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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是中国历代经世济民、 治国安邦的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

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 为我国农业发展创造了良

好条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城市经济发展和

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凸显出来， 需要妥善加以解决。
以 天 津 市 为 例，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由 于 连 年 大

旱， 城市供水出现空前危机， 引滦入津工程北线

方案由此应运而生。 事实上， 作为当时北方最大

的跨流域调水工程， 引滦入津工程的决策经历了

一番较为曲折的过程———其决策早在 70 年代初就

已经被提上中共中央议事日程， 但因各种因素干

扰未能顺利执行下去。 目前， 学界关于引滦入津

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一些新闻报道、 报告文学或通

史性著述中， 专门的历史研究文章相对较少。 ①本

文通过挖掘相关档案史料， 考察 20 世纪六七十年

代引滦入津工程的决策和初步实施过程， 以求教

于方家。

一、 引滦入津决策的历史背景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必备条件。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 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和工农业迅速发

展， 加之 “根治海河” 运动客观上导致来水日益减

少， 天津水少的问题日益凸显， 对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深刻影响。
（一） 20 世纪 60 年代， 洪水肆虐， 根治海河

成为重要任务

20 世纪 60 年代， 天津市水少和水多并存， 水

少初显端倪， 水患则为害甚巨， 根治海河成为首要

任务。 水少的问题多发生在枯水季节。 由于天晴少

雨， 来水量减少， 天津工农业用水出现紧张。 为了

保证生活和工业用水， 天津市不得不对农业用水加

以限制； 同时， 为了补充地表水的不足， 开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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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
水多的问题由来已久。 从 1368 年到 1948 年的

580 年间， 海河流域发生过 387 次严重水灾， 天津

市被淹泡过 70 多次。 ①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历史

和自然的原因， 海河延续了过去三年一小汛、 五年

一大汛的特性，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

损失。 ②1963 年， 海河流域暴发了历史上罕见的特

大洪水。 面对洪水突袭， 海河水系各支流上游水库

发挥了重要的滞洪、 蓄洪作用， 但整个流域受灾仍

很严重。 仅天津、 邯郸、 邢台等七个地区统计， 被

淹耕地达 5360 多万亩， 其中绝收达 3700 多万亩，

104 个县市 2200 万人受灾， 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达

数十亿元。 ③

为了防止洪水再次肆虐， 1963 年 11 月 17 日，
毛泽东发出 “一定要根治海河” 的号召。 根据这一

指 示， 水 电 部④、 河 北 省 研 究 制 订 出 一 套 治 水 方

案， 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海河的洪涝灾害。 按照规

划， 治理工作实行 “上蓄、 中疏、 下排” 和 “以排

为主” 的方针。 所谓 “上蓄”， 指对上游水库进行

续 建、 扩 建， 以 拦 蓄 洪 水， 提 高 防 洪 标 准； “中

疏”， 指疏通中游河道， 以便使洪水顺畅下泄； “下

排”， 指在下游开辟新的入海口， 改变各大河系集

中于天津入海的局面。 ⑤在此方针指引下， “下排”
计划一马当先， 开挖子牙新河、 永定新河以及其他

河流等排水工程被迅速列入议事日程。 ⑥据 《人民

日报》 报道， 1963 年至 1970 年， 河北省对海河水

系南系和西系的几条主要河流进行了治理， 使 “千

年的害河” 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海河水系南系和西

系， 19 条大型河道修起来了， 总长 1600 多公里；

14 道大型堤防筑起来了， 总长 1400 多公里。 这些

工程， 西与太行山相连， 东同渤海相通， 以 “每秒

钟吞吐一万三千三百多个流量的威力” 疏导洪水和

沥涝， 使 5000 多万亩农田免除了洪涝灾害。 ⑦在

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 根治海河运动取得巨大的

成就。 海河上游地区续建、 扩建和新建起截洪作用

的 大 中 小 水 库 201 座， 拦 蓄 能 力 达 259.7 亿 立 方

米； 中下游地区开挖子牙新河、 滏阳新河、 永定新

河和漳卫新河等 53 条骨干河道， 总长 3641 公里，
同时修筑防洪堤 3260 公里。 ⑧通过开挖河道， 海

河水系排水通畅， 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洪水泛滥的可

能性。

（二） 20 世 纪 70 年 代， 水 少 问 题 开 始 凸 显，
解决水荒提上议事日程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 天津缺水问题凸显出

来， 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 海河流域上游大搞水

利建设， 致使天津来水逐年减少。 根治海河是在

1963 年海河发生特大洪水后作出的决定， 主要着

眼于防涝， 较少考虑如何蓄水抗旱。 ⑨与此同时，
一方面， 由于工农业迅速发展和城市人口大量增

加， 海河上游各省市用水量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
一大批中小型水库、 水塘和壕坝兴建起来， 使海河

