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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重大
国家战略，2021年，淄博市委
市政府立足工作实际，着眼中
长期发展需求，启动实施“八水
统筹，水润淄博”水资源保护利
用行动，坚持引客水、蓄雨水、
治污水、用中水、保供水、抓节
水、防洪水、排涝水，系统推进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
全统筹治理。三年来，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工作力度有增
无减，工作成效不断显现，累计
完成重点项目219个，累计完
成投资201.5亿元，为推动实现

“3510”发展目标和“强富美
优”城市愿景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和保障。

聚焦水安全
有效防治水旱灾害

坚持水旱灾害防治两手抓
两手硬，2021年以来，组织实
施河道综合治理、山洪沟治理、
水库塘坝除险加固、雨水情监
测预警等重点项目42个，已完
工项目36个、完成投资40.2亿
元，累计治理小清河、孝妇河、
淄河等骨干河道246公里，除
险加固小型水库8座，改建病险
水闸7座，完成水库大坝安全鉴
定68座，治理山洪沟2条，实现
了病险水利设施存量清零，中
小河流达标率82.4%，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经受住了历次强
降雨和台风的严峻考验，全市
河湖库塘坝和山洪灾害防御村
保持安全运行，同时为农业抗
旱用水储备了充足水源。

聚焦水资源
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效能

坚持“四水四定”，加强从
取水端到用水端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深化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一体化完善优化
配置、节约利用、安全供给的管
水用水工作体系。2021年以
来，组织实施城市供水基础设
施完善配套、老旧供水设施提
升改造和农村供水安全保障、
灌区节水改造等重点项目59
个，已完工项目48个、完成投资
39亿元，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
人口比例达到80%，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505，
城 市 再 生 水 利 用 率 达 到
51.18%，新发展水肥一体化面
积18.77万亩，全市万元GDP用
水量较2020年下降11.11%，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
年下降10.65%。2023年10月，
顺利通过“国家节水型城市”省
级复核。

聚焦水环境
推动河湖“保水质增颜值”

坚持“控源头、治污水”和
“用活水、保基流”并举，积极打
造“污水处理厂+湿地”的治污
综合体，建立“河湖库互联互通
+生态补水”的用水保障体系。
2021年以来，组织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业污水
深度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雨污管网分流改造、中心城区
调水配套工程等重点项目95
个，已完工项目87个、完成投资
44.3亿元，改造雨污合流管道
416公里，完成11家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9条建成
区黑臭水体整治,城市黑臭水
体保持动态清零；完成1105个
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全市
1103个入河排污口全部完成
整治，3512个入河排水口全部
建立“一口一牌一码”，累计完
成中心城区生态调水8100多
万方。通过综合施策，2021年
当年，淄博水环境质量指数由
全省第13名一举跃升至全省第
1名，至今持续稳居全省前列。

聚焦水生态
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2021年以来，组织实
施河湖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美
丽河湖建设等重点项目52个，
完工项目48个、完成投资78亿
元 ，累 计 完 成 坡 改 梯 治 理
18600亩，治理和改善水土流
失面积225平方公里，完成造
林绿化4万余亩，全市478条
（个）河湖全部创建为美丽幸福
河湖，其中创建省级美丽幸福
示范河湖30条（个），并在全省
率先打造12个效益河湖。通过
持续努力，全市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
100%，其中太河水库水源地成
为全省唯一达到I类水质标准
的水源地；孝妇河作为淄博市
的“母亲河”，打造成为淄博市

“拥河发展”的典型案例，工作
经验做法入选水利部《全面推
行河长制湖长制典型案例汇
编》《山东省“八大发展战略”典
型案例汇编》《全省深化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竞赛活动典型案例》，孝妇河湿
地公园多次作为国家和省市重
大活动举办或观摩的现场；马
踏湖获评全国首批“美丽河湖”
优秀案例第一名，入选党的二
十大“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
展。2023年10月25日，全国“美
丽河湖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研讨
会”在淄博举办，就孝妇河、文
昌湖、马踏湖综合治理工作进
行了专题研讨和现场观摩。

淄博市水利局将持续深入
推进“八水统筹，水润淄博”水
资源保护利用行动，进一步整
合全市涉水项目、资金、政策和
资源，着力优化水利基础设施
布局、结构和功能，着力推进水
环境治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水旱灾害防治、水生态保护
修复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完善
水利设施运行管理体制机制，
推动水利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为实现“3510”发展目标和

“强富美优”城市愿景、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贡
献水利力量。

“八水统筹，水润淄博”行动亮成绩单
三年来累计完成219个重点水资源保护利用项目

淄博市是全国110座严重
缺水城市之一，中心城区的涝
淄河、东猪龙河、玉龙河、云影
河、润淄河等河道，均为雨源
型，自然降水来水不足。然而
现在，中心城区河湖常年都有
水，水质也不错，在河湖生态
调水补水方面，淄博做了哪些
努力？12月5日，淄博市水资
源保护利用行动新闻发布会
上，淄博市河湖长制保障服务
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刘小进
说：“改善河湖生态，提升城市
品质，为市民提供最普惠的生

态产品，是我们工作的着力
点”。

为解决中心城区生态水
系缺水问题，根据淄博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要求，自2021年
开始，淄博市水利局先后牵头
制定了《淄博市中心城区生态
水系用水方案》《淄博市中心
城区河道“有河有水”实施方
案》《淄博市中心城区生态水
系生态调水规程（试行）》等制
度，持续开展中心城区常态化
生态调水工作。目前，已构建
了以孝妇河湿地公园为枢纽

