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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关系全局的基础
性、战略性资源，如何全面加强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发布会
上，淄博市水利事业服务中心
水资源管理科科长牟永花介绍
了相关情况。

牟永花介绍，淄博市坚持
“四水四定”原则，严格水资源
开发利用上限，严守水资源生
态红线，推进深度节水控水，加
强各类水资源统筹调度，加大
取用水行为监管，精打细算用
好水资源，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能力不断提高。

坚持刚性约束，规范用水秩
序。严格市、县两级用水总量、
强度指标管控，完成跨区县河流
水库水量分配，结合淄博市实
际，将“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
控制指标分解到区县，并细化落
实年度目标。依法规范取用水
行为，加强取水口动态监管和日
常监督检查，启动水资源联合执
法检查三年行动（2023—2025
年），重点整治未经批准擅自取
水、未按规定条件取水等违法取
用水问题，持续规范取用水行为
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秩序。

践行节水优先，实施深度
控水。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
动，推进农业、工业、城乡生活
等重点领域节水任务全面落
实，淄博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达到96.8%，高于全省、全国
平均水平。强化用水过程管
控，实现非农取水口及大中型
灌区渠首远程在线监测计量全
覆盖，以“在线监控、精准计量、
信息共享、多方共治”的数字化
手段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严
格用水定额管理，积极推进水
平衡测试工作，淄博市累计完

成水平衡测试1000余家（次）。
创新实行水务经理制度，建立
市、区县、园区、企业四级“水务
经理+专职水管员”的基层用水
节水管理和服务体系。

优化水源配置，提高集约
水平。深入推进“八水统筹、水
润淄博”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
优化完善水资源配置网，孝妇
河流域、淄河流域、沂河流域、
支脉河流域等市内4大流域的
水网骨架基本构建成形。严格
管控地下水开发利用，持续实
施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2023年初地下水超采区漏斗面
积比2022年初减少141平方公
里，水位持续稳定上升。有效
开发再生水“第二水源”，对具
备条件的用水单位全部配置再
生水利用计划，推动污水资源
化。积极调引黄河长江客水，
2023年1—8月份累计调引客水
2.46亿立方米，城市供水保障
能力不断提升。

淄博启动水资源联合执法检查三年行动
重点整治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未按规定条件取水等违法取用水问题

全力推进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实施
推进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

期规划落地实施，目前采取哪
些措施？发布会上，淄博市水
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伊书霞介绍了相关情况。

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
划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方
面，需要齐抓共管。抓好三个
统筹，稳健有序推动规划落地

落实。
强化资源统筹。全面贯彻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完善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机制，
聚焦破解水资源供需“紧平衡”
问题，科学调度各类水资源，优
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统筹抓好
治理、保护、利用等工作，打好

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加快形
成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
间格局，充分发挥水资源最大
效能。

强化发展统筹。落实“四
水四定”要求，提高用水总量和
强度双控质效，强化市场调节
机制，推动合同节水、水权交易

等市场化措施，促进水资源要
素高效利用。严格落实水资源
论证区域评估制度，涉及水资
源开发利用活动的相关行业规
划要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
规划做好衔接，科学测算区域
水资源承载能力，合理确定产
业布局、产业结构和发展规模，
提高资源利用与发展需求匹

配度。
强化工作统筹。严格落实

政府主体责任和部门行业监管
责任，细化任务目标和推进措
施，做好政策制定、项目安排、
要素保障等工作，强化部门协
调，科学布局和实施各类项目，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确
保完成规划任务目标。

发布会上，淄博市水利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罡介绍，淄
博市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
水资源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
状态。

今年8月，淄博市发布《关
于组织实施<淄博市水资源综
合利用中长期规划（2021—
2035年）>的通知》，通知指出，
该规划是淄博市今后一段时期
内水资源节约、保护、利用、管
理等方面的指导性文件，是依
法管水、科学治水、综合用水的
重要依据。为了让大家更详细
地了解规划，10月12日发布会
上，张罡向社会发布有关情况。

淄博市19处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100%达标

张罡介绍，淄博市多年平
均降雨量658.5毫米，形成水资
源总量14.08亿立方米，其中地
表水资源量7.64亿立方米、地
下水资源量10.16亿立方米，重
复计算量3.72亿立方米，占全
省水资源总量的4.6%。淄博市
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水资
源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
状态。

供水能力方面，淄博市城
镇供水综合生产能力192万立
方米/日，其中引黄引江供水能
力50万立方米/日，覆盖除沂源
县、博山区、淄川区之外的5个
区县、3个功能区。淄博市有19
处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100%，设计供水能力

