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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
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每当这首深情的歌曲在东江沿岸响
起，总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以东
深供水工程为纽带，东江沿线60年来
演绎着激动人心的故事。

——体制机制合作创新
东深供水工程是中国最早的“水

权”交易案例。从1964年4月以来，粤
港双方共签订了13轮供水协议。

生态补偿机制在东江流域早早
实践。2016年以来，赣粤两省已签订
三轮《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
协议》，东江源区已获得中央奖补资
金、广东横向补偿资金、江西财政配
套安排资金共31亿元。

“东江水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
的水源供给，它见证着香港和内地协
作的互信。”香港特区政府水务署署
长黄恩诺说。

——资源保障合作共赢
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水

安全联合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在水
资源管理、水生态和水环境治理等方
面进行技术攻关，进一步推动大湾区
城市充分利用创新科技来管理用水
需求和供应，助力湾区城市发挥优势
互补的协同效应。

黄志坚说，东深供水工程通水 60
年来，粤港两地携手共进，围绕对港
供水安全开展全方位合作，树立了粤
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典范。

——从“硬联通”到“心相通”
今年2月，来自7所中学的近百名

香港学生来到广东深圳和东莞，展开
一场“一脉相连、饮水思源”的东深供
水工程探索之旅。

“建设者们‘要高山低头，令河水
倒流’的口号让我印象深刻。”来自
香港高主教书院的学生樊宇清说，这

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香港与内
地血浓于水的情谊象征，提醒我们要
珍惜水资源，铭记这段历史。

近年来，粤港赣三地“以水为媒”，
通过纪录片、研学等形式，不断推动文
化相融、民心相通。广东工业大学舞
台剧《青春印丰碑》总导演郑萌说，这
个剧目是通过舞蹈，再现当年 200 余
名广工师生毅然奔赴东深供水工程
最前线的场景。今年7月剧团将赴港
演出，把“东深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为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贡
献，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动能，为

‘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添助力。”粤海
集团董事长白涛说，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新时期，东深供水工程有了新的
时代意义。

港岛霓虹与湾区灯火交相辉映，
“弯弯小河”依旧向南，血脉情深的故
事在岁月里流淌，在时代中延续。

办案民警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
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人对
新技术不熟悉构筑起“信息茧房”，在
直播间与老人套近乎、打感情牌“下
套”，一些缺乏信息辨别能力的老人
就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老年群体的网络反诈能力相对
薄弱，需要多方合力，让‘数字鸿沟’
变成‘护老屏障’。”办案民警说。

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高压严
打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加强对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制度保护。今
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2024 年，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起诉 7.8 万人，同比上升 53.9%。
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制定办
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工
作意见。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
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诈骗残疾人、
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
的，可酌情从严惩处。

在平台责任方面，《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了互联
网服务提供者的监管义务，比如对监

测识别的涉诈异常账号应当重新核
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取限制功
能、暂停服务等处置措施；加强对分
发平台以外途径下载传播的涉诈应
用程序重点监测、及时处置等。

一旦老人遭遇直播间骗局，要怎
么维权？

办案民警表示，受害人应第一时
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越早报案挽回财
产损失的几率就越大。报案时，应提
供尽可能详细的证据和信息，包括诈
骗者的相关信息、诈骗方式、诈骗金
额等。

“许多案例中，老人被骗的根源
是他们的情感需求被忽视。我们要
多关注家中老人的精神生活，帮助他
们建立健康社交关系。”办案民警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破解直播
间“坑老”骗局，既需要依靠刚性的打
击治理，也需要柔性的情感支持。一
方面，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空间、完善
老年人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让老
人安心上网；另一方面，子女要常回
家看看、多关心父母，让老人在现实
生活中找到心灵依托。温情相伴，才
是老人最好的反诈良方。

警惕！直播间里的骗子可能盯上你家老人
直播间里，主播一口一个“爷爷奶奶”，比亲孙子孙女喊得还卖力；随后诱导哄骗老人注册会员、缴纳保证金……一场直播没

结束，老人的养老钱就转到了不法分子的账户里。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让人防不胜防。云南临沧边境管理支队糯良边境派出所日前侦破一起以老人为目标

的直播诈骗案，值得你我警惕。

2025 年3月10日，成都游客张奶奶
来到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千米国画长
廊景区游览。她没想到，她在糯良边境派
出所班鸽警务室门口歇脚时的一个小举
动，让警方顺藤摸瓜破获了一起诈骗案。

