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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灌溉渠与秦岭防洪渠并非同一水利工程。”市水务局工
程管理科负责人说，秦岭灌溉渠的主要功能定位是灌溉。该渠始
建于1920年，渠首位于宜阳县城洛河北岸，引洛河水至宜阳县、高
新区、涧西区等，自流灌溉沿线2万余亩耕地，渠长29.8公里。如
今，秦岭灌溉渠涧西区段已基本不存在。

由于补给秦岭防洪渠的秦岭灌溉渠水源来自洛河，工程故名
“引洛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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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两期实施

引水——年底前具备通水条件

一期引水工程计划开挖3.7公里隧洞、
0.5公里明渠和0.8公里暗涵，从高新区华
夏路附近的秦岭灌溉渠中引洛河水至涧西
区龙鳞路与武汉路之间的秦岭防洪渠。

工程设计引水流量为每秒2立方米，
日引水量17万立方米，可充分保障秦岭防
洪渠的生态景观用水。为了加快隧洞建设
进度，市水利建设投资集团项目部将开挖
竖井量从2个增至3个，确保年底前通水。
届时，潺潺洛河水将穿过隧洞，流入秦岭防
洪渠，最终再次汇入洛河，实现秦岭防洪渠
终年有水。

目前，隧洞主洞进尺2.3公里，占隧洞
全长的62%。

提升——打造休闲亲水好去处

引水工程通水后，沿线8.3公里的整体
亮化提升工程将随之启动。

工程先期将对秦岭防洪渠沿线进行截
污，计划在防洪渠两岸沿线地下埋设排污
导流管，将污水导入管内排出，防止水体污
染。河道整治提升将按照“保障水安全、恢
复水生态、改善水景观、提升水价值”的理
念，在保证秦岭防洪渠原有泄洪功能的前
提下，通过建筑雕塑、生态小品、亲水走廊
等设计，将渠畔打造为市民休闲亲水的好
去处。

提升工程将带动沿线跨渠桥梁和交通
设施的景观化改造，促进两岸土地综合开
发，提升城市品位。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今的安徽池州正再现唐诗中的美景：北
接老城区、东临平天湖、西滨秋浦河、南含
天生湖，一个水陆面积35平方公里的杏花
村文化旅游区，将展现“一河秋浦水、十里
杏花村、百家香酒肆、千载诗人地”的田园
生活。

“在城市化浪潮中，池州保护并依托良
好的生态山水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坚守
个性鲜明的文化特色与风韵。”池州市委书
记陈强说，“我们强调生态、看重特色，比秀
气、聚文气，着力塑造‘和美生态’的城市形
象。”

驱车池州城，城市建筑掩映于青翠山
水间。齐山、白牙山、三台山，三山相望，郁
郁葱葱；平天湖、月亮湖、天堂湖，波光粼
粼；秋浦河、白洋河、清溪河，蜿蜒而过。

“要让人在池州，除了看风景，更要感
觉人文和美。”池州市市长赵馨群介绍说，
池州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推进皖江城
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三区”
发展，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改善，提高市民文
明素质。

如今，池州构建了环池州800里生态
圈、环城区山体森林带和环长江防护林生
态带，相继建成了杏花村古井文化园、杏花
诗苑，保护改造了孝肃街历史街区，修缮了
百牙、清溪双塔等文化古建，复建了秀山
门、毓秀门、府儒学并建成古城墙遗址公
园，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低碳环保城市等荣誉称号。今
年1月，池州喜获“中国人居环境奖”。

今年，池州专门投入近8亿元资金，实
施改造升级城市道路、供水等30多项民生
工程；同时，以“最美池州人”评选为主题，
举办各类“道德讲堂”300多场次，3.5万名
各类志愿者在街头巷尾传递文明，共同打
造池州“和美”形象。

（据《人民日报》）

山水人文皆“和美”
安徽池州：

河湖水系发达，但空间分布不均，这是我市水系
提升面临的最大瓶颈。近年，我市通过实施跨流域、
跨地区的“引水济水”工程，着力优化市域内生产生
活和生态景观用水结构。

2012年年底开工建设的引洛济秦工程，是盘活
洛北水系的重点工程。该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引
水工程通过“隧洞+明渠+暗涵”的模式，从高新区华
夏路附近的秦岭灌溉渠引洛河水至涧西区龙鳞路与
武汉路之间的秦岭防洪渠，工程全长5公里，年底前
将具备通水条件。二期工程将通过秦岭防洪渠综合
整治，提升水岸环境，实现“龙须沟”的华丽转身。

近日，位于龙鳞路和武汉路之间的引水明渠施
工现场热火朝天，目前已完成堤岸砌护，景观廊道也
基本铺设完成，两岸绿化将于今冬明春实施，届时，
昔日荒河沟将露出俏模样。
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通讯员 陈亚辉

引洛济秦工程进展顺利，年底前具备通水条件

“龙须沟”即将华丽转身

秦岭防洪渠“前世今生”

“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有7个在洛阳
安家落户。1954年，为避免秦岭山坡暴雨对涧西工业区
造成危害，保障项目建设和生产安全，我市沿秦岭山麓自
西向东兴建防洪排涝大渠，并命名为秦岭防洪渠。

1965年，秦岭防洪渠扩建，全长8.3公里。60年来，
秦岭防洪渠一直为洛阳工业发展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秦岭防洪渠两岸建起成片住宅
区，居民数量达到20万。

为何引洛济秦？

近年，随着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日益健全，秦岭防洪渠的使用率并不高。
在未出现山洪的年份，由于没有固定水源，防洪渠经常处于干涸状态，渠内
杂草生长旺盛，不少居民圈起了菜地，垃圾乱堆、污水排放等现象屡有发
生。对此，两岸市民意见很大，呼吁对秦岭防洪渠及其两岸进行提升，建设
休闲娱乐带状公园，从根本上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市水利建设投资集团项目负责人介绍，秦岭防洪渠仅靠收集雨水，难以
形成稳定的地表径流。打造生态水岸，关键在于科学规划引水线路，使秦岭
防洪渠有稳定的补给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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