2.99亿立方米/年。全域建有
“南蓄北引、三河相通、两库相
连、客水补源”的骨干调水体
系。中心城区建有引黄、引江
客水与太河地表水、大武地下
水互为补充的多水源供水保障
体系。淄博市建有城镇污水处
理厂27座，现状设计处理能力
118.38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
回用主要为河道生态补水及部
分工业用水。

关于规划的思路和目标，
张罡介绍，规划贯彻落实“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治水思路，围绕市委、
市政府“3510”发展目标和“强
富美优”城市愿景，通过科学开
展全市水资源中长期供需形势
预测分析，摸清全市“有多少
水，需多少水，缺多少水”底数，
统一配置和管理各类水源，统
筹生活、工业、农业、生态用水，
力争经过5至15年，缓解淄博市
水资源短缺、水资源分布与经
济社会布局不协调的瓶颈制
约；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基本
实现地下水动态采补平衡；加
快推进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
集约转变，提高用水效率，推动
建立节约优先、保护有效、配置
优化、开发合理、利用高效、管
理科学的水资源支撑保障
体系。

万元GDP用水量
较2020年下降15%

按照“节水优先，量水而

行，用足用好引黄引江客水，强
力推进再生水，合理利用地表
水，控制开采地下水，积极利用
雨洪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总
策略，重点规划节约用水、水资
源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及配
置等领域的工程与非工程
措施。

高质量建设节水型社会。
进一步完善节约用水政策法规
体系，健全管理体制，加强节约
用水监督考核和激励约束。大
力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全面提
升工业节水能力，积极推广节
水器具，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建
设与改造，加强再生水利用，创
建一批节水典型。到2025年，
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
1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较2020年下降11%，农田灌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提 高 到
0.6509，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
100%。

加强水资源保护。系统实
施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修
复、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
工程，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承
载能力。建立健全水源地保护
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加强水源
地水量调度管理，实施水源地
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提高水量
水质监测预警能力，重要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

优化水资源开发利用及配
置。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
水，对全市水资源进行合理配
置，满足各行各业基本用水需

求。研究谋划特殊干旱年、连
续干旱年供水对策和供用水计
划，完善供水设施，提高抗旱能
力。到2025年、2035年，全市
用水总量分别控制在11.76亿
立方米、14.49亿立方米以内。

完善水资源配置网络体
系。按照“北引南蓄，多源连
通，节流压采，应急备用”的思
路，策划城乡供水保障、水系互
联互通、农村水利保障、防洪提
升等重点工程，加快建设现代
水网，推动实现地表水、地下
水、客水丰枯互济、余缺互补。

具备条件的用水单位
全部配置再生水利用计划

近年来，在水资源管理方
面，为创新长效水资源管理机
制，使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健全，
淄博市先后推动制定了《淄博
市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办
法》等7部地方性法规，《淄博市
水资源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实施
意见》《淄博市落实节水激励政
策若干措施》《淄博市水权交易
实施办法》多个行政规范性文
件落地实施，进一步强化水资
源管理法治基础。

坚持四水四定，不断强化
水资源刚性约束。实行用水总
量和强度双控，系统开展水资
源供需平衡分析，科学制定用
水指标。严把取水源头事前
关，严格执行地下水超采区限
批制度，新改扩建项目一律开
展水资源论证，加强取水许可

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取水许
可用户和公共供水年用水量1
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
计划用水覆盖率达到100%。

坚持节水优先，深化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节约用
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节水行动，统筹推
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
排和城镇节水降损，淄博市创
建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
范市”和“国家节水型城市”，县
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在全省率先
实现全覆盖。强化用水定额管
理和使用，并在全省率先制定
陶瓷砖产品、水泥产品等两个
市级用水定额标准体系。突出
抓好节水技改推广应用，330家
单位（企业、社区）创建为省级
节水型载体。

坚持开源扩容，做实培厚
水资源底蕴。突出加强19处重
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在
全省率先实现安全保障达标建
设全覆盖，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其中太河水库成为全省
唯一达到Ⅰ类水质标准的水源
地。全力保护地下水这一“战
备水源”，水位持续稳定上升，
水利部通报淄博市第一季度和
第二季度，浅层地下水超采区
水位上升幅度分别位居全国第
二、第五。积极开发“第二水
源”，市直10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淄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
方案》，对具备条件的用水单位
全部配置再生水利用计划，积
极推进再生水循环利用。

人均水资源量300立方米

淄博水资源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水是生命之源。10月12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淄博市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
期规划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淄博市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及全面加强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落地实施等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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