上游来水受到层层拦蓄， 水量逐年减少。 资料显

示， 1950—1957 年， 海河来水年均 100 亿立方米；

1958—1964 年 ， 年 均 74 亿 立 方 米 ； 1965—1976
年， 急剧下降为年均 18 亿立方米。 ⑩

第二， 由于华北地区降水持续减少， 天津干旱

呈明显加重趋势， 水质开始变差。 1972 年至 1975
年 ， 华 北 地 区 旱 情 严 重 ， 天 津 市 也 于 1972 年、

1973 年和 1975 年出现了三次严重水荒。 11�此外， 汛

①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天津》 下册， 当

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48 页。
② 尹传政： 《毛泽东与新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人民出

版社 2021 年版， 第 120 页。
③ 山东黄河河务局编： 《堤防工程 抢 险》， 黄 河 水 利

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8 页。
④ 从 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水利部的名称几

经变化： 1949 年 10 月， 水利部成立； 1958 年 2 月，
与电力工业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1979 年 2 月， 撤

销 水 利 电 力 部， 分 设 水 利 部 和 电 力 工 业 部； 1982
年， 又与电力工业部合并设水利电力部。

⑤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新 闻 宣 传 处 编 ： 《造 福 人 民 的 事

业———中 国 水 利 建 设 40 年 》 ， 水 利 电 力 出 版 社

1989 年版， 第 42 页。
⑥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天津》 下册， 第

51 页。
⑦ 《治水史上谱新篇———记河北省人民治理海河的伟大

斗争》， 《人民日报》 1970 年 11 月 18 日。
⑧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河北》 上册， 当

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40 页。
⑨ 张建丽： 《故乡土热》，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 年

版， 第 68 页。
⑩ 《引滦入津工程展览调整大纲》 （1984 年）， 天津市

档案馆馆藏， 档号 X0156-Y-000054-010。
11� 《王中年同志在节水、 保水现场会上 的 讲 话 要 点》

（1975 年 10 月 20 日），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X0078-Y-0010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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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玉清： 《对引滦入津工程水源水域环境的分析》，
《天津水利》 1984 年第 2 期。

② 水 利 部 办 公 厅 新 闻 宣 传 处 编 ： 《造 福 人 民 的 事

业———中国水利建设 40 年》， 第 31 页。
③ 白 化 岭： 《引 滦 ： 那 是 一 种 实 实 在 在 的 幸 福 感 》，

《天津日报》 2013 年 9 月 4 日。
④ 孟学文主编： 《锦绣中华宝 典》， 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社

1998 年版， 第 472 页。
⑤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 辑 室 编： 《黄 河 志·黄

河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志 》 第 9 卷 ，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2017 年版， 第 821 页。
⑥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滦

河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 页。
⑦ 郑国良主编： 《滦河下游灌区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8 页。
⑧ 滦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滦南县志》， 新华出

版社 2010 年版， 第 1191 页。
⑨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滦

河志》， 第 2 页。

期各河下泄水量减少， 水质开始变差。 调查显示， 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 天津市饮用水源———海河水，
平均每年有相当长时间河水氯化物大于 25 毫克/升，
最高时甚至达到 1500 毫克/升， 氨氮也出现过较长时

间大于 0.5 毫克/升， 最高时达到 6.8 毫克/升。 ①由于

自来水中氯化物含量严重超标， 河水变得又苦又咸，
居民饮用后出现头晕、 恶心、 呕吐等症状。 ②究其原

因， 主要是因为海河来水减少， 天津的饮用水主要来

自北大港水库， 而北大港水库靠近渤海， 地面沉积的

盐碱回流， 直接导致水库水变苦变咸。 ③

第三， 随着工农业加速发展， 天津用水需求急

剧攀升。 1975 年 5 月 7 日， 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会

会议落实华北长远规划座谈会精神， 确定天津市

“五五” 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必须贯彻 “以农业为

基础、 工业为主导” “以粮为纲” “以钢为纲” 等方

针； 农业要搞好水利建设， 工业要在大力进行老企

业技术改造、 挖掘潜力的同时， 重点建设钢铁、 石

油化工、 机械、 电力等骨干项目。 ④随着天津城市

人口的增加、 工农业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短缺的问

题开始成为制约天津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天津市积极采取措施， 以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

题。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 海河流域上游的岗

南水库、 黄壁庄水库、 岳城水库、 西大洋水库等相

继建成。 从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 这些水库一

直是天津调水的主要水源。 在此过程中， 为了解决

枯水季节和枯水年份的缺水问题， 天津市从 70 年

代开始着力兴建蓄水工程。 修建的大型水库有两

座， 即北大港水库和于桥水库， 使四季用水得到了

一定的保障。 “引黄济津” 亦多次缓解了天津城市

用水紧张的局面。 1972 年， 首次由人民胜利渠引水

入 津， 送 水 53 天， 送 水 量 1.61 亿 立 方 米； 1973
年， 又一次由人民胜利渠引水， 送水 49 天， 送水

量 1.25 亿立方米； 1975 年， 再次由人民胜利渠引

水， 送水 104 天， 送水量 2.28 亿立方米。 ⑤此外，
修建抽水站、 开凿数以万计的机井、 种植抗旱农作

物等， 也是抗旱的重要手段。 然而， 诸多迹象表

明， 以上种种举措均无法有效解决水少的问题， 引

滦入津的方案逐渐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二、 引滦入津设想的来源

为了解决水资源危机， 北京和唐山等地早在

1958 年就考虑过引滦河水解决用水问题， 但由于各

种原因没有实现。 直到 1972 年海河流域发生大旱，
加快开发滦河水利资源又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 河北省就重视开发利用滦河

