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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江济淮工程G312合六叶公路桥项目施工现场（资料图片）。 ■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摄

引江济淮工程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

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一号工程。引江济淮工程对于缓解皖北及豫东

地区水资源短缺、沟通江淮航运、改善巢湖和淮

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工程供水范

围涉及皖豫两省，其中安徽省涉及13个市、46

个县（市、区），面积5.85万平方公里，惠及4131

万人，输水线路长 587.4 公里，概算总投资

875.37亿元，今年将实现试通水通航。

《条例》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规定在

边界设立界桩、界碑等保护标志，设立必要的安

全隔离设施。规定工程管理范围内新建的梯级

枢纽工程以及新开挖的渠道、航道，由工程建设

运营单位运营管理；工程管理范围内疏浚扩挖

的河道、航道，可以由省人民政府授权工程建设

运营单位运营管理；工程建设中新建、改建具有

“拆一还一”性质的道路、桥梁、渡槽、倒虹吸等

河道交叉建筑物、专项设施等，交由原产权（管

理）单位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运营管理。明确

在引江济淮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六项禁止行为。

《条例》提出水质保护的各项要求，界定水

质保护与考核责任主体；明确具有城乡供水功

能水体的水质标准和航道污染物防治的具体举

措等；规定工程航道内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

应当设置污水污染物存贮装置、集油装置，实行

污染物船内封闭、收集上岸，禁止向水体排放污

染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作，建立跨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等。

《条例》明确管理范围内的六项禁止行为

《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今起施行

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力争年底试通水通航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如何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和大国工匠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许启金

关心的话题，40年来坚守生产一线，他在调研中了解职

工所想和企业所需。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许启金将继

续关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作为一名全国技术能手，四十年来，许启金一直坚守

一线，高质量完成1000多项高压带电作业，累计消除

3000多处输电线路隐患。去年全国两会后，许启金参加

了安徽省政协总工会界别赴安徽阜阳技师学院、阜阳供

电公司的实地调研，了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特别是技能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很多地方

的校企合作已经起步，模式和制度在逐步完善。”许启金

说，“不过，制造业产教融合的推进还不够深入，校企合

作的有效模式和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例如，企业车

间里普遍都用上了数控机床，自动化程度很高，但在一

些开设了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教学设备还很老旧，这

阻滞了学生的学习实效。”

为了深入了解校企合作情况，许启金专门调研了安

徽师范学院、安徽省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安徽紫金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省宿州市佳力奇先进

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等院校和企业。每当了解到好

的合作模式，他都会详细记录下来。

许启金在调研中发现，企业凭借资本、技术、知识、

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的责、权、利还不明

确，产教融合激励政策未落实到位，企业参与产教融合

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职业教育在师资力量、课程内

容、实训设备等方面普遍滞后于企业已有的技术水平和

设备装备水平；行业企业办学投入意愿尚不强，投入能

力仍不足。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能靠‘等上门’。”许启金说，

很多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并不紧密、了解不够深

入，导致合作“走走停停”，影响了技能人才的前期培

养。“我将把我在基层了解的民声和建议，写进我的提案

里，带到两会上，认真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为国家建设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言献策。”

《安徽省引江济淮工

程管理和保护条例》今天

起施行。2月28日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推进

《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管

理和保护条例》实施高质

量建设管理保护好引江济

淮工程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安徽将力争

引江济淮主体工程 2022

年底基本具备试通水、试

通航条件，2023年开展供

水、航运等工程联调联试，

2023 年底引江济淮主体

工程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 记者 徐越蔷

全国政协委员许启金：

40年坚守生产一线
了解职工所想和企业所需

据介绍，我省淮河以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

约500立方米，不到全省1/2、全国1/4，人均水

资源紧缺。由于地表水资源相对不足，皖北地

区有84.5%的人口饮用的是地下水，长期开采

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皖北地区已形成

3068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区。

引江济淮工程是一项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

置工程，是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的水源保障

之一。以引淮入亳段为例，自2020年6月建成以

来相机应急试调水运行，每日平均为亳州主城区

提供地表水13.4万立方米，约占其用水总量的

80%，亳州市深层地下水平均水位已逐步上升，扭

转了该市境内地下水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下一步，进一步发挥引江济淮、淮水北调等

重大调水工程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强化水安全

保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我省皖北、江淮、沿江、皖南等地区自然条

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各具特点，经济互补

性强，特别是随着安徽省加快融入长三角以及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引江济淮工程

的建成使得我省的水运资源优势进一步释放，

将进一步加强区域交流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

发展，加速皖北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加速皖北振兴

引江济淮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建设的

172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之一，也是省委、省政

府确定的全省基础设施建设“一号工程”，以城

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

水和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

利用，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

工程。

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批复建设总工期

为72个月。截至目前，引江济淮主体工程81

个项目全部开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741.63

亿元，实现了工程工期过七成、工程进度超八成

的良好态势，沿线重大节点工程进展顺利，桥梁

完工46座、通车45座，工程建设进入试通水试

通航攻坚阶段。工程社会效益开始显现，自相

机应急引淮入亳以来，已实现为亳州主城区每

日提供地表水13.4万立方米，累计供水6100万

立方米。

下一步，省引江济淮集团公司将分秒必争

推进工程建设，抓紧抓实工程质量安全管控，构

建完善工程运营管理体系，全力以赴完成各项

既定目标，力争引江济淮主体工程2022年底基

本具备试通水、试通航条件，2023年开展供水、

航运等工程联调联试，2023年底基本完成建设

任务。

主体工程2022年底基本具备试通水、试通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