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做好一件事
保障“南水”到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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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守护家乡水
让首都百姓喝上放心水

袁汉章

“我出生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
头河南省南阳市， 南阳简称 ‘宛’， 成
长于中线工程渠首淅川县。” 北京市河
湖流域管理事务中心流域管理一科科
长袁汉章介绍着自己和南水北调的不
解缘分。 2000年， 南水北调工程规划
有序展开， 这一年， 他即将参加高考。

因为从小听到大人们讲述有关家
乡移民建设丹江口水库的事情， 再加
之从书本中学到不少我国治水史的
知识， 高考志愿填报时， 袁汉章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 “水利水电工程” 这个
专业。

2004年， 走出大学校园的袁汉章
来到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工作， 他主
动申请到南水北调中线永定河倒虹
吸工地锻炼。 测量放线 、 质量控制 、
验收归案……每一项内容， 他都仔细
学习。 从学校理论知识学习转换到工
作实践、 工程施工认知， 他深刻地体
会到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不易。 在这
个过程中， 他也积累了丰富的 “实战
经验”。

2009年9月4日， 南水北调配套工
程大宁调蓄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方案获

得北京市规委、 发改委批复。 为保障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宁调蓄水库工程
顺利实施， 需要对永定河管理处所属
的林木及房屋等设施进行腾退。 这项
艰巨的任务交由袁汉章完成。

“时间紧， 任务重。 不能影响施
工场地移交 ， 不能耽误后期工程进
度 。” 袁汉章反复强调 。 2010年春节
前 ， 北京下起了大雪 。 他不顾严寒 ，
来到现场组织清点林木数量、 统计树
种树径 。 实施过程中 ， 涉及招投标 、
林木伐移手续办理、 移入地点协调等
很多工作 。 为赶进度 ， 他加班加点 ，
严格手续 ， 最终顺利移交施工场地 。
短短半年的时间里， 他就组织完成了
5.7万株树木伐移、 多处房屋拆除等地
上物腾退工作。

2012年， 袁汉章调任卢沟桥分洪
枢纽管理所所长。 在此期间， 他积极
配合大宁调蓄水库建设和蓄水工作 。
2016年， 袁汉章荣获北京市南水北调
配套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2021年， 袁汉章有了新的工作地
点———北京市河湖流域管理事务中心。
“流域中心承担跨行政区和流域上下

游、 左右岸重大涉水事务综合监管的
事务性工作； 承担河长制相关事务性
工作； 承担有关水利工程及相关设施
运行监管的事务性工作。”

袁汉章所在的流域管理一科承担
相关市级河长联络办公室的事务性工
作； 承担永定河流域、 大清河 （拒马
河） 流域水利工程、河湖管理的监督检
查；承担流域内重要涉水事务的协调工
作和水生态空间管控的事务性工作。

2022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纳入
河长制工作体系。 作为流域中心流域
管理一科科长的袁汉章负责北京市干
线工程河长制工作， 他与同事们充分
发挥河长制机制优势， 推动工程占压
整治工作。 “通过河长制督促各级河
长加强工程巡查， 制止工程管理保护

范围内的 ‘四乱’ 等行为， 及时发现
并协调解决南水北调工程保护、 水质
保护等问题。” 袁汉章说， “同时， 发
挥行业监督作用， 督促南水北调干线
工程及配套工程加强工程运行管理 ，
做好工程标准化建设、 工程运行安全、
穿跨临项目监管 、 交 叉 河 道 上 游 水
库防洪隐患排查等工作 。”

今年是南水北调北京通水十周年。
“参加工作已经二十年了， 很荣幸能参
与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 运行、 保护
等工作， 更欣慰能在北京喝上来自家
乡干净优质的 ‘南水’。” 工作中， 袁
汉章愈发地感受身上沉甸甸的责任和
使命。 “作为一名北京水务工作者,在今
后的工作中， 我将一如既往守护好这
一泓清水 ，再续 ‘南水 ’ 情缘 。”