水资源。 在 1949 年 11 月召开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

议上， 水利部针对全国可能面临的水旱灾情， 提出

“防止水患， 兴修水利， 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

的” 的水利建设总方针。 ⑥在此方针指导下， 河北

人民加快了利用滦河水资源的步伐。 根据河北省人

民政府的安排， 全省动员各地区数万民工， 用两年

多的时间建成了唐山第一处大型灌区。 ⑦为了断绝

滦河水患， 从1950 年开始， 河北省大力修筑滦河

铁路桥以下至乐亭县小米庄子长达 75 公里的堤埝，
并在上面栽种大片树木， 构筑起保护滦河下游百万

亩耕地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绿色屏障。 ⑧

中央部属单位对滦河水系作了规划设计。 燃料

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及华北行政委员会经过踏

勘和调查， 于 1954 年 2 月提出 《滦河踏勘报告》，

8 月提出 《滦河流域查勘报告》。 前者以水力发电

为重点， 后者侧重于引滦开发柏各庄地区。 9 月，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报告， 强调

对大江大河的治理， “今后积极从流域规划入手，
采取治标治本结合、 防洪排涝并重的方针”。 在此

方针指导下， 相关部门进一步科学规划了滦河流

域的治理工作。 ⑨1955 年 11 月， 电力工业部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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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工程勘测处在参阅新中国成立前后 20 年

中各机构编写的文件后， 编制出 《滦河流域初步说

明书》。 ①1956 年 1 月， 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
检查和批判了水利工作中的保守思想， 认为在 7 年

