为四川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都江堰灌区成为四川省经济社会最繁荣发达

的腹心地区。 

一、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蹄急步稳                   

（一）渠首枢纽的完善与加固 

1949年，解放军抢修都江堰渠首工程，恢复了三大工程

的基本功能，并在 1965年和 1970 年两次对宝瓶口离堆进行

加固以确保工程安全。为了保证水量的调动自如，1952年修

建了蒲阳河、柏条河节制闸；1953 年修建了走马河节制闸。

1974年，在鱼嘴修建了外江闸，改变了杩槎调水的历史，每

年比修闸前多引水 6.6 亿 M
3
。1992 年，在飞沙堰下方修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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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拦水闸，结束了在枯水期飞沙堰用竹笼临时拦水的

历史，每年为内江多引水 3亿 M
3
。经过 70年的发展,都江堰

渠首三大工程在保持其原有功能的同时，不断科学总结、日

趋完善，先后抵御了 2006年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2008 年

“5•12”汶川特大地震、2013 年百年一遇的“7•9”特大洪

水等重大灾害，为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水安全

保障。 

（二）灌区工程系统的快速扩张 

从 20 世纪 50年代起，在都江堰渠系上兴建了一系列闸

群，使引水量得到人工控制。60年代起，人民渠、东风渠两

条输水“动脉”等扩灌工程开始修建，短短 10余年，都江

堰灌溉面积扩大到 678万亩。60年代末开始，灌区掀起了“打

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的水利建设热潮，使都江堰的股股

清流延伸到“十年九旱”的丘陵灌区。1986年开始实施灌区

扩改建工程建设，1996 年正式启动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工程，对灌区骨干渠道及主要建筑物进行配套改造，

极大地夯实了工程基础。经过 20多年的持续建设，灌区灌

溉水利用系数由 0.432提高到 0.51，年增节水能力 6.18亿

M
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率达到 58.1%，正常年份灌区水利

工程事故率降低 50%以上，直接经济损失降低了 47.2%以上，

自 2011年以来渠道垮塌、漫堤、管涌等恶性水毁事件基本

消除。通过 70年的建设，都江堰水利工程已发展成为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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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程和灌区工程网络相呼应、引蓄提相结合的特大型水利

工程体系。目前，灌区骨干水利工程共有干渠及分干渠 111

条，长 3664KM；万亩以上的支渠 260 条，长 3234KM；支渠

以下的各级末级渠道 34000余 KM；大型水库 3 座，中型水库

15 座，小型水库 417 座，加上其他小微蓄水设施，总蓄水量

为 18 亿 M
3
，灌溉面积 1089万亩，居全国灌区首位。 

二、水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一）水资源配置更加科学 

建国以后一直到 1959 年，灌区配水办法延续建国前的

按灌溉面积比例分水，即“按成分水”。随着都江堰灌溉面

积不断扩大，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不断增加，1960 年正式实

行计划配水，大大提高用水效率。1982 年初，各地普遍推行

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水旱作物承包。为此，灌

区实行配水、分水、调水、用水统一管理，水权集中，专人

专管；同时，加强分级管理，严格遵守各项管水、用水制度，

计划配水更加完善。目前，灌区正在积极探索、逐步建立以

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用水户参与管理的水资源配置

管理体制。 

（二）水资源保障能力跃上新台阶 

都江堰灌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 1071 M
3
,低于四川省

和全国平均水平，属缺水型灌区，灌区内资源性、工程性和

水质性缺水问题仍然突出。近年来，我们通过科学精细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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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三生”用水，克服灌区阶段性缺水、枯水期水资源总

量不足、生态环境供水要求高、汛期洪涝严重等诸多困难，

2018年向灌区供生活用水 12.6亿 M
3
，生态用水 17.7 亿 M³，

生产用水 51.6 亿 M
3
，有力促进了灌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三）水价改革不断深化 

 都江堰历史上一直沿袭征收水费的制度。到 1978年，

对农业水费征收进行了细化，水田每亩征收大米 5 公斤，旱

地和提灌每亩征收大米 1 公斤。工业和生活用水从 1970年

开始征收水费，工业、水电站、火电站等用水按常年进水量

的 50%折合农田水费标准缴纳水费，自来水厂原水费为每吨

0.4 分。1992年物价大涨，水管单位入不敷出，基本运转经

费难以为继，为此灌区制定方案对水价进行了调整，1993年

开始，工业消耗水费上调为 9分，自来水原水费上调为 7 分，

此次水价改革，为灌区管理单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1996 年、2002 年、2013年再次进行水价调整，目

