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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成 静

日前，在2022年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成效新闻发布会上，水利部副部长

王道席宣布，2022年全国完成水利建

设投资达到10893亿元，首次突破1万

亿元关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建

设投资完成最多的一年。

王道席用一组数据对我国 2022

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成效进行了总

结：全年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7项、投

资规模 4577 亿元，其中总投资超过

100亿元的有13个项目，开工数量和

投资规模均为历史最多。全年新开工

水利项目2.5万个，新增投资规模1.23

万亿元，累计实施水利项目达到4.1万

个。全年累计落实水利建设投资

11564亿元，其中，利用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2036亿元；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

3204亿元，有力保障了大规模水利建

设资金需求。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司长王胜万

介绍说，2022年全年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47项，南水北调引江补汉、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等具有

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建设。

“除此以外，2022年一批工程实现

重要节点目标，34项工程建设完成，20

项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发挥了显著效

益。”王胜万表示。

在保障防洪安全方面，西江大藤

峡水利枢纽2022年实现了工程全线挡

水，通过了正常蓄水位阶段验收，成功

抵御多场次西江洪水，有效减轻西江

中下游乃至珠江三角洲防洪压力。此

外，河北省雄安新区新安北堤防洪治

理工程（一期）等堤防工程，山东省南

四湖湖东滞洪区建设等蓄滞洪区工

程，均为区域防洪安全保障作出了重

要贡献。

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引江济淮

工程历经6年建设，在2022年底实现

了试通水试通航，供水范围涉及皖豫

两省15个市55个县（市、区），输水线

路总长723公里，受益范围7.06万平方

公里，受益人口5100多万人。广东韩

江高陂水利枢纽、湖北鄂北水资源配

置工程、山西中部引黄水源工程建成

后，也都充分发挥了水资源配置优势。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湖南涔天

河水库扩建工程灌区、河南赵口引黄

灌区二期、四川武引二期灌区工程、吉

林松原灌区等10项灌区工程完工发挥

效益，分布在黑龙江、河南、四川、吉

林、湖南、内蒙古等6个粮食主产区，新

增或改善灌溉面积近1400万亩。

在保障生态安全方面，黄盖湖治

理工程完成竣工验收，经过治理，黄盖

湖水质显著提高，水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云南车马碧水库建成通水，增加

了南盘江上段河道生态补水量。江苏

省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环湖大堤达

标建设（江苏段）将有效改善太湖和湖

西地区水环境。

超常规力度推进灌区建设
和改造

“2022年开工建设江西大坳、梅江，

广西大藤峡、龙云，海南牛路岭，安徽怀

洪新河等8处新建大型灌区，建成后将

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730多万亩。”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表

示，2022年全面完成灌区建设年度目标，

一些大型灌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明忠举例说，江西梅江灌区地

处国家首批商品粮基地县的赣州宁

都，此前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早期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低等原因，灌

