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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段思源 实习记者 杨娜

被确定为 2014 年兰州市“一号工程”的兰州第二水

源地建设项目”，已于 10 月底在西固区芦家坪开工奠基。

据悉，该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53 亿元，全程采用 32 公

里的有压隧洞输水方式将刘家峡水库的优质地表水引到

兰州，经处理后直接接入市政供水主管网。按照项目规

划，该工程近期（2030 年）年引水量 5.5 亿立方米，远期

（2040 年）年引水量 8.3 亿立方米。工程采用 EPC 模式建

设，主要包括取水工程、输水工程、净水工程及供水管网

等四部分，力争 2016 年底完工。

32公里的输水隧洞

全部采用有压方式输水

据介绍，兰州市水源地建设项目以刘家峡水库优质

地表水为水源，取水口位于刘家峡水库大坝上游约 3.5 公

里处，采用有压隧洞方式将优质水源输送至兰州市西固

区，在西固寺儿沟上游设置控制闸，分别向西固芦家坪新

建自来水厂、七里河彭家坪新建自来水厂输水，经处理后

接入城市管网，向兰州市主城区及东城区和平、定远、夏

官营三镇提供工业与生活用水，兼顾兰州新区供水。

据相关专家介绍，虽然刘家峡海拔较兰州市高出

200 多米，但为了确保输水安全顺畅，该工程的一大亮点

就是全长 32 公里的输水隧洞一改之前相关方案（采用自

流输水方式），而全部采用有压输水的方式。而且，该方

案还预留了为兰州新区供水的接口。这也使兰州新区

有了多水源供水，排除了单一水源地供水存在的隐患。

输水隧洞穿越洮河施工难度大

据了解，由于刘家峡到兰州地貌以山丘居多，地形起

伏大，这也加剧了施工难度。据兰州市城建设计院一位

工程师介绍，根据施工方案，输水隧洞全长虽然只有 32 公

里，但施工过程中，要克服黄土山丘地貌带来的地质不稳

定性。此外，为保障输水安全畅通，在施工过程中也要把

沿线的堤防修复一并纳入规划，以满足防洪要求。

此外，根据规划，输水隧洞自刘家峡水库大坝上游约

3.5 公里处开通，一路向西北方向穿行，沿途需要穿越洮

河。洮河特殊的地质特征更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尤其要

防止洮河地表卵石等不稳定结构下陷对隧洞造成的安全

威胁。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水源地工程成本高、难度大。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兰州市“一号工程”的兰州市水

源地建设顺利实施，兰州市在技术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并与中国 500 强企业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兰

