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6日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
彦淖尔考察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节目播出。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
部分干部职工一起观看了新闻联播。

看到当天上午总书记来到河套灌区水量
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的新闻时，大家激动地鼓
起掌来。“在新闻联播上看到总书记在我们身
边，看到同事们的身影，我特别兴奋。作为土
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也充分感受到了总书记对
我们河套人民的关怀厚爱。”内蒙古河套灌区
水利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何军说道。

何军表示：“河套灌区特别注重节约水
资源。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农业节
水控水行动，把引黄滴灌工作扎扎实实推进
下去。合理利用水资源，全力以赴把河套灌
区的工作做好、做实。”

“总书记亲临考察，令我感到非常荣幸、
备受鼓舞。这些年我们水利人接力奋斗，一
茬接着一茬干，取得了一些成绩，能够得到肯
定，我们特别欣慰，干劲更足了！”内蒙古河
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党组书记李根东表示。

河套灌区被水利部两次确定为全国大

型灌区信息化试点灌区，2022年 12月，河
套灌区再次获得水利部“数字孪生灌区先行
先试”试点任务。河套灌区为全国灌区信息
化试点工作贡献了大量经验与成功案例。

李根东说：“我们将牢记殷殷嘱托，把总
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强大精神动力, 转
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加强水资源的
保护和利用，做好现代化灌区的建设，做好
生态治理工作，以建设‘全国一流灌区’为目
标，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总书记对河套人民的关怀厚爱”

在沙盘旁边，50米长的数字墙上显示
着河套灌区实时监控视频、水情信息统计分
析数据等。沙盘与数字墙整合全灌区枢纽
实时数据，结束灌区完全依赖人工传递记录
水情信息的历史，实现了联合、实时、精确监
测调度。

“看完沙盘，总书记向我们走来，我与一
起在现场工作的十几位同事原地起立鼓掌，
总书记向我们挥手致意。看到我们在数字
墙前操作系统，他过来看了一下。当时我的
内心特别激动，现在依然感到心潮澎湃。”内

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信息化科科长
姜杰说道。

姜杰是河套灌区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参
与者，从2005年大学毕业至今，他已从事这
项工作 18年。“总书记的到来，给我们带来
了极大的鼓舞。让我感觉到我们以前所做
的事情、所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
的。河套灌区信息化建设主责是服务于灌
溉农业。我将更加热爱这份事业，稳扎稳
打，为把河套灌区建设成为现代化灌区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姜杰表示。

与姜杰一样，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
中心信息化科科员李占强也在现场亲历了
这一激动时刻。“总书记的到来，对于我们年
轻一代从事水利行业信息化的人来说，带来
了精神上的振奋与鼓舞，我感到非常荣幸。”

“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通过信息化手
段继续研发新的设备，降低基层工作人员
劳动强度，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通过控水
来带动林业、农业等发展。让信息化为河
套灌区插上智慧的翅膀。”李占强信心满
满地说。

“我感觉到我们以前所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

河套灌区位于黄河内蒙
古段北岸的“几字弯”上，是全
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是亚洲
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
现已形成完整的7级灌排体系，
引黄灌溉面积1154万亩。2019
年，内蒙古河套灌区被列入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巴彦淖尔市加快推进灌
区现代化改造，建成河套灌
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该
中心建有数字墙、大数据中
心、数字沙盘等设施设备及
调度应用系统，实现灌区当
日水情通报、数据交换和用
水计划传达，有效增强灌区
科学调度管理能力，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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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给总书记汇
报工作，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总书记
非常平易近人，可亲可敬。”

6月 6日的午后，站在河套灌区水量信
息化监测中心的沙盘前，回想起几个小时前
在这里与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场景，内蒙古
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党组副书记、主任张
广明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

河套灌区是我国3个特大型灌区之一，
也是我国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现已形成完
整的 7级灌排体系，引黄灌溉面积达 1000
多万亩。160平方米的实体实时数字沙盘