溉条件较差，梅江灌区工程新建水源

及连通工程等，合理优化水资源配置、

提高灌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成后

可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58万亩，

确保粮食稳产增收。

“另外，2022年实施的529处大中

型灌区建设和改造项目也已超额完成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79亿元，累计新

建改造渠（沟）道达1万多公里、渠系建

筑物3万多处、量测水设施1万多处，

全年新增恢复灌溉面积366万亩，改善

灌溉面积2951万亩。吸纳农民工就业

10.34万人，支付农民工工资超过15亿

元。在完善灌排工程体系的同时，发

挥了拉动经济、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等

带动辐射效益。”陈明忠表示。

不仅如此，2022年水利部全力加

强用水管理，保障了灌溉用水需求。

“面对长江流域罕见旱情，大中型灌区

较为完善的灌排体系，最大限度减轻

了旱灾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受旱省份

累计灌溉农田2.7亿亩，其中大中型灌

区灌溉农田达到1.7亿亩，大旱之年实

现了粮食丰收。”陈明忠说。

加强防洪工程建设，确保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

王胜万表示，2022年在实施一大批

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和骨干控制性枢纽等

防洪重大项目的同时，水利部等部门不

断加快推进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主要支

流和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中

小型防洪工程建设，着力解决防洪突出

薄弱环节，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一是突出抓好水库除险加固，守住

安全底线。大中型水库方面，2022年开

工148座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主体工

程完工124座，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小型水库方面，支持3400座小型

水库除险加固，目前主体工程完工3176

座，占比93%，剩余224座计划2023年

汛前完成；实施19189座小型水库雨水

情测报设施和17400座大坝安全监测

设施建设项目。通过除险加固，水库安

全状况不断改善，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

高，防洪灌溉供水功能得到有效恢复。

二是加快实施河道整治，优化流

域防洪工程体系。改革中小河流治理

模式，以流域为单元，组织编制全国中

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推进中小河流

系统治理。“2022年，主要支流完成治

理河长2494公里，完成投资253亿元；

中小河流完成治理河长1.2万公里，超

额完成年度任务，完成投资380亿元，

完成整河流治理108条。”王胜万表示。

三是坚持建管并重，提升山洪灾

害防御能力。2022年，实施183条重

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开展山洪灾害补

充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平台巩固提升

等非工程措施建设。通过进一步完善

综合防御体系，山洪灾害防御能力大

幅提升，在2022年局部暴雨屡破极值、

山洪灾害多发重发的情况下，死亡失

踪人数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60项重大水利工程列入
重点前期工作清单

2022年，国务院确定了55项重点

推进前期工作的重大水利工程清单。

此次发布会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王道席

表示，水利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

提出了2023年重点推进前期工作的重

大水利工程清单，共60项。

在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方面，

按照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组成的流域

防洪工程体系要求，今年重点推进长

江中下游、黄河干流治理等大江大河

堤防建设与河道整治工程，黄河古贤

和黑山峡、广西洋溪、安徽凤凰山、四

川米市、湖北姚家平水利枢纽等防洪

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还有长江、淮

河、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工程。

在加快构建国家水网方面，以联

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深化论证，持续

推进国家水网建设，2023年重点推进

甘肃白龙江引水、青海引黄济宁等重

大引调水工程，还有四川三坝、云南南

瓜坪等重点水源工程。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围绕实施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2023年重点推进广西下六甲灌区、云

南腾冲灌区、湖北太湖港灌区、四川向

家坝一期二步等新建大型灌区前期工

作，争取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可新

增、改善灌溉面积约1800万亩。

在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方面，按照“需

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

的要求，统筹建设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

生水网、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全面提升水

利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水平。

“下一步，水利部将加强与有关部门

和地方沟通协调，及时解决项目前置要

件办理、立项审批中的难点问题，全力

推动项目多开工、早开工。”王道席说。

“国泰民安”背后的水利贡献
2022年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突破1万亿元关口，开工数量、

投资规模、完成投资均创历史之最

引江济淮工程是我国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2万余名工程建设者历经6年奋战，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

手”。工程供水范围涉及皖豫两省15个市55个县（市、区），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受益范围7.06万平方公里，惠及皖北、豫东

5000多万人口。图为船只通过引江济淮派河口船闸。 新华社发（刘玉才 摄）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2022年以来，以工代赈政策内涵