到 12 年内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以保证农业

增产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并且提出了初步规划方

案。 在华北水系大江大河的治理方面， 会议专门提

出， 要 “研究引滦河水接济潮白河的需要和可能。
配合下游各河道治理， 消除华北水系常遇洪水和沥

涝灾害” ②。
在规划滦河流域治理的过程中， 北京市和唐

山 市 创 造 性 地 提 出 了 滦 河 跨 区 域 调 配 的 设 想 。

1956 年， 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出于解决北京

市缺水问题的考虑， 提出 “引滦河水入北京” 的

想 法。 他 特 别 指 出： “北 京 市 将 来 没 有 一 百 来 个

流量的水不行。” ③1958 年 6 月， 北京市委、 市人

委在上报中共中央的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

步方案》 中写入了上述构想， 后因评估认为投入

与收益不成正比， 最终未被批准实施。 10 月， 河

北省唐山专署为进一步治理滦河， 在 《引滦工程

设计要点 （草案）》 （以下简称 《要点》） 中提出了

引滦入唐的设想。 《要点》 指出， 引滦工程的主要

任 务 是 ， 将 滦 河 流 域 水 土 资 源 平 衡 后 过 剩 的 水

量， 经还乡河引入陡河， 以满足唐山市工业用水

的要求。 利用引水路中的自然条件开发水利， 建

设发电站， 并适当照顾灌溉和津唐运河的航运用

水。 《要点》 提出的引滦工程主要项目包括引滦枢

纽工程、 引滦入还渠道工程、 引还入陡枢纽和渠

道 工 程。 据 调 查， 滦 河 年 平 均 47 亿 立 方 米 的 径

流， 除滦河下游灌区年引水二三亿立方米外， 其

余全部白白流入渤海。 采取措施对滦河水资源加

以 充 分 利 用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④ 引 滦 入 唐 的 设 想 颇

具创造性， 遗憾的是， 受地质情况查勘不够和技

术力量不足的限制， 未能付诸实施。
上述方案的提出， 从总体上反映了京津冀人

民希望早日利用滦河水的迫切愿望。 虽然两个方

案 皆 未 “落 地”， 但 令 人 欣 喜 的 是， 跨 区 域 调 配

滦 河 水 资 源 的 思 路 从 此 有 了 可 供 参 考 的 先 例 。

1958 年后， 滦河水系的规划设计工作由中央部属

单位转到河北省有关部门。 河北省设计院在水电

部 北 京 院 所 编 《滦 河 流 域 规 划 报 告》 的 基 础 上，

着重研究了滦河中下游几个主要梯级水利枢纽的

开发问题。 1962 年， 编制 《滦河中下游规划 （修

正 稿 ）》， 建 议 “滦 河 中 下 游 4 个 主 要 水 利 枢 纽

中 ， 优 先 开 发 潘 家 口 、 大 黑 汀 及 钓 鱼 台 三 处 枢

纽， 桃林口枢 纽 可 略 晚 些” ⑤。 1970 年， 河 北 省

设 计 院 编 制 了 《滦 河 流 域 规 划 要 点 （讨 论 稿）》，
提出 “四五” 期间拟建设潘家口、 大黑汀、 大坝

沟门、 引滦西调等大型骨干工程的设想， 以及滦

河 流 域 中 小 型 水 利 水 电 建 设 规 划。 ⑥ 其 中， 引 滦

西调的提出， 得益于先前引滦入京和引滦入唐两

个方案的启发， 在事实上可以看作是引滦入津设

想的雏形。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海河流域水

资源日益紧缺， 解决京津唐地区供水问题的呼声

日益高涨， 使滦河跨流域调度的设想不能仅仅停

留于纸面上。 在天津极度缺水的形势下， 跨区域

调配滦河水资源的设想首先在天津实现突破， 滦

河和天津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引滦入津决策的作出

1972 年， 华北大旱， 天津供水告急。 5 月 25
日，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在致国务院并水电部 《关于

水情的紧急报告》 中称： “虽已采取措施限制用水

和调水， 但水情仍十分严重， 估计仅能维持到六月

二十五日左右。” ⑦6 月 2 日， 周恩来将天津市革命

委员会的报告批送李先念等， 要求 “阅后找水利部

一商， 看有无更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 ⑧。 6 月

① 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海河志》 第 4 卷， 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04 页。
②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选 集 （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第 23 册，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01 页。
③ 《彭真传》 编写组编： 《彭真年 谱》 第 3 卷， 中 央

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70 页。
④ 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唐山文史资料大全·

地区综合卷》 下册， 2013 年内部版， 第 198 页。
⑤ 海 河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编： 《海 河 志》 第 4 卷， 第 104

页。
⑥ 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海河志》 第 4 卷， 第 105

页。
⑦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 《周 恩 来 年 谱 （1949—

1976） 》 下 卷 ，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1997 年 版 ， 第

528 页。
⑧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编 ： 《周 恩 来 年 谱 （1949—

1976）》 下卷， 第 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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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先念传》 编写组等编： 《李先念年谱》 第 5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03 页。

② 钱正英主编： 《中国水利》，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651 页。

③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水利年鉴·1993》， 水利

电力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75 页。

④ 本书编纂委员会编： 《引滦枢纽工程志》， 第 12 页。

⑤ 政协唐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唐山市水利局合编：

《滦 河 记 事 》， 开 明 出 版 社 1993 年 版 ， 第 200—
201 页。

⑥ 政 协 唐 山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委 编 ： 《唐 山 文 史 资 料 大

全·地区综合卷》 下册， 第 104 页。

⑦ 政协唐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唐山市水利局合编：

《滦河记事》， 第 201 页。

2 日， 根据周恩来的批示， 李先念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解决天津市缺水的问题。 会议制定了具体抗旱

措施， 并就解决京津地区水源不足问题提出了长远

规划。 其中， 主要对 “四五” 计划进行了初步考

虑， 包括 “兴建大清河北支张坊水库； 兴建引滦工

程， 包括滦河潘家口水库及引滦到唐山和天津市的

渠道” ①等。
张坊水库工程很快因实际情况被推迟。 钱正英

等经过论证， 认为张坊水库不足以解决京津两市的

用水紧张问题， 应当先修引滦入津工程的滦河潘家

口水库。 “张坊水库控制的集水面积 4820km2……
总库容 7.16 亿 m3”， 虽可补充北京水源， 但无法解

决京津地区供水的全局问题。 相比之下， 潘家口水

库 “建成后年平均调节水量 19.5 亿m3”， 可供天津

和唐山两市用水， 从而解除密云水库向天津供水

的任务， 使密云水库完全供应北京， 由此缓解京

津 唐 三 市 的 供 水 矛 盾。 ② 出 于 对 京 津 冀 用 水 的 整

体考虑， 经反复权衡， 李先念决定接受钱正英的

意 见， 缓 建 张 坊 水 库， 着 手 筹 建 潘 家 口 水 库。 ③

1973 年 3 月 19 日， 国家计委、 国家建委在北京召

开京津地区用水会议。 会上， 钱正英从引滦及南水

北调等方面阐述了解决京津地区用水问题的途径。
会议决定， 以水电部为主成立规划小组， 提出解决

京津地区用水规划的意见。 ④

1973 年 4 月 4 日， 水电部提出 《关于推迟修

建张坊水库， 加快进行引滦工程和统一规划京津供

水的报告》， 上报国家计委。 报告指出： “引滦工程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潘家口水库……近期平均

年调节水量 17.6 亿立方米， 远期上游引水灌溉发

展后， 可调节水量 11.8 亿立方米。 （二） 大黑汀水

库…… （三） 引滦入还…… （四） 邱 庄 水 库……
（五） 引还入陡…… （六） 邱庄水库及天津市的输

水管道……总计投资估计 12 亿元。” ⑤ “修建潘家

口水库……从滦河向南调水约 10 亿立方米， 另供

天津市 3 亿余立方米和唐山市用水。” 报告提出了

一整套解决京津地区用水问题的引水规划， 计划在

滦河干流上修建潘家口、 大黑汀两大水库， 调节滦

河水量， 并且在大黑汀水库以下兴建 “引滦入还”
输水工程， 将滦河水跨流域引入还乡河邱庄水库，
尔后分两路送水： 一路由邱庄水库送入陡河水库，
即 “引还入陡” 输水工程， 解决唐山市工农业用