“爷爷奶奶，请把‘回家了’打在公屏
上……”张奶奶顺手点开的直播间，引起
了一旁警务室民警邓云川的注意。

原来，张奶奶打算出售家里的一些
古董藏品，正好在某直播间刷到声称可
以高价收购相关物件的主播“张总”。随
后，有自称“张总”助理的人加了张奶奶
在直播间留下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出
高价上门收购，但要她完成注册会员、缴
纳保证金等操作，并承诺点击链接进入
直播间可领丰厚奖金。不明真相的张奶

奶就此走进不法分子精心布置的骗局。
“他们说什么充值打赏，要我刷礼

物 ，第 一 次 点 了 100，第 二 次 又 点
100……”张奶奶说，她在直播间前后共
投入了4000多元。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邓云川判
断这是一起典型的“收藏品回收”骗局，
如果任其发展，受害人或将面临该团伙

更多圈钱套路。民警立刻告知张奶奶
其中的利害，帮助她完成部分止付工
作，避免遭受更大损失。

随后，警方与该直播间平台取得联
系，将“张总”的直播间封禁，并对“张
总”助理发送的链接进行屏蔽处理。该
案涉及的违法犯罪问题，目前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近年来，随着老人上网“冲浪”愈加
普及，各类网络直播“坑老”骗局也层出
不穷。办案民警表示，这些案件看似不
同，套路却有迹可循。

套路一:设立高级人设骗取信任。
邓云川介绍，在本案中，主播“张

总”先利用“亲情攻势”拉近与观众的距
离，再频频展示自己与社会名流的合照
打造“高级”人设，获取消费者信任。但

经过鉴定，这些“合照”都是通过电脑合
成的假照片。

“被主播的精心包装所欺骗，看直
播的老人会认为‘事业做这么大的老总
不可能骗我’，随后一步步落入圈套。”
邓云川说。

套路二：“高回报”诱导谋取非法利益。
以“高回报”诱导他人来谋取非法

利益，是此类骗局的惯用伎俩。

办案民警介绍，除了本案中张奶奶
遇到的“高价回收古董”骗局，有些主播
还会通过剧本演绎或“一夜暴富”等话
术引诱老人入局，以捡漏、升值等噱头，
诱导老人购买大量假古董玉石等名不
副实的商品。

套路三: 中奖“小惠”变“大坑”。
电视时代的“幸运抽奖”骗局，近年

来也“改头换面”在网络直播间蔓延。

办案民警介绍，糯良边境派出所不
久前破获了一起诈骗案，受害人王阿姨
在看直播时收到私信，称其抽中直播间
幸运“福袋”。王阿姨提供联系方式后，
收到了“奖品”抽纸；不久后她再次“中
奖”，又收到了小礼品。但在她第 3 次

“中奖”时，“工作人员”引导其注册某领
奖平台套取个人信息和验证码，最后损
失1.6万元。

假扮“孝孙”专骗老人养老钱

网络直播背后的“局中局”

老人上网如何“避坑”？

新华社记者：严勇、白阳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六十载碧波南流 一江水血脉情深
——写在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六十周年

3月31日晚，东江水供港60周年纪念典礼在香港举行。60年来，东深供水工程已不间断地向香港供水超过300亿立方米，
满足香港约80%的用水需求。这项工程解决了香港缺水之忧，有力支撑香港从传统加工制造业向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
转型，成就了“东方明珠”的繁荣盛景。

六十载碧波南流，一江水血脉情深。从“硬联通”到“心相通”，粤港赣三地正协力推动东深供水工程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新时期谱写融合发展新篇章。

301亿立方米。
3 月 31 日 17 时 30 分，在位于深圳

的东深供水工程调度中心的“智慧大
屏”上，对港供水最新水量定格在这一
刻度。

这是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60年
来的最新记录。

——因济困而生
生长在供水充足时代的人未必有

切身之感，但经历过水荒的老一辈还
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三面环海的香港，
缺水曾经是生存之忧。1963 年，香港
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4天才能供水一
次，每次供水仅 4 个小时，300 多万人
生活陷于困境。

东深供水工程源自祖国人民与
香港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亲情。1963
年12月，在香港的危急时刻，经周恩来
总理特批，中央财政拨款3800万元，建
设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
济香港之困。