州市建设第二水源地等合作项目，进行了沟通。

工程采用EPC模式建设

力争2016年底完工

据了解，该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53 亿元，近期（2030

年）年引水量 5.5 亿立方米，远期（2040 年）年引水量 8.3

亿立方米，采用 EPC 模式建设，力争 2016 年底完工。

工程主要包括取水工程、输水工程、净水工程及供水管

网等四部分。取水工程由分层取水口组成。输水工程主要为

长约32公里的有压隧洞和出水口外，净水工程包括2座新建

自来水厂，总规模日供水量150万立方米，其中西固芦家坪自

来水厂占地面积约29.80公顷，日供水量50万立方米；七里河

彭家坪自来水厂占地面积约26.38公顷，日供水量100万立方

米。供水管网包括芦家坪自来水厂双管敷设的10公里输水

管，接至西固输水管网；彭家坪自来水厂双管敷设的11公里

输水管，接至西津西路和南滨河路主供水管网。

对兰州城区而言

开辟第二水源地刻不容缓

据了解，兰州现有供水设备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建设

的，设计最大供水能力是保障 240 万人用水，但目前兰州

市常住人口已达 360 多万，流动人口也近 100 万，现有水

源已无法满足城市用水的现实需求。

同时，特定的地理条件抬高了供水成本。兰州城

区呈东西带状分布，取水口设在城西，对供水管网的分

布、建设、维修提出了更高的成本要求，而这些管网大

都成型于解放初期，普遍老化。再加上兰州现有的两

座自来水厂（一水厂、二水厂）承担了主城区 95%以上

的供水量，而三水厂、四水厂两个地下水水厂每天总共

只能生产 3 万立方米的水，因此，一旦一、二水厂的自来

水出现问题，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用水就无法保障。

10 月 28 日，兰州交通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相关专

家就此表示，目前，水厂上游地区的各种工厂越来越

多，如今在距取水口上游不远的区域内，分布着中核

504 厂、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兰州维尼龙厂等数十

家企业，这些化工企业的存在，对城区供水安全造成巨

大威胁，一旦发生泄漏，污染源很快就进入取水口。

此外，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凡 5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均要

开辟第二水源。目前，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已经建有备用

水源地，地级市也基本建有备用水源。因此，对兰州来

说开辟第二水源地刻不容缓。

建设第二水源地

可有效改善兰州供水结构

近年来，兰州在开辟第二水源方面做了大量调查研

究和探索工作。兰州市政府曾开辟和建立了“三滩”地

下水水源地保护区，即马滩、崔家大滩和迎门滩。由于

管理不善，又经多年开采，水位下降、水硬度超标、污染

严重。马滩和崔家大滩已于 2009 年退出保护区行列，迎

门滩也于 2011 年几乎完全丧失水源地功能。

经过多方探索和尝试后，兰州把目光锁定在刘家峡

水库。距离兰州市区约 75 公里的刘家峡水库位于黄河上

游，水库年入库径流量 286 亿立方米，总库容 57 亿立方

米，水域面积达 130 多万平方公里。而且，该水库避开了

石油化工企业有机污染的威胁，可有效防止和应对突发

性水污染事件，提高市区供水质量，改善兰州供水结构。

工程建设不会影响

刘家峡水库调蓄和发电

刘家峡水库的两大功能是调蓄和发电。从刘家峡

引水，会不会影响刘家峡水库的这两大功能，是否存在

潜在的隐患？

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一问题，10 月 28 日，兰州市政府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年初水利部专家组对兰州市生态