水， 并为陡河电厂提供水源； 一路由还乡河南下，
通过 “引还入津” 输水工程， 将滦河水引入天津

市， 解决天津市工业及城市用水， 并且补充天津

市郊区的菜田用水。
报告的最大亮点在于首次提出了引水进津的南

线方案。 这一方案的表述为：“邱庄水库至天津市的

输水管道线路长 140 公里， 引水流量约 10 立方米

每秒。 此外， 在永定河上建跨河输水建筑物一座，
使河道中有多余水量时也可送到天津市。” ⑥这一

方案将 1958 年唐山专署提出的引滦工程方案范围

扩大到天津、 唐山二市， 可以说是一个立足长远、
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利方案。

1973 年 5 月 24 日， 国 家 计 委 根 据 水 电 部 的

报 告 ， 草 拟 了 《关 于 加 强 统 一 规 划 ， 抓 紧 解 决

京、 津供水问题的报告》。 报告提出： “为了尽快

地解决北京、 天津两市的供水问题， 必须统一规

划， 认真做好勘测设计工作， 有计划、 有步骤地

建 设 必 要 的 水 利 工 程 ， 同 时 ， 要 采 取 有 效 的 措

施， 做 到 合 理 用 水， 节 约 用 水。” “完 成 大 黑 汀、
潘 家 口 水 库 和 从 滦 河 至 天 津 的 输 水 工 程， 这 样，
可以减轻密云水库向天津送水的负担， 更多地给

北 京 供 水。” ⑦随 后， 国 家 计 委 将 之 上 报 国 务 院，
并附上水电部 《关于推迟修建张坊水库， 加快进

行 引 滦 工 程 和 统 一 规 划 京 津 供 水 的 报 告》， 请 求

一并审查批示。

1973 年 5 月 29 日， 李先念将国家计委的报告

批送纪登奎、 李德生、 王洪文、 余秋里。 批语说：
“不管怎样， 北方少水， 能蓄水就是一件好事。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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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算， 但要从大局算。” ①6 月 8 日， 余 秋 里 作

出批示： “京津水不够， 已成定局。 要抓紧解决水

源 问 题 。 拟 同 意 计 委 报 告 。 先 念 副 总 理 批 示 照

办。” ②据此， 国家计委于 6 月 18 日向北京市、 天

津市、 河北省革委会、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水

电部、 燃化工业部转发了李先念对国家计委报告

的批示， 要求按照批示精神， 抓紧解决京津供水

问题。 ③

这一时期引滦决策的作出， 显示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解决华 北 水 资 源 短 缺 问 题 的 决 心 和 魄 力 。
从当时来看， 引滦规划是十分宏伟的， 可以说是

旨 在 一 举 解 决 津 、 唐 两 地 用 水 问 题 的 战 略 性 举

措； 但从长远来看， 正是因为要将津、 唐两地缺

水问题一并解决， 却导致了引滦入津工程和引滦

入 唐 工 程 在 输 水 路 线 上 相 互 “交 织 ” 的 不 争 事

实。 由于河北省和天津市将共同从邱庄水库上游

引水， 并且共用一个水库， 邱庄水库以上的工程

进度将极大地制约引滦入津工程的整体进度。 但

这样的发展趋势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中央高层的

注意。

四、 引滦入津工程的初步实施和缓慢进展

引滦决策作出后， 工程勘测设计工作先行推

进。 1973 年夏， 水电部及所属海河水利委员会派

出一支约百人的技术干部队伍到潘家口进行现场勘

测设计。 经过勘测， 水电部进一步调整了水库坝

址。 初步设计时推荐的坝址是潘家口， 那里地形条

件很好， 峡谷很窄， 坝长仅 771 米， 大坝混凝土

215 万立方米。 但审查时发现， 该坝址地质条件十

分复杂， “两岸岩石破碎， 特别是右岸有一大断层，
勘探越深入， 暴露的问题越多” ④。 因此， 又考察

了下游 4 公里的杨查子， 发现该处地质条件优越，
是完整的片麻岩， 但地形条件不利， 坝顶长 1024
米， 大坝混凝土 290 万立方米， 工程量较潘家口

大。 ⑤另外， “如果改变坝址， 还要重编初步设计，
需推迟一年开工”。 水电部经反复研究认为， “在同

样满足规划要求的条件下， 地质情况是决定工程能

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决定调整坝址， 选择杨查子

作为潘家口水库的坝址。 ⑥

与此同时， 为统筹解决京津冀供水问题， 国务

院指示由有关方面组成京津冀地区供水规划小组。

小组 “由北京市万里、 天津市阎达开、 河北省王

金山、 华北组经济联络组孙德山、 国家计委林乎

加、 国家建委宋养初、 燃化部冯伯华和水电部钱

正英等 8 人组成”， 负责 “研究商定有关三省市供

水规划重大问题， 并向国务院提出报告”。 ⑦1973
年 6 月 28 日， 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 确定