时间推回到2014年6月， 冯涛从密
云水库调任北京市南水北调大宁管理
处任调度科副科长 ，当时 ，正赶上 “南
水”进京的第一个泵站———惠南庄泵站
进行调试，被调过去配合工作的冯涛亲
历了泵站首次启动运行， 见证了滔滔
“南水”进京的兴奋与喜悦，也正是从那
时起，他成为了一名 “南水调水官”。

从大宁管理处到东干渠管理处 ，
泵站调试、 管道运维、 调水……自此，
冯涛的工作里只有两个字———稳定 ，
泵站平稳， 水压稳定， 管道安全……
简单的两个字背后， 是责任、 是压力，
是命令。

2017年， 冯涛任北京市南水北调
东干渠管理处调度科科长， 那时通州
水厂即将通水 。 “全是摸石头过河 ，
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管道运行的培训工
作， 但 ‘南水’ 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输
水方式， 各种运行调度的制度、 预案
都需要完善。” 冯涛深知， “南水” 连
通水厂 ， 水厂连通老百姓的水龙头 ，
给水厂输水责任重大， 保障输水的前
提一定是完善制度， 以规章制度为准
绳， 调好每一滴水。

摸着石头过河的冯涛， 建立起了
管理处首支调度员队伍， 与自来水集
团调度人员和水厂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每天每2小时汇总分析上报管道压力、
调压塔水位 、 流量等调水运行数据 ，
监测管道运行情况。 这期间， 冯涛牵
头编制了 《流量计异常期间计量办
法》， 确保流量数据连续准确。 他还汇
总了多年调度管理经验， 编制了 《应
急调度预案》， 将各类异常情况的处置
办法模块化呈现， 提高应急响应速度。
在不断健全、 优化工作制度的过程中，
调度科顺利完成了向通州水厂、 第十
水厂、 亦庄水厂输水试运行及日常输
水运行工作。

2017年， 他们向现地站发出阀门
调整、 闸门调整、 检查、 演习等调度
指令76条； 2018年， 128条； 2019年，
113条； 2020年， 90条 ； 2021年 ， 218
条； 2022年， 388条……任调度科科长
的6年， 冯涛严格审核每条调度指令，
从未发生由于指令错误导致的调度事
故， 指令准确率100%！

2021年6月，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时间节点， 由于机构改革， 东干渠管

理处与南干渠管理处合并为环线管理
处， 负责向黄村、 郭公庄、 亦庄、 通
州、 十厂共5座水厂输水调度。 “环线
主管道全长80公里， 是整个北京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输水线路中管道埋得最
深， 管道直径最大， 下游输水水厂最
多的一段。” 说到这里， 冯涛用 “牵一
发动全身” 来形容这一段管道运行管
理的地狱级难度。

埋在地下20米， 最深达到30米的
庞大管线 ， 看不见摸不着 。 工作中 ，
冯涛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 要想更精
准的掌握管道的运行状况， 先进科技
手段是输水安全的有力保障。 2023年，
调任科技科的他负责管理处自动化系
统运维维护工作及科技创新工作。 冯

涛牵头编制了 《科技创新管理办法》，
汇总提炼多项技术成果， 在输水工程
运行维护方面取得了北京水利学会科
学技术奖3个一等奖， 2个二等奖， 3个
三等奖的好成绩， 参与编制2个地方标
准， 1个团体标准， 取得2项技术专利。
通过采用先进的监测技术、 分析技术，
大大提升了输水工程安全管理精细化、
科技化和智能化水平， 为工程安全运
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只有工程安全运行， 才能保障
源源不断的 ‘南水’ 送进千家万户。”
这十年来， 冯涛说他只是一门心思干
好一件事， “我们做的就是实实在在
的基础性工作， 保障每天都能有稳定
的 ‘南水’ 送到百姓家。”

□本报记者 盛丽/文 曹立栋/摄

冯涛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北京市河湖流域管理事务中心流域管理一科科长

北京市南水北调环线管理处科技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