水系建设进行了调研和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兰州市实施

从刘家峡水库直接向市区供水项目，既能提高兰州市区供

水安全保障，又能改善城市生活用水水质，而且不会对水库

调蓄发电产生不利影响。

据介绍，目前刘家峡水库年入库径流量 286 亿立方

米,总库容 57 亿立方米，水量充裕。而兰州市取水量全年

仅为 5.5 亿立方米，远期规划为 8.3 亿立方米，不会对水库

调蓄、发电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刘家峡水库位于黄河支

流湟水河入河口上游，库区水质接近一类标准，库区上游

无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水质优良，可靠性高。从技术上

来讲，刘家峡水库水面高于兰州市黄河水面 200 米左右，

可采用有压隧洞方式引水至兰州城区。

兰州市第二水源地建设项目开工奠基
市民两年内有望喝上刘家峡水库优质地表水

■ 本报记者 段思源 实习记者 王睆 苟亚强

“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唐朝著名

诗人岑参的诗句，记述了陕西栽培猕猴桃的

悠久历史。

被称为“奇异果”的猕猴桃，又名杨桃、

毛梨桃，是中国原产的珍贵果树。明代李时

珍《本草纲目》有：“猕猴桃，其形如梨，其色

如桃，而猕猴桃喜食，故有诸名。”古时，周

至当地的人们从秦岭山中人工栽培野生猕

猴桃，开始了长达 1200 年的栽培史。

猕猴桃的质地柔软，味道被描述为草莓、

香蕉、凤梨三者的混合。据分析，每 100 克新

鲜奇异果肉便含有 100 至 300 毫克维生素 C，

比苹果高出 20 至 80 倍，比柑桔则高 5 至 10

倍。一颗猕猴桃能提供一个人一天维生素 C

需求量的两倍多，故被誉为“维C之王”。

位处秦岭北麓、渭水以南的周至县，地下水

源充沛，拥有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壤土，独特的自

然禀赋是人工种植猕猴桃的最佳适宜区，县境

内东西狭长，是远近闻名的优质猕猴桃产业带。

助资富民产业 打造中国猕猴桃之乡

30 年来，周至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猕猴桃这一兴县富民产业的发展，累计投

入发展资金近 100 多亿元。1997 年周至县

荣获“中国猕猴桃之乡”称号，并被国家绿色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认 证 为 绿 色 食 品；2000 年、

2004 年被继续认证，1998 年被国家质监总

局认定为全国唯一的猕猴桃标准化管理示

范县。周至选育的猕猴桃品种“秦美”、“哑

特”，分别获得全国第二届农业科技博览会

金奖和银奖，被第三届农业博览会授予名牌

产品称号。2006 年 1 月，全县被“辉煌十五，

和谐陕西”大型新闻调查活动评为全省“十

佳果业强县”；2007 年 3 月，周至猕猴桃荣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截至目前，全县猕猴桃总面积已达 27.3

万亩，成为全球最大的优质猕猴桃生产基

地。基地已形成了以“海沃德”、“秦美”品种

为主，“哑特”、“华优”、“翠香”、“红阳”、“西选

二号”早、中、晚熟为搭配的多样化合理布局。

全县种植猕猴桃农户达 6.7 万户、18 万人

次。2013年农民种植猕猴桃收入达4.8亿元，整

个产业总收入达11.7亿元，果区农民人均猕猴

桃收入达 6200元。去年全县猕猴桃出口量达

1.5万吨，特别是套袋的优质海沃德猕猴桃批量

出口到欧洲市场，得到了市场认可和称赞。

同时，全县拥有猕猴桃专藏库 1800 座，

库容量达 12 万吨，深加工企业 38 家，年加工

能力达 3.5 万吨，猕猴桃的销售由过去单一

销售鲜果变成了果干、果酱、果酒、果汁等并

存的多样化格局。

如今，周至县是中国猕猴桃种植面积最

大、产量最高、品种最优、管理技术最好、贮

藏加工能力最强的“六最”县。周至猕猴桃，

享誉海内外。

广袤原野果实飘香 绿色银行成长壮大

从过去猕猴桃产业的刚刚起步，到现在

中外闻名的“中国猕猴桃之乡”，这是多年来

西安市委、市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

视、大力扶持的结果，是周至历届县委、县政

府孜孜以求、励精图治的结果，是全县果业

部门筚路蓝缕、探索创新的结果，也是十多

万果农应对市场、辛勤劳作的结果。

尤其是近几年来，陕西省政府各级部门对

周至猕猴桃产业发展高度重视，从项目立项、

资金扶持、基地建设、技术指导等各个方面，对

周至猕猴桃产业发展给予了鼎力支持。陕西

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和西安市长陈

宝根多次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周至猕猴桃产业

发展工作，并强调要抓好富民产业，以发展猕

猴桃、苗木花卉产业为重点，加强技术攻关，开

拓国内外市场，带动农村消费服务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走特色县域经济之路

早在 1992 年，周至县县委、县政府就按

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把猕猴桃产业作为立县产业来发

展，编制了《周至县发展十万亩猕猴桃基地

规划》，仅用 3 年时间就完成了 10 万亩猕猴

桃基地建设任务。如今，周至县已成为国内

最早实现猕猴桃规模种植的唯一大县。

2005 年，县里编制了《周至县 20 万亩优

质猕猴桃产业发展规划》。县委、县政府召

开千人动员大会，制定出台了猕猴桃基地发

展优惠政策，猕猴桃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2009 年，周至依照现代农业“优质、规模