是微缩版的“河套灌区”，可以清晰地看到整
个灌区的灌排体系。

“我向总书记先介绍了三盛公水利枢纽
工程，随后介绍了河套灌区的历史渊源、地
理方位、灌溉与排水情况、泄水情况、整个河
套灌区的数字化建设基本情况等。了解到
河套灌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奋斗，发
展到今天成为一项了不起的灌溉工程，我感
觉到总书记确实很高兴。”张广明说。

河套灌区引黄灌溉始于秦汉，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河套灌区以三盛公引水枢纽
从黄河自流引水，完全实现灌排配套。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
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等 4次大规模水利
建设，河套灌区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
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
节水建设三大历史跨越。在灌溉支撑下的
河套灌区，近年来年均粮食总产量达 60亿
斤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

“总书记非常关心河套灌区的现代化建
设。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积极推进信息化及
数字孪生灌区建设。把总书记指示的‘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化为河套地区
的一个生动实践。”张广明表示。

“把总书记指示的‘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化为河套地区的一个生动实践”

“真没想到能够在自己天天工作的
地方见到总书记。我们深切感受到总书
记对河套灌区水利事业的关心关注，对
水利人的关怀。”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
展中心副主任徐宏伟感慨。

6月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
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

这是徐宏伟第二次见到总书记。
他第一次见到总书记，是两年多前在人
民大会堂。

2020 年 11 月，徐宏伟获得中共中
央、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在现场认
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

“当时我感到无比自豪。这几年，我
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本职岗位，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带领团队把河套灌区信息化工作做
好。”徐宏伟回忆，“ 这次有幸更近距离
地见到了总书记，我感到非常亲切，总书
记问了我们一些很具体的问题。”

徐宏伟是个“水三代”。他的姥爷
和父母都是河套灌区的水利工作者。

“我从小耳濡目染灌区的发展历史。我
的姥爷曾参与开挖河套灌区总干渠和
总排干沟，小时候家里有个茶缸，上面
印着‘奖’，这是奖励他参与开挖总干渠
的奖品。”

已在河套灌区工作了整整 20年的
徐宏伟，参与和见证了 21 世纪以来河
套灌区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也逐
渐成长为全国水利系统信息化建设领
域的知名专家。

徐宏伟深入生产管理一线开展科
研项目，研发了适应灌区各种自然环境
与水流条件下的水情信息采集系统、渠
道流量自动测量系统等设备，为灌区信
息化排除了技术障碍和发展瓶颈。他
所负责的灌区信息化建设管理与运行
维护工作走在了全国灌区管理单位的
前列，建成河套灌区无线专网等多项信
息化工程。

“在河套灌区，水利就是农业的命
脉，如何高效、科学、安全实现水资源的
调度和管理，至关重要。”

徐宏伟说：“过去，老一辈水利人靠
铁锹、箩头、扁担等工具，开挖总干渠，结
束了河套灌区无坝自流、多口引水的历
史。如今，我们新时代水利人靠键盘、鼠
标，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解决生
产管理一线的实际问题。开展灌区信息
化建设，最终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是助力
河套灌区发展好现代农业。”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把河套
灌区的水管好、用好。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徐宏伟表示。

“水三代”第二次
见到总书记

总书记观看了微缩版的“河套灌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套灌区水量信息化监测中心考察回访记

河套灌区水量
信息化监测中心

考察
点位

6月 6日，芒种。内蒙古河套灌区沃野
碧翠，万物蓬勃生长，新的丰收正在孕育。
纵横交错的灌排渠道如一条条金色绸带，指
引着黄河水润泽河套大地。

这天上午，正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套灌区水量

信息化监测中心。总书记结合沙盘、屏幕，
听取当地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河套灌区精
细化管理水平，促进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等
情况介绍。

“河套灌区灌溉工程是千年基业，花
了很大功夫，也很值得。要继续完善提

升，提高科学分水调度水平。同时要量入
为出，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尽可能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

总书记的一番话，指明方向、坚定信
心，给当地干部群众带来了极大的激励和
鼓舞。

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有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有““万里黄河第一闸万里黄河第一闸””之称之称。（。（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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