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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川渝大旱的启示 

吕娟 

旱灾及对策研究室 

    2006年，重庆市、四川省均遭受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其历时之长、强度之大、范围之广、损失

之惨重均属历史罕见。重庆市大部分地区总旱天数超过60天，东北地区超过90天；四川省整个旱期历时

半年。重庆市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亿元，其中农、林、牧、渔等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企业减少产值近

40亿元，因旱造成820.05万人、748.60万头大牲畜临时饮水困难；四川省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24.5亿

元，林业损失近20亿元，工业损失近70亿元，因旱造成716.85万人、883.71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重庆市、四川省特大干旱灾害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及水利部领导多次做出重要

批示，并派出工作组亲临两省市指导抗旱救灾工作。与此同时，重庆市委市政府、四川省委省政府也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抗旱救灾工作，确保了抗旱减灾工作有组织有纪律地顺利开展。 

    但大旱也暴露出了也一些问题。干旱管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重抗轻防”思想，导致对干旱灾害预

防不足、具体抗旱措施不到位；抗旱资金缺口较大，抗旱物质储备不足，抗旱机构不健全；抗旱服务组

织人员素质较差、人员队伍不稳定、抗旱配套设备落后；骨干水利工程严重不足，工程老化、年久失

修、灌区配套差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病险水库多；干旱管理信息化程度低；干旱灾害基础性科学研

究薄弱。 

    为了预防更大的旱灾发生，重庆、四川还有需做以下几方面的努力：1、鼓励植树造林，保护耕

地，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倡导节约水资源；2、加强社会经济建设，提高人口素质，通过宣传、教

育、培训等手段增强干旱意识，加强干旱政策法规的建设；3、积极开展干旱科学技术研究，实现由干

旱危机管理向风险管理过渡；4、是加强水利重点工程、病险水库整治、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集镇供水

工程等水利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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