化、标准化、市场化 产业化”的发展新要求，

因地制宜编制《周至县 30 万亩优质猕猴桃发

展规划》，在全县形成了马召镇万亩“海沃德”

猕猴桃基地、广济镇万亩“华优”猕猴桃基地

等 7 个名优品种板块。猕猴桃产业由此奠定

了长足发展、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的产业发展，全县群众一步一

个脚印，无数清香鲜美的猕猴桃走出周至，

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周至县委书记张印寿自豪地说，周至因

猕猴桃而驰名，周至果农因猕猴桃而致富。

猕猴桃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农村二、三

产业的发展，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构成

了周至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主体。

质量媲美新西兰 口感超过奇异果

“我们这里出产的猕猴桃，口感绝对超

过新西兰的‘奇异果’”，在周至县，无论是普

通果农还是果业部门工作人员，提起现在的

猕猴桃，无不充满由衷的自豪。

真是这样吗？在周至县马召镇富饶村，群

众正在猕猴桃地里实施“高接换头”技术，即在

猕猴桃的枝头上，将“海沃德”枝条嫁接上去，经

过一年生长，结出同一品种的果实。由于这里

地理条件好，是猕猴桃的原产地和优生区，没

有污染，黑河水质清冽，土质优良，因此，猕猴桃

口感超过了新西兰的“奇异果”。目前全县已

经实施“高接换头”8万多亩，北京、广东等地客

商已经承诺：对周至生产的优质猕猴桃普遍实

施保护价，届时价格还将随行就市。

人们不会忘记，10 年前，膨大剂“大果灵”

