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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旱与“城市恐龙化” 
 

本报特约记者  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现在整个西南旱区都在抗旱，从田间到山间，从干裂的河道到井边，一些堪称英勇的举动也

不时出现在媒体上。但是，通过一些地方旱情报道的蛛丝马迹，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一些地方
旱灾会严重到如此程度?疑问很容易使人去追问这些地方的水利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这里我以一个地方为例。有报道说昆明市官渡区靠近滇池的自卫村的土地无水浇灌，而且

从滇池引水的公司沟都见底了。公司沟是一条引水渠，地处滇池东岸边的回龙村一带，是用来引

滇池水进入马料河河道的沟渠。 
  滇池水流入公司沟，在一个叫小新村的地方被泵高 10米，进入滇池六河之一的马料河河道，
在需要浇地的时节，水沿着河道流到滇池盆地东端的跑马山脚，这一路上有很多闸口、涵洞和支

渠，通过它们水流入滇池东岸的数万亩良田。这就是昆明东岸著名的小新村灌溉系统。这个灌溉

系统始建于 20世纪 30年代，抽水站最早为龙云出资所造，1955年灌区扩大，成为今日的规模。
在同一地区还有其他几个利用宝象河河道提滇池水进行浇灌的抽水站。这些水利工程是社会主义

集体化时代的纪念碑，它们加上同一时期建立的排洪沟渠，使滇池岸边近 10 万亩易受旱涝灾害
的田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过去半个世纪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对当地政府和执政党的信任与这

样的水利工程直接相关。 
  那么“公司沟见底”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呢?不久前有另外一则关于滇池水的报道称，虽然
大旱，但由于前年雨水丰沛，滇池蓄水高于往年。以我最近几年对这一带水利史的研究和实地调

查所得，公司沟见底的根本问题是多年不疏理，沟底淤积不堪，在大旱之年滇池水位一有所下降，

水就进不了沟，抽水站无水可抽，自卫村的土地当然无水可灌。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每一年灌
区的各村都要抽调劳动力对公司沟的淤泥进行清除。2008年，我曾问小新村抽水站的管理员是否
还定期疏理公司沟，他们回答已经好多年不搞了。因此，当见报道说沟底都露出来的时候，我就

想到，沟渠失修是这个地区旱灾加剧的原因。 
  与这个地区的旱灾有关，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提到。那就是一条沿着滇池东岸从北向南直插向

昆明的呈贡片区的城市大道——昆洛路，对这个地方的水利系统的影响。这条路于 2005年建成，
被地方政府和媒体称为高速公路的“现代典范”。我在 2008年曾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这条昆
洛路如何毁坏滇池东岸的小新村灌溉系统: 
  “昆洛路的一个问题在于它的设计和建设只考虑连接昆明市北部与新建的呈贡片区。设计者

没有考虑大道所经过村庄的人们的生计方式和习惯。例如这条路修建之后，路基和排水沟比路两

侧的小村耕地高出两米左右。这样一来就使穿越公路的灌溉输水渠道不能像原来那样顺畅地输水

到公路西侧的耕地里，抽水站于是乎不得不加大抽水量，结果又使路东侧的耕地被水淹。这条路

不仅破坏了这些村庄所依靠的马料河灌溉流域的水利系统，而且也破坏了这一带的泄洪系统。当

这条路和周边新建的楼盘都以明显的高度形成一些‘岛屿’之后，村庄则成了洼地。当地政府管

农业的领导人称:自从昆洛路修成后，左村庄几乎每年雨季都遭水淹。” 
  透过几万亩农田灌区在旱灾中的状况，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十几年急剧发展的城市化如何在大

旱之年使灾害变本加厉。近来我常用“城市恐龙化”来描绘目前这种城市的巨型膨胀及其不可持

续性。以上所谈的水利状况正好说明恐龙城市是如何殃及池鱼——其所处地区及其居民的。它将

他们的生存环境毁坏，最终也将毁坏自己的生存环境。 
  就昆明而言，这个被旱灾考验出来的城市恐龙化对滇池流域的影响有多严重?这里可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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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一些基本数据。滇池流域的面积是 2920 平方公里，如果只算平原和盆地，面积仅有 590
平方公里，其中有近 300 平方公里为滇池。按照官方规划，到 2010 年昆明市的中心城区面积应
该控制在 164.25平方公里，但昆明市主城区在两年前就已达到 249平方公里。 
  更关键的是，这个大昆明基本围绕着滇池扩建。从一些公开材料来看，大昆明计划的设计者

们本意还是想避免昆明城市向滇池发展，以减轻滇池沿岸的生态压力。但这种理想的规划已被现

实抛弃。例如前几年滇池北岸的广福路，引起了意料之外的结果——房地产开发热潮，有规划者

以此为例，警告不能再有绕滇池的道路网络系统。但是没过几年，昆洛路出现了。这条路的北半

段正绕行滇池，插到离湖边很近的小新村一带，在那里越过马料河后转向呈贡新城区。而根据昆

明市国土资源局公布的“现代新昆明规划——总体布局图”看，昆洛路附近的两侧是绿色区域。

它们原本应为绿色植物覆盖地区，但实际上今天在那里的是新亚洲体育城和螺蛳湾商贸城等项

目。最近正在修建的环湖路似乎又在重蹈覆辙。 
  这就是“城市恐龙化”，在其经过的地方，村庄耕地消失，水利设施遭到毁坏。实际上，就

上述地区而言，已经有专家指出，旱灾的成因之一就是滇池流域的城市化急速推进，使滇池流域

水资源的支持能力达到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