的中心城区“八河联通”生态
水系，并按照“优先利用地表
水和非常规水，科学调引客
水，控制开采地下水”的原则
和“小流量、长流水”的标准，
统筹利用孝妇河湿地公园地
表水、萌山水库水、中水、客水
等多种生态水源，充分保障中
心城区河道的生态用水需求。
2021年—2023年11月30日，
累计完成调水8100多万立方
米，持续改善了河湖生态环
境，实现了中心城区“有河有
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

12月5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新闻发布会，邀请淄博市水利局党组书记、
局长于亦恩向社会发布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组织开展情况，淄博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贾希征，市河湖长
制保障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刘小进答记者问。

3年来为中心城区累计调水8100多万方

孝妇河“污水沟”蝶变美丽幸福河湖
孝妇河是淄博的母亲河。

近年来，淄博市充分发挥河湖
长制的制度优势，直面问题、
系统治理，推动孝妇河流域实
现从“污水沟”到美丽幸福河
湖的华丽蝶变，成为淄博提升
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承载区。淄博市就孝妇河
全流域综合治理采取了哪些
具体举措？有哪些成效？12
月5日，淄博市水资源保护利
用行动新闻发布会上，淄博市
河湖长制保障服务中心党总
支书记、主任刘小进详细介绍
了有关情况。

秉承“治水先治污”的理
念，坚持“治、用、保”相结合，
突出“控源头”“治污水”，实施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铺设污
水管网、封堵排污口、搬迁企
业、建设人工湿地、整治河道
等6大类46个项目。同时，启
动实施孝妇河生态调水补水，

构建了以孝妇河湿地公园为
枢纽的中心城区“八河联通”
生态水系，实现了长流水、流
清水。通过综合施治，孝妇河
流域水质有了根本好转。孝
妇河流域的生态群落也基本
恢复，白鹭、震旦鸭雀等珍稀
鸟类在孝妇河栖息繁衍。

为畅通行洪通道，分层次
分重点连续开展了深化清违
清障构建无违河湖等专项行
动，一大批河湖管理范围内影
响行洪的陈年顽疾得到彻底
解决。为提升行洪标准，实施
完成了孝妇河干流治理工程，
涉及博山、淄川、张店、周村、
经开区5个区县，治理河道
41.79公里，孝妇河全线达到规
定防洪标准以上。2021年以
来，淄博市连续遭遇“烟花”

“梅花”等台风，特别是2022年
汛期降水量达到1952年有水
文记录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大

值。面对严峻形势，孝妇河经
受住了行洪安全考验，均安全
度汛。

强化典型示范引领，在孝
妇河流经主城区位置，高标准
建设了融防洪、休闲、娱乐、科
普、文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孝
妇河湿地公园，淄博麦田音乐
节、淄博马拉松等大型活动在
此举办，大大提升了淄博的城
市影响力和品质活力。强化
拥河发展、生态赋能，实施孝
妇河生态修复项目，包括干流
沿线道路贯通、景观整治及绿
化提升、新建改建生态公园、
滨河界面改造提升、旧城更新
示范工程、沿线乡村振兴示范
工程等6大类工程。目前，项
目沿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
四季有绿、三季有彩的生态廊
道初步显现，高新技术产业逐
步在周边落地，实现了生态价
值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治水管水 淄博完成投资157.3亿元
“八水统筹，水润淄博”水

资源保护利用行动内容丰富。
作为牵头部门，淄博市水利局
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行动开展？
12月5日，淄博市水资源保护
利用行动新闻发布会上，淄博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贾
希征对此进行解答。

“八水统筹，水润淄博”水
资源保护利用行动是项系统
工程，涵盖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水安全四大领域，涉及9
个市直部门，以及市、区县、镇
办、村居五个层级，需要群策
群力、齐抓共管。淄博市水利
局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主要采取了四项推进措施。

锚定目标，靶向发力。根
据国家和省、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深入研究分析全
市涉水领域的短板和弱项，明
确水利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主攻方向，制定印发了《淄
博市“十四五”期间和2021年
度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方案》

并公开发布，前瞻性确立主要
目标、具体指标、任务措施。
工作推进中，坚持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逐个项目明确“时间
表”“作战图”“任务书”。

专班抓总，分工负责。淄
博市水利局牵头履行专班办
公室职责，在做好决策实施谋
划、联席会议组织和任务交
办、督办、帮办的同时，切实担
负起治水管水的主体责任，一
体化推进现代水网建设、全域
公园城市建设河湖水系提升
行动重点项目。2021年以来，
累计完成重点项目219个，累
计完成投资201.5亿元，其中，
由水利部门负责实施的项目
153个、完成投资157.3亿元，
占到全部项目投资的78%。
另外，结合“八水统筹，水润淄
博”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策
划实施了全域公园城市建设
河湖水系提升行动重点项目
102个、计划完成投资75.92亿
元，目前已完工项目96个、完
成投资91.4亿元，占全域公园

城市建设“十大行动”总投资
的29%。

督考结合，确保绩效。工
作专班将水资源保护利用行
动重点项目落实情况列入全
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
体系，并纳入全市“三提三争”
专项考评内容，充分发挥考核
工作“指挥棒”作用，建立了月
调度通报、半年测评、年度考
核的督导评价机制。对进展
缓慢的项目，采取约谈、挂牌
督办等措施，倒逼责任落实。

多方参与，共建共享。坚
持“开门”干工作，畅通社会各
界参与渠道，适时组织开展

“市民看河湖水系变化”“美丽
幸福河湖行”“河湖水系现场
观摩研学”等活动，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志愿者代表、
市民代表、媒体记者等，近距
离感受、实事求是评价水资源
保护利用行动，广泛听取各方
面合理化建议，积极宣传推进
工作进展成效，积极营造全民
参与、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莉莉 张雨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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