解决京津冀供水问题五原则： （1） 工农并举， 城

乡兼顾； （2） 统筹安排， 团结治水； （3） 合理布

局， 近期和长远相结合； （4） 留有后备， 留有机

动； （5） 开源与节流相结合。 会议还就 “加快开

发滦河水利资源， 抓紧研究 ‘引黄’ 方案” 作出

具体安排。 ⑧

经过勘测设计和京津冀地区供水规划小组的

统筹， 引滦工程进入施工阶段。 1973 年 9 月， 水

电 部 副 部 长 张 彬 主 持 召 开 引 滦 工 程 设 计 审 查 会 ，
会后成立河北省根治滦河指挥部， 张一萍任主任，
下设大黑汀水库指挥部和潘家口水库指挥部。 ⑨潘

家口水库、 大黑汀水库先后 于 1973 年 和 1974 年

开始兴建， 标志着引滦工程建设开始迈出实质性

步 伐。 潘 家 口 水 库 作 为 引 滦 工 程 的 反 调 节 水 库 ，
用于抬高水位； 大黑汀水库位于潘家口水库下游

30 公里的滦河干流口， 既用于抬高水位， 又用于

拦 蓄 来 水， 为 唐 山、 天 津 提 供 水 源。 总 的 来 说，
这两座水库的建设为引滦入津工程的兴建提供了

先决条件。

1974 年， 为 了 推 动 引 滦 输 水 工 程 尽 快 完 成，
李先念在给华国锋、 余秋里、 谷牧的批语中指出，
据水电部估计， 引滦工程最快要到 1980 年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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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如实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的原则， 三年行不行呢？ 望水电部找河北省讨论一

下。 总之， 要保障质量， 加快进度， 要讲科学， 不

能乱来。 ①

从这件批示来看， 李先念对引滦输水工程的推

进充满信心。 他提出的引滦输水工程完成时间是

1977 年， 这与国家计委在报告中提出的时间是完

全一致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 他对引滦工程完成时

间的设想还是过于乐观。 事实上， 在引滦的南线规

划中， 引滦入津和引滦入唐工程上游同走 “由大黑

汀水库坝下引水， 向南入还乡河—邱庄水库” 的输

水路线， 而上游段主要由河北省负责， 这就将引滦

入津和引滦入唐工程的施工进展 “捆绑” 在一起，
使得天津市参与引滦工程的能动性受到了很大限

制。 受此影响， 天津虽然能够对引滦入津输水工程

作初步的勘测和设计， 但无论如何也要等河北省完

成上游工段工程后方能引水。 对于这种情况， 天津

市似乎有所准备。 1975 年 3 月 14 日， 天津市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 讨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抓紧解决

天津用水问题指示的安排意见， 决定在南水北调和

引滦入津实现之前， 狠抓蓄水工程建设， 充分利用

地上水， 合理开采地下水， 解决天津工农业用水问

题。 ②果不其然， 引滦输水工程河北段由于种种原

因迟迟没有进展。 资料显示， 引滦输水工程直到

1978 年 才 正 式 开 工， 但 工 程 进 度 一 度 相 当 缓 慢，
始终难解天津之 “渴”。

输 水 工 程 进 展 缓 慢 的 原 因 相 当 复 杂。 第 一，
相关水库加固扩建加大了工程量。 比如， 邱庄水

库由于坝基渗漏严重， 蓄水量不足， 未能充分发

挥设计效益。 引滦入唐决策作出后， 邱庄水库加

固扩建成为其工程项目之一， 于 1977 年 3 月开始

动工， 对大坝混凝土防渗墙与基岩进行帷幕灌浆、
防渗加固。 水库修补加固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拖慢

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第二， 特大自然灾害打乱了河北省原定的引

滦 工 程 施 工 计 划 。 1976 年 7 月 唐 山 大 地 震 发 生

后， 抗震救灾、 安置灾民成为河北省的当务之急。
大地震使与引滦有关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遭到严

重破坏。 滦河、 还乡河、 陡河等主要河流的堤防

出现滑坡、 裂缝、 下沉、 隆起、 位移、 河道堵塞、
翻砂等问题， 沿河大部分建筑物被毁坏。 ③为此，
河北省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水利设施的维修上。

8 月， 河北省 委 决 定 成 立 河 北 省 唐 山 地 区 震 毁 大

型水利工程修建指挥部， 负责大型水利工程的修

复工作。 ④地震亦严重波及天津， 11 月 15 日， 天

津市宁 河 县 发 生 里 氏 6.9 级 地 震， 给 天 津 市 带 来

严 重 灾 害。 据 统 计， “天 津 全 市 总 计 伤 亡 140337
人， 1 亿多平方米房屋建筑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70 多万居民无家可归” ⑤。 抗 震 救 灾 也 成 为 天 津