前，工业水价为 0.3 元，自来水原水价为 0.24元，灌区水

利行业经济快速增长，为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水资源优化配

置提供了保障，水利事业步入健康持续发展轨道。 

三、水利管理体制日臻完善 

（一）体制改革纵深推进 

从 1953 年起，都江堰在恢复全部老灌区的基础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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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壮大扩展，每发展一片灌区，均成立了相应的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1978 年，正式成立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下设管理

处，充分发挥局、处积极性，彻底改变了以往争水、抢水、

扯皮甚至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历史。由此，统一的都江堰灌

区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实现了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建设、

水价标准、供水调度的统一管理。 

（二）从行政管水到依法治水 

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解放军抢修都江堰后，庚即召

开灌区春季堰工会，对有关工程管理问题作出决议。1953年，

制订了“都江堰、官渠堰、东山、西河、通济堰管理用水公

约”，形成了建国后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的第一个全面的行

政规范性文件。1978 年，四川省革委会出台文件，对都江堰

水量调配原则、管理和岁修、水费征收等作出具体规定。1997

年，全国第一部为大型水利工程制定的法规——《四川省都

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诞生，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实现了管理方式上的历史跨越。

2003年，《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修正案）》又

获得省人大常委会的正式通过。目前《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

程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再次进入四川省人大立法程序。 

四、水利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 

（一）信息化建设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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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都江堰灌区开始在水利自动化、信息化建设方

面的探索和实践工作。到 2009 年，都江堰灌区完成了水利

信息化工程一、二期工程。经过两期水利信息化及灾后重建

项目的建设实施，布局了一大批基础信息点的建设，实现了

灌区内各重要制口的水文数据、雨情数据和墒情数据在短时

间内传递至决策机构，进行洪水预报和优化调度，达到降低

水害损失，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目的。实现了部分枢纽闸门

的自动控制和远端集中监控，通过闸门开度控制的方式实时

调节水位和支渠口流量，进一步发挥了枢纽闸门的综合利用

效益 ,尽可能减少洪涝灾害的损失，提高了调度管理的决策

水平。2006 年，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利

信息化工作先进集体。2017 年，灌区实施国家水资源监控能

力建设项目（二期）的建设，2018 年 12 月完工验收，为灌

区水资源监测和高效调度提供了基础支撑。 

（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 

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加快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等有关决策部署，都江

堰管理局在实施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同时，加快推进现代

化灌区建设。2017 年编制完成《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试点

建设方案》并经四川省水利厅审查批复，规划选择了丘陵灌

区罗江县城东区的 8.15万亩区域作为试点区范围。2018 年，

我局与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政府通过自筹资金、整合资金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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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作开展了都江堰灌区现代化罗江城东灌溉片试点。目

前，罗江试点鄢家镇 4100亩（总投资 1399万元）已于 2019

年 9 月基本实施完成，建立了灌溉排水工程、监控与计量工

程、信息化管理系统等 3 个工程体系和 1 个建后长效运行保

障体系，为都江堰灌区全面推进灌区现代化积累了有益经

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四川省都江堰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规划》已初步编制完成，下一步将按照水利

部有关灌区现代化改造指导文件修订报审。 

五、水生态水文化建设成绩显著 

(一)人水和谐的美丽生态画卷 

2018 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充分肯定了都江堰是大型生态水利工程。水利部鄂竟平部长

多次作出批示，要求深入研究都江堰作为生态水利典范的深

刻内涵。近年来，都江堰每年平均向灌区提供了 50 亿 M
3
的

农业水量和 17.7 亿 M
3
的生态用水，通过都江堰的供水和灌

溉系统，灌区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巩固堤岸、防止土壤

侵蚀、消减洪峰上作用明显。都江堰灌区通过对灌区水资源

高效利用、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生态系统恢复与重构、水景

观与水文化建设、灌区生态环境建设及监测管理等多方面的

生态调控措施，逐渐形成了农、林、牧、草、渔业等行业协

调发展的都江堰灌区复合型生态系统。 

（二）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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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高度重视都江堰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努力构建都

江堰水利文化体系，深化都江堰水利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建设。2000年，在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委员会第 24 届大会上，都江堰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是现今唯一被列入该目录的水利工程。2018 年，四川省都江

堰管理局成立了都江堰水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从四

个角度、十个结合和六个依托全面开展和推进水文化建设，

印发了《都江堰水文化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同年 8 月，国

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将都江堰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并

对都江堰作出评价：“2200 多年前建成的输水、灌溉、洪水

治理工程奇迹—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成果突出

的典范”。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经过 70年奋

斗，都江堰水利事业茁壮成长，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

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自觉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传承和弘扬“忠诚、

干净、担当，科学、求实、创新”的新时代水利精神，秉承

“统筹、节约、绿色、共享”的灌区发展思路，努力建设“国

内一流、世界领先、具有都江堰特色”的节水型、智慧型、

生态型现代化灌区，让古老的都江堰再创辉煌、永续利用、

造福万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