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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国西南地区大面积干旱，耕地受

旱面积达1.16亿亩，部分民众饮水困难；与此同

时，新疆北部地区暴雪将可能引发严重水灾。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一些地方水多成

涝，同一时间另一些地方缺水干旱；或者同一地区

前几个月奋力抗洪，后几个月又艰苦抗旱。我们一

直这样认为，水，多了也灾，少了也灾，但总体上

讲，人类是缺水的，这三个问题皆是老天惹的祸，

或者仅仅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上找原因。

水灾、旱灾、人类缺水一定是“天灾”吗？

它们是彼此孤立的问题吗？用“五十年一遇”、

“百年一遇”来描述人与大自然的抗争是什么意

思呢？诸如此类问题都源于我们对大自然与水的

认识，对水的认识决定治水思想，我们必须重新

认识水的问题。本文将对此作一些论述。

一、水的二次调度论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极其宝贵的资源，它由

大自然作第一次调度。但这个调度在时间、数量

和地域上都是不均匀的，这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而人类的需求又是均匀、均衡的，怎么办？人类

必须进行第二次调度。第一次调度替人类解决水

的“有、无”问题，是自然力所为，我们只能顺

应之。第二次调度是解决人类用水的“均匀、均

衡”问题，由人工所为，是自觉行为，人类非做

不可。因此，调度水是执政的首要责任之一。

二、水旱灾害发生的实质

人工调度水的能力太差时，大自然调度的

不均匀性，就可能形成灾害——水灾或旱灾。所

以，水旱灾害主要不是大自然所为，成因是人工

调度能力太弱，是对我们没有做好第二次调度的

惩罚。

水的调度就是两件事：一是储存，二是输送。

过去的抗洪，是把此时丰富的水当成“灾”，

用“挡”、“排”的方法把水送回江河，“严防死

守”，绝不让水留下。“水魔”赶走了，我们胜利

了。这实际上是搞了一场把大量珍贵的水白白推

走、拒宝于门外的“群众运动”。

水应该是用足了再还回江海。没有用足甚至

根本没用就交给江海，是十足的浪费和人类缺水

的重要原因。

哪里水的储存能力越大、向少水地区调水能

力越强，这里发生水灾的可能性（或者严重性）

就越小；汛期过后水网范围内发生旱灾的可能性

同样也就越小。

不从根本所在反思抗洪理念、扎扎实实提高

储存和输送水的能力，只是年年不停地搞“水多

了抗洪”、接着又“水少了抗旱”；或者是这边

抗洪、那边抗旱，这岂不是重复错误吗？

三、“洪”一定要“用”

缺水已是地球上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

显然水不言多。每年汛期其实是人类水的丰收季

节，水这个宝，瞬时再多也不是坏事，关键是我

们怎么多留住水、再分配水。

我们懂得如何解决产粮区与用粮区之间的供

求问题，懂得如何解决石油、天然气、发电等等

“产地布局不匀”的问题。对于大自然的水，何

尝又不是如此呢？

洪必须“用”不能“抗”。千方百计留住

洪水是第一位的事，如同收获季节的产粮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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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库存，二是向销区运送一样，抓住汛期，通过

水库、湖泊、湿地和导水网络等把水储存起来，

积极主动调度，供人类一年均匀使用。水调度的

距离越远、范围越大，涝灾、旱灾就越不可能发

生。人类缺水问题就会大为缓解。

其实，用洪者古今都有，典范工程，古有

“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可以想象，在

水旱灾害面前，如果没有“都江堰”、“红旗

渠”，成都平原、林县地区会是怎么样？此时我

们完全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能坚持干下

去，造它千百个“都江堰”、“红旗渠”呢？

显然，保证人类用水、防汛、抗旱是同一问

题的三种表现，三题一根！抓住一个“水的丰收

季节”，抓住一个“留足用足洪水”，就可以较

好地同时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应该提及的是，汛期不大量地储存水，常年

的水调度必然会损害水源地区的利益，破坏水源

地区的生态平衡，这是千万做不得的事。

四、水网

很多自然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

的不均匀分布我们能接受。当我们认识到电、公

路、石油、天然气的重要时，就有了区域、全国

的甚至跨国的大电网、公路网和石油、天然气输

送网。而水来源的不均匀规律，怎么就不能接

受，成了“灾害”呢？建设大区域乃至全国性水

网怎么就成了（特别是技术层面上的）“不可

能”呢？															

水，都知道它比电和路更重要，但建设水网

远没有像“要想富先修路”那样深入人心。这不

能不说是我们过去工作中的一大失误。

由于现在人类的生活范围、用水数量都大为

增加，所以，水的储存与调度必定是远远超过过

去的大手笔，水库、湿地、水网建设的数量级

远非过去所能相比，其难度也会远非过去所能

相比。

但是，方向对了，科技方法必然随之出现。

李冰父子、林县人民的创造都是他们的前人所不

曾有过、甚至是不曾想过的，但他们都做成了。

水资源和水网的建设，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共同工程、共同财富，所以必须由政府投入来完

成，由政府来管理和保护。水网又是在很大地域

范围内建设的浩瀚工程，所以又必须是一代一代

人不间断地干下去的事业。

建国后我国的大兴水利和现在的三峡、南水

北调都是伟大的水调度工程，但范围还不够大，

目标有的太单一。我们必须在江河流域或大区域

范围内建设全国一体的水调度网，这是迫在眉睫

的大事业。

五、史鉴

把瞬时过多的水当灾，去与之抗争，我们人

类为此做出过可歌可泣的奋斗，给后代留下的是

精神。如古代的大禹治水，建国后的数次防汛抗

洪，这都是很伟大的。

把水始终当宝，水多水少都有办法利用它，就

会用智慧和勤劳去建设一些工程，给后代留下的是

世世代代受益的福荫。如都江堰，20世纪50年代的

大兴水利，当今的红旗渠，同样是伟大的。

必须看到，后一种伟大越多，前一种被迫和无

奈的伟大就会越少，人类期盼的是后一种伟大。

六、建议

认识决定目标，目标选择手段。治水目标的

重点应该是四个字：储存、调度。今天，为预防

世界金融风险，国务院在四万亿资金投入中，分

了相当一块用于水利工程，这是非常重要和鼓舞

人心的大事。但水的利用是一项极大投入的世代

工程，小敲小打、分散无序是绝对不可行的，必

须发动全国人民来完成。为此建议：

1、把水的储存与调度工程作为保障城乡人

民和谐生活的第一大事来抓；

2、立即制定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水网规划；

3、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筹资（如发行国

债），全民参与，从水源丰富地区开始建库建

网。水网建设，建好一段就可以受益一段，于当

代和千秋都有利；

4、建立制造湿地的休耕机制。每年汛期，

必须有计划地淹一部分耕地，用政策（如发放补

贴）保证当年湿地农民利益；

5、组织科技攻关。广修水库、大范围内远

距离汛期调度水绝非易事。但我们今天的条件比

20世纪50年代大兴水利时不知要强多少。

我们面临着发展的最好时机，建立和谐社会

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为人民解决水的问

题，必定深得人民的拥护。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

人民完成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完全有能力开创

全国水网建设的伟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