市的当务之急。
第三， 天津市和河北省在滦河水资源分配上

存在争议。 截至 1980 年 1 月， 在河北省和基建工

程兵 650 部队的密切协作下， 潘家口、 大黑汀水

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潘家口水库大坝坝顶已达

到一八五米高程以上， 完成全部主体工程量的百

分之七十， 初步具备了蓄水能力， 去年十二月二

十 日已提前下闸试蓄水。 大黑汀水库主体工程已

单位 潘家口水库 大黑汀水库

控制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33700 35100

多年平均年流量 亿立方米 24.5 28.28

年调节水量 亿立方米 19.5 21.34

总库容量 亿立方米 29.3 3.37

坝上高程 米 230.5 138.8

最大坝高 米 107.5 52.8

坝顶长度 米 1040 1354.5

正常蓄水位 米 222 133

供水最低水位 米 160 121.5

① 《李先念传》 编写组编：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 第

3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68 页。

②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天津历

史大事记 （1919—2000）》，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2001
年版， 第 312 页。

③ 刘进举： 《唐山三十七年水利建设回顾》， 唐山市水

利局 1987 年印， 第 50 页。

④ 刘进举主编： 《唐山市水利志》， 第 335 页。

⑤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中 国 共 产 党 天 津 志 编

修委员会编： 《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 中

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81 页。

潘家口水库和大黑汀水库基本情况表

资料来源： 《引滦入津工程展览调整大纲·引滦入津积极

影 响 》 （1983 年 ） ， 天 津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X0156-Y-
00005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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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档号 X0156-Y-000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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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 告》 （1980 年 1 月 18 日 ）， 天 津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档号 X0156-Y-000002-002。
⑦ 水利部： 《关于引滦水量分配和引滦工程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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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馆馆藏， 档号 X0156-Y-0000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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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完成， 可发挥蓄水作用。 引滦干渠也开始动

工， 正在积极兴建， 争取早日完成， 发挥工程效

益。” ①然而， 在蓄水工程稳步推进之时， 输水工

程却因为水量分配方案的反复修改放慢了速度。
对于滦河水量的分配方案， 水电部几经修改和

反复。 在 1972 年 3 月上报水电部的 《滦河流域规

划要点》 中， 河北省提出潘家口水库建成后水量分

配的意见， 即天津市应占水量的 50%。 ②1976 年，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 《关于滦河水资源合理利用及