的使用，让周至猕猴桃的发展陷入低谷。在市

场经济严酷的现实面前，周至人吸取教训，他

们认识到：果品质量就是产业的生命线。为

此，他们以质量至上，想方设法提高果品质量。

周至县组织省内外猕猴桃专家，制定了

猕猴桃鲜果、苗木、建园、贮藏等综合标准，并

通过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为省级标

准，周至县也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猕猴桃标

准化管理示范县。此后，该县又组织专家制

定绿色和有机猕猴桃生产标准及相应的操作

技术规程，并上报西安市质监局，以西安市标

准下发。

出口市场广阔 猕猴桃产业实现新跨越

全县动员，积极开展绿色、有机、欧盟认

证工作。目前已有 10 万亩猕猴桃取得绿色认

证，1 万亩猕猴桃取得欧盟有机认证。欧盟 20

多个国家的广阔市场，向周至猕猴桃敞开了

怀抱。该县利用经济、科技、法律等手段，坚决

制止膨大剂的应用。由于早采生卖严重影响

品质，他们严禁果实的早采生卖，并且通过主

管部门定期测定猕猴桃成熟度，在县电视台

滚动播放，引导广大果农合理采收。同时严

把入库、销售等环节，杜绝生果流入市场，同

时，全部施用有机肥，几乎不使用化肥。在猕

猴桃生产中，他们成功地总结了人工授粉、高

接换头、果实套袋、病虫害的生物防治等一系

列实用技术，通过各种形式培训班加以推广，

促使这些技术的普及率高达95%以上。

为了提升猕猴桃基地的整体水平，全县

先后在司竹南淇水、楼观周一、哑柏昌西、马

召富饶、青化半个城村建立了 5 个万亩猕猴

桃示范园，带动全县 20 多万亩猕猴桃基地

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迈进。

100 多年前，当秦岭猕猴桃种源由传教

士携带漂洋过海，走向异国他乡的时候，谁

都没有想到，中国的原生果实在遥远的新西

兰等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00 多年后，在

秦岭猕猴桃的故乡，在 13 朝古都西安的周

至县，中华猕猴桃产业再次发展崛起，承载

着中华猕猴桃发展复兴的重大责任，承载着

无数果农的希望和期冀，周至猕猴桃金果必

将香飘海内外，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 本报记者 段思源 实习记者 刘 蓓

“我们像对待孕妇一样，精心管理这些

葡萄！”宁夏农垦集团副总经理、西夏王葡萄

酒公司董事长王宏认真地说道。在贺兰山

东麓宁夏农垦玉泉营葡萄基地，这位博学多

识的葡萄酒专家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精湛的

从精品到高端的葡萄酒培育技艺。

王宏告诉记者，贺兰山东麓干旱少雨、

光照充足、土壤适宜，是国内外公认的最佳

酿酒葡萄产区，有些条件甚至优于世界著名

的法国波尔多地区。现在，贺兰山东麓已被

国家有关部门列为原酒产地保护区。为了

在最佳产区栽培最佳的葡萄、酿出美酒，他

们采取了深沟定植、根系滴灌、测土配方、水

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还严格控制产量，每

亩控制在五六百公斤。

记者看到，被列入核心区的1万亩葡萄，都

得到了精心培育，累累果实向我们展示了宁夏

又一个产业的崛起。在这片生态核心区，所有

葡萄都裸露在阳光下，充分享受着阳光雨露。

有的葡萄秧被架成“厂”字形，有的则被固定成

“V”字形，各种“造型”都有各自的妙用。不仅如

此，从采摘到酿酒的各个环节，全都按标准操作。

随后，记者参观了玉泉营葡萄酒镇、葡萄

酒庄和他们的葡萄酒窖。总经理肖云平告诉

记者，2013 年，外交部面向全国征集外交使节

用酒，全国众多葡萄酒厂积极参与，最终宁夏农

垦在贺兰山东麓酿造的“西夏王”牌葡萄酒被选

中，成为我国驻外使领馆使用的唯一葡萄酒。

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各级政府的大力

支持，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在近年来迅猛发

展，到 2013 年年底葡萄种植就达 54 万亩。

业内人士认为，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和葡萄

酒有望成为宁夏的一张新名片，也必将为宁

夏构建丝路经济带增添一抹迷人的色彩。

西安周至：铸就猕猴桃产业发展新辉煌 倾力推进强县富民新跨越

葡 萄 生 态 区 见 闻
——记宁夏农垦玉泉营酿酒葡萄基地

■ 本报记者 段思源 通讯员 杨 娜

商 州 ，位 于 陕 西 省 东 南 部 ，华 夏 龙 脉

——大秦岭的南麓腹地，是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国家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素有“天然氧

吧”之称。气候温润，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全区林木覆盖率高，拥有核桃、柿子、板栗等

为主的经济树 160 多种，“商州核桃”、“孝义

柿饼”在全国久负盛名；天麻、木耳等食用菌

和药用菌产量，也名列全省前茅；全区野生

中药材多达 140 余种，是陕西省天麻、桔梗、

黄芪、二花等名贵药材的主要产地。

者走访了位于市区南郊的杨峪河镇，吴庄村

村两委。在吴庄村村民和村支书张新民、村主任李

卫红不懈努力下，村里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村两委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发展当地优势产业。在商州区区政府，

杨峪河镇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全村 15 个村

民小组，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产业。走进田

间地头，肥沃的农田围绕着整个小山庄。

据村主任介绍说，吴庄村农业耕地面积

有 630余亩，药材种植面积也占到 600亩左右；

板栗种植达 19000 亩。村里还积极引进对口

企业，如（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与其签订药材种植合同，增加百姓收入。

在村两委的带领下，该村于 2013 年 10

月份，按期完成移民搬迁、异地搬迁、危房改

造，共安置 108 户。村里实现全村绿化，完

善休闲娱乐等相关建设，丰富当地百姓生

活。吴庄村连续几年被评为区级“陕南移民

搬迁特别奖”，村党支部更是多次被商洛市

评为“标杆支部”荣誉称号。

大美陕西看商洛 醉美秦岭吴庄村

兰州第二水源地建设兰州第二水源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