东深供水工程全长 83 公里，从东
莞桥头镇引东江水，从深圳水库通过

管道输水至香港。
1965年3月1日，经过上万名建设

者日夜奋战，东深供水工程仅用一年
时间就建成通水，从此终结了香港缺
水的历史。

“东深供水工程是党中央为解决
香港同胞饮水困难而兴建的跨流域大
型调水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地
区长期缺乏淡水的困局。”广东省水利
厅厅长黄志坚说。

——供发展之需
60 年来，香港 GDP 增长 266 倍

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用水需求的
增长。

为满足香港用水需求，东深供水
工程先后进行三次扩建、一次全面改
造，年供水能力由 0.68 亿立方米跃升
至24.23亿立方米。

粤海水务董事长郑航桅说，改革
开放后，随着工程沿线的东莞、深圳等
城市迅速发展，用水迅猛增长，供需紧
张中仍全力保证香港用水需求。2020
年至 2022 年连旱期间，东深供水工程

仍保证对港年供水量均超8亿立方米。
这项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民生工

程，不仅滋养着香港同胞，更成为助推
香港经济腾飞的坚实保障，支撑“东方
明珠”的繁荣盛景。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
保障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时期，
东深供水工程有了新的使命。

广东与香港历来密不可分，而东
深供水工程不仅为“一国两制”实践
奠定了良好的民生基础，也为粤港澳
大湾区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提供支撑
和保障。

2024年1月，历时4年建成的大湾
区超级工程——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
程全面通水，与东深供水工程形成“双
水源、双保障”的供水格局，进一步提
升对港供水保障能力。

“我们将持续强化创新驱动，一如
既往高标准保障东深供水工程安全供
水，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
郑航桅说。

60 年来，东深供水工程向香港供
水从未中断，东江沿线守护一江清水
也从未懈怠。60 年薪火相传，东深供
水工程“要高山低头、令江水倒流”的
精神力量历久弥新。

建设之初，东深供水工程在从东
莞引水进入石马河后，需要经过多级
泵站将河水抬高 46 米、翻越 6 座高山
注入深圳水库，再通过管道输水至香
港。当年技术不发达，要用血肉之躯

“一锹一筐、肩挑背扛，开山劈岭、修堤
筑坝”建设这样的工程，可谓是“难于
登天”。

因为多名亲人在香港而主动请缨
参加东深供水工程桥头抽水站建设的
莫康平回忆说，抽水站建设需要劈开
半座山，当时没有机械设备，一铁锤砸
下去，火星四溅，双手震得发麻。“工程
很苦，但大家都在咬牙坚持。”

上万名像莫康平一样的建设者，

以“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的豪情
壮志，书写了流传久远的精神传奇。
2021 年，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被
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随着沿线工业的发展，东深供水
工程也面临污染的威胁。东深供水改
造工程项目设计副总负责人严振瑞
说，为解决水质可能受沿途污染的问
题，2000 年东深供水工程实施根本性
改造，建设全封闭专用输水管。

“受沿线复杂地形条件限制，同时
还要保证正常供水不受影响，工程施工
难度‘史无前例’。”严振瑞说，施工团队
最终建成同类型世界最大现浇预应力
混凝土U型薄壳渡槽、同类型世界最大
现浇环型后张无粘结预应力混凝土地
下埋管等，打破当时四项世界纪录。

在东江源头江西赣州安远县，66
岁的护林员龚隆寿每天清晨都会踏上
蜿蜒崎岖的山路，开始一天的巡护工

作。40 多年来，他的巡山总里程已超
过12万公里，磨破了100多双鞋子。

安远县委书记杨有谷说，60年来，
东江源头人民靠山不吃山，以保护好
源头为己任，近 20 年先后关闭对环境
有污染的企业160多家、拒绝对环境有
破坏的投资项目340多个。

碧波万顷的新丰江水库供应了东
江约1/4的水量。为守护这一片碧波，
作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河源市先后拒
绝了 500多个、总投资 600多亿元工业
项目，并累计投入上百亿元整治全市
河流。

如今，“用脚步丈量青山”的方式
已然远去。从空中的无人机，到地面
的机器人，再到水上的无人船，东深供
水工程已建立起覆盖“天空地水工”多
模态、多维度的感知体系，实现工程调
度、水质监测、设施管理等一体化运行
管理。

供水超300亿立方米“生命线”守护香港60年

“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精神力量历久弥新

一江水一家人 树立大湾区融合发展典范

新华社记者 图片：新华社发（广东省水利厅供图）
新华社广州4月1日电

东深供水工程深圳水库朝阳初升的景象（无人机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