分配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 “关于滦河西调天津的

水量曾有 10 亿方、 8 亿方、 3 亿方等多种方案。 ”
“经研究分析， 我们认为 3 亿方和 10 亿方这两个

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如果今后密云水库供天津

水 量 仍 维 持 1966—1976 年 平 均 5.3 亿 方 的 水 平，
到 津 水 量 以 2 亿 方 计 ， 那 么 从 滦 河 调 7 亿 方 毛

水， 5 亿方到津， 也 可 以 基 本 上 满 足 天 津 城 市 生

活、 工业和近郊园田用水的需要。” 因此， “给天

津市水量在 5 亿方和 8 亿方之间， 取其中为 6—7
亿方”。 ③

综合各方意见后， 水电部就潘家口水库水量分

配问题， 多次和河北省、 天津市进行协商。 1976
年， 水电部第十三工程局根据潘家口水库建设实际

情况， 在关于引滦输水工程规划的报告中重新提出

分水方案： 潘家口水库按每年调节水量 19.5 亿立

方米， 分配天津市 7 亿立方米， 丰北闸投水 5.25
亿立方米。 ④同年 12 月 18 日， 水电部天津勘测设

计院据此进一步提出勘测设计方案。 由于受唐山大

地震的影响， 输水工程建设被暂时搁置。 1978 年，
水电部宣布启动引滦输水工程， 水量分配方案再次

引起各方关注。 197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 水利

部邀请相关省市负责人和国家计委相关人员共同作

了研究。 ⑤相关省市负责人一致表示， 要贯彻国家

计委 1973 年 《关于加强统一规划， 抓紧解决京、
津供水问题的报告》 中提出的原则精神。 水利部研

究后决定， 分水须坚持 “工农业并举， 城乡兼顾”
的原则， “既首先供应和满足城市工业及居民生活

用水的需要， 又要兼顾农田灌溉的需要。 对省、 市

用水要统筹安排， 既要照顾下游原有灌区的用水，
并有所改善和发展， 又要认真安排好其他方面必需

的用水” ⑥。 根据这一原则， 在滦河水量分配问题

上， 鉴于 “潘家口水库可分配的水量， 特枯年 （相

当保证率百分之九十） 约为十五亿立米， 枯水年

（相当保证率百分之七十五） 十九点五亿立米”， 而

且 “在一九七三年水利电力部的报告中曾提出南调

水量约十亿立米。 除灌溉用水外， 供给天津市用水

三亿余立米”， 同时考虑到 “一九七四年这个地区

行政区划作了调整”， 水利部提出： “天津市在还乡

河省、 市交界丰北闸处， 分得净水量五亿立方米，
唐山市城市工业用水分得净水量一点五亿立米 （其

中包括陡乡河电厂零点五亿立米）， 其余水量由河

北省统筹安排。” ⑦

对于这一新的水量分配方案， 极度缺水的天

津市表示难以接受。 1980 年 1 月 4 日， 天津市革

命委员会在致水利部的 《关于潘家口水库水量分

配意见的函》 中表达了不同意见： “我们认为应坚

持修建潘家口水库的宗旨。 水电部一九七三年四月

（27） 号文件和国家计委一九七三年五月 （221） 号

文件都清楚地说明建库是为了解决京津供水紧张

的 问 题。 现 在 提 出 要 首 先 满 足 该 流 域 用 水 需 求 ，
然后照顾天津用水， 我们认为这与国家决定缓建

张 坊 水 库， 建 设 潘 家 口 水 库 的 宗 旨 是 不 相 符 的 。
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 ⑧接着， 天津市革委会据

理 力 争 道： “从 一 九 七 六 年 以 来 我 们 即 按 这 个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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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潘家口水库水量分配意见的函》， 天 津 市 档

案馆馆藏， 档号 X0156-Y-000002-003。
② 《关于潘家口水库水量分配意见的函》， 天 津 市 档

案馆馆藏， 档号 X0156-Y-000002-003。
③ 李瑞环： 《城市建设随谈》， 天 津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1996 年版， 第 214 页。

④ 程中原： 《前奏： 邓小平与一九 七 五 年 整 顿》， 河

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287—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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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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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在水利部主管部门指导下， 着手进行引滦入

津的规划、 勘测设计工作， 并于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将初设报送水利部待批。” 因此，“理应维持原来

的分配方案”。 ①不过， 最后也表示： “为了早日令

案 施 工， 引 水 入 津， 不 再 因 为 争 议 而 拖 延 时 间，
我们尊重水利部的意见， 可接受在丰北闸收五亿

净水方案。” ②

从信函内容可见， 天津市革委会向水利部至

少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对最新水量分配方案有

意见， 二是出于大局考虑， 愿意执行新的水量分

配方案。 事实上， 天津市革委会致函的真实用意

不难揣测， 主要是希望水利部出面调解， 重新规

划与河北省的水量分配方案。 正当天津市就分水

问题向水利部写信表达意见之时， 天津和北京之

间的水量分配问题也因水荒的到来而凸显出来。
不 难 看 出， 20 世 纪 70 年 代， 国 家 修 建 的 截

蓄滦河水的潘家口、 大黑汀两大水库， 为向天津、
唐山地区供水准备了条件， 但在如何分配两库水

源和采用最有效的途径把滦河水引入天津的问题

上， 长期未有定论。 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天津

市与河北省建设引滦入津输水工程的进度。
当然， 引滦输水工程进展缓慢也与当时中国

特 殊 的 政 治 环 境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 20 世 纪

70 年 代 中 期 ， 中 国 仍 然 处 于 十 年 内 乱 时 期 ， 河

北、 天津同样不能免于政治风波的冲击。 受 “四

人帮” 掀起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影响， 河北

省 和 天 津 市 均 无 力 过 多 考 虑 水 利 民 生 问 题。 ④ 在

此情况下， 尽管有周恩来的支持， 李先念极力排

除运动对水利工程建设的干扰， 倾注全力推进引

滦入津工程， 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 外， 从 1980 年 引 滦 工 程 项 目 的 完 成 情 况

看， 由 于 统 筹 兼 顾、 整 体 优 化 指 导 思 想 的 缺 乏，
引滦工程虽在局部上已具备输水条件， 但整体始

终无法发挥输水效能。 例如， “引滦入还” 输水工

程中的渠首土渠虽已基本完成， 潘家口、 大黑汀

两 大 水 库 也 于 1980 年 年 底 进 入 收 尾 阶 段， 并 开

始蓄水， 但由于引滦输水工程未能及时建成， 导

致 1981 年 天 津 市 发 生 水 荒 时， 出 现 了 “远 水 不

解近渴” 的被动局面。 ⑤

纵然群众对引滦入津有着强烈的需求， 但由于

种种原因， 引滦入津工程并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进

行。 滦河拦截蓄水的初步规划虽然实现， 但天津市

日渐缺水的状况未有改变。 值得欣慰的是， 20 世

纪 70 年代潘家口水库和大黑汀水库的建设毕竟使

引滦入津输水工程有了充分的水源储备， 给了天津

百姓以新的希望。

五、 结语

综上所述， 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本不缺水， 但

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治海河运动的开展， 来

水日益减少。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水荒危机， 70 年

代初， 中共中央作出修建引滦工程的战略决策， 并

下令修建了大黑汀、 潘家口两大水库， 为引滦入津

输水工程做了必要的铺垫。 遗憾的是， 中央关于在

1980 年建成引滦入津输水工程的打算， 由于天津

市与河北省在勘测设计和水量分配上存在分歧， 以

及受唐山大地震影响， 最终未能实现。 直到 80 年

代初， 引滦入津工程在调整输水线路后， 才开始全

面施工并加紧完成。 ⑥

（作者系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管理培训部讲师

北京 1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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