和实施范围不断拓展完善，《国家

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完成修订工

作，《以工代赈工作成效综合评价

办法（试行）》《关于做好以工代赈

典型经验做法复制推广工作的通

知》《关于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2022年

工作要点的通知》陆续印发。

“四两拨千斤”。各地依托以工

代赈项目，全面实施就业技能培

训、公益性岗位开发和资产收益分

红等赈济新模式，让以工代赈中央

投资更直接、更广泛、更长久地惠

及脱贫群众。

2022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重

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

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的工作方

案》。为指导地方在政府投资的重

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梳

理形成可实施以工代赈的建设领

域和用工环节指导目录、2022年

度适用以工代赈的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清单，印发相关规范流程和工

作模板，印发实施《关于在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和地方政府专项

债项目中积极实施以工代赈的通

知》，组织开展了系列解读培训，确

保政策能够细化落实。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重点工程项目以工代赈成效初

显，有效拓宽了当地群众特别是脱

贫人口、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增收渠道。截至目前，川藏铁路

已吸纳西藏、四川当地农牧民近

1万人参与务工；云南滇中引水、

河南引江济淮等重大水利工程已

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超过3万人，

大中型灌区改造项目累计吸纳农

村劳动力超过5万人，并结合水

库、河湖日常管护吸纳巡库员、巡

河护河员90余万人。

消费帮扶“人人皆愿为”
氛围更浓

青海的三色藜麦米、山西的香

畴压塌楼小米、四川的风干牛肉、

安徽的臭鳜鱼……当这些来自脱

贫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伴着“5、4、

3、2、1，上链接”的口号出现在网

友视线里时，不只是销量被带动，

品牌更被打响。

2022年2月，作为“消费帮扶

新春行动”的重要子活动，国家广

电总局指导电商企业开展了“消费

帮扶新春行动之开门红”，通过24

场直播帮老乡卖好货，帮扶销售农

产品超400余万元，5400万热心

网友参与这场公益助农活动。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连续

两年组织开展“消费帮扶新春行

动”，使之成为消费帮扶“金字招

牌”。2022年，该活动依旧不负众望

交出亮眼成绩单：仅春节、元宵节前

后1个月时间内，累计直采、帮销约

970亿元，有力助推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发展，促进国内消费持续恢复。

更让人惊喜的是，通过指导重

点企业联盟有关企业组织开展“山

货年货节”等帮销活动，全国市场

化消费帮扶占比已超过60%，脱

贫地区农产品“出山进城”的堵点

被成功打通。

“从10年前的传统电商到现

在的直播电商，我们一直在摸索。

由于人才匮乏、信息滞后，现在还

在观望和不断地摸索，消费帮扶的

直播活动让我们看到了信心和方

向。”主打三色藜麦米的青海平安

高原农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晶说。

本报记者了解到，2023年“消

费帮扶新春行动”也即将于近期开

启，将进一步挖掘各地区、各行业、

各系统消费潜力，支持脱贫地区特

色农产品和服务销售，持续助力脱

贫群众就业增收，激发脱贫地区和

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人人皆可为、人人皆愿为、人

人皆能为”的消费帮扶氛围已更加

浓厚。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推

介了116个2022年全国消费帮扶

助力乡村振兴优秀典型案例，包括

“帮销、促产、疏浚、解困”等四大领

域的典型经验做法，助力乡村振兴

的好经验好做法实现互学互鉴、共

促共进。

完善激励政策加大
帮扶力度

大盘取厚势，落子开新局。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

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到文

件起草、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投资

安排、项目推动各方面全过程，牢

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瞄

准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

发展动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

扶。出台2023年度后续扶持工作要

点，凝聚中央部门合力。因地制宜培

育壮大安置点后续产业，加大就业

帮扶力度，持续开展搬迁群众就业

帮扶专项行动，强化精准就业培训

和劳务对接，依托东西部协作和对

口支援机制组织搬迁劳动力外出务

工。提升完善搬迁安置区配套基础

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深化社

区治理和社会融入，密切跟踪监测

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就业、收入等情

况，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进一步发挥以工代赈政

策作用。联合财政部做好2023年

度以工代赈中央投资项目储备和

计划下达工作，进一步扩大以工代

赈中央投资规模，尽最大可能提高

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在政府投资的

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

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和工作制度，压

紧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吸纳带动更

多农村低收入群体和返乡农民工

就近务工就业。

——深化拓展消费帮扶。扎实

推进消费帮扶示范城市和消费帮

扶产地示范区创建工作，组织开展

消费帮扶“新春行动”“金秋行动”，

强化脱贫地区特色农产品产销对

接和旅游消费提档升级，促进脱贫

地区乡村产业振兴。

持续发力后劲充足 有家有业更加幸福

从总量来看，投资规模继

续扩大，达到57.2万亿元，比

上年增长 5.1%。从结构来

看，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

2022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1%；基础设施投资连续加

快，同比增长9.4%；高技术产

业投资也在快速增长，比上

年增长18.9%；社会领域投资

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0.9%。

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

长26.1%。

“2022年，房地产行业增

加值下降5.1%。固定资产投

资5.1%的增速最主要是受房

地产业拖累。”康义回应了房

地产有关问题。2022年，房地

产开发投资下降10%，下拉固

定资产投资2.5个百分点。民

间投资增长0.9%，由于房地产

占比比较高，民间投资下拉因

素主要在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对国民经济具有

重要影响。据有关测算，房地

产及相关行业占经济总量的

比重为 13~14%左右。康义

表示，国家最近出台了一系列

构建新的房地产体系的相关

政策，还有一些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的政策，房地产

市场逐步企稳具有一些有利

条件。

康义判断，2023年固定资

产投资有望继续增长，投资发

展有潜力、有空间、有动力。

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我

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

有发达国家的20~30%，投资

潜力巨大；二是我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

有很多短板需要补上；三是近

年来以电子医药为代表的高

技术制造业和以电子商务为

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都保持

良好增势，今后仍有很大潜

力；四是5G、特高压、城际高

速公路、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布局建设步伐也在加

快，将很好地带动有效投资。

2023年就业形势
有望总体改善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康义将2022年的

就业情况总结为：就业基本盘

总体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保障

有力。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6

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

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受疫情

散发多发的影响，个别月份城

镇调查失业率出现阶段性上

升，高的时候调查失业率达到

过6.1%。”康义表示，全年总体

失业率保持基本稳定，尤其是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

续政策落地显效，近期就业形

势有所改善。

“一系列援企稳岗的就业

帮扶政策落实落地，对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

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康义说，2022年全年农民工总

量达到了29562万人，比上年

增加了311万人，超过了疫情

前2019年的规模；全国脱贫

劳动力务工规模达3200多万

人，城乡困难群体的就业也得

到了较好保障。

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

预计超过1150万人，将再创

新高。对此，康义坦言，就业

总量的压力仍然存在，结构性

的矛盾仍然突出，但是随着经

济好转，就业需求扩大，岗位

会相应增加，2023年我国就业

形势有望总体改善。

康义还公布了人口和城

镇化率数据。2022年末全国

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

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0.60‰。城镇人口占全

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

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

百分点。

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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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木引镇康梦家园，

搬迁群众喜迎农历新年的到来。康梦家园是2018年建成启用的移民搬

迁安置点，共安置搬迁群众736户3000多人。图为当地群众参与打糍粑

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杨 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