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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灌溉给力现代农业发展

清潩河美景

北海公园清新秀丽、美不胜收

人工湿地净化水质、美化环境

（本版图片均由市水利局提供）

4月的许昌，春风拂面，花香阵阵。行走在清潩河

畔，远处水鸟起舞，抬头枝头吐绿，美丽的景色令人流

连忘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治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2018年，省委、省政府为认真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决定实施“四水同治”（即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全面开启了新时代我省

水利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近年来，我市以创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为引领，

坚持节水优先，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扎实推进

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大力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

程，不断完善全市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水灾害统筹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018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四水同治”的

安排，我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召开了动员大会，列出了

十大工程，随着大陈闸除险加固、颍汝干渠综合整治等

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四水同治”正在许昌大地上扎实

推进。

统筹资源——“三水汇聚”润莲城

人类是逐水而居，城市是因水而兴，水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承载。对于生活
在许昌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而言，最直接的感受是，不仅家门口的公园、绿地变多
了，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源于水生态的改
变。

许昌曾经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 210 立方米，不足全省
一半、仅为全国的 1/10，资源型、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问题长期并存。

近年来，我市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顺应全市人民“兴水之梦”的共同期盼，着力
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构建多元互补、蓄泄兼筹、配套齐全、功能完善的现代
水网体系。

实施市域调水大连通。我市通过颍汝总干渠把北汝河水引至许昌北部，经
清潩河、饮马河、灞陵河三条南北走向河流进入河湖水系，实现南北贯通；把市
本级南水北调用水指标调整出 2000 万立方米给鄢陵，通过引黄入长济许工程将
2000 万立方米黄河水从鄢陵输送至长葛市增福庙水库，用于长葛市农业灌溉和
许昌市、长葛市两级生态补水，实现东西互补。

完善中心城区河湖小连通。我市尊重河湖原有条件，恢复河道自然属性，
因势利导进行互连互通，形成“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的水系新格
局，城市防洪能力提升到 50 年一遇，特别是具有 500 年历史、全长 5.3 公里的护
城河修复环通，“泛舟河上、环游许昌”成为现实。

巩固完善河流两侧防护林带建设。我市在清潩河、石梁河、颍汝干渠、南水
北调中线干渠两侧高标准打造了水系生态防护林带，形成了城郊 13 万亩的“林
海”，极大发挥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城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作用，形成
了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林水相依的生态美景。

强化基础防治灾害。我市完成 146.8 公里中小河流治理，49 座大中小型水
库和 16 座三类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开工建设北汝河大陈闸拆除重建工程，加强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和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建设，中心城区完成积水点整治 32 处，
全市防洪减灾体系更趋完善，防洪排涝、抗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近两年汛期实
现了“一个确保，三个不发生”目标。

在改善水生态的过程中，我市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以水
定需，因水制宜，科学合理确定河湖水系建设规模，不搞大挖大建、大河大湖；实
施跨流域调水大连通，实现长江水、黄河水、淮河水汇引许昌。

事实证明，实施”四水同治”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得民心的民生工程。我
市 2016 年被网民推选为全省“最美城市”；2017 年城市宜居度、获得感、幸福感、
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 4 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2018 年城市宜居度、获得感、
幸福感、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 4项指标位居全省第一。

生态治理——水清岸绿风光好

生态和水相辅相成，有了良好的生态，涵养水源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有了
充足的水资源，良好的生态才会得到保护，形成水资源的自然循环。

大力开展水污染防治。我市在全省率先打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先后淘汰
造纸生产线 61 条，转型调整制革企业 60 余家；实施管网改造、雨污分流、排污口
截流，累计截流排污口 600 余个，新建雨污管网 70 余公里，市区污水处理率在
97%以上。

深入实施水生态保护修复。我市通过生态护坡、透水步砖、人工湿地、投放
水生生物等生态修复技术，建设透水性自然河道。其中，沿清潩河建成人工湿
地 7 处、面积 650 亩，出水水质由一级 A 排放标准提升到地表Ⅳ类水标准，提高
了河道自我修复、自我净化能力。

在清潩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获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我市持续实施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污染负荷削减、水质持续改善、生
态逐步恢复”为主线，从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点源污染防治水平、加快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及城乡接合部环境整治、实施河道内源污染
治理与修复、强化流域水生态系统构建、提升环境监管水平等方面入手，多方位
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提升全市水环境质量。

为及时预防水环境问题，我市对水质监测、项目审批、断面环境管理方面进行
严格管控。在原有省级水质监测断面的基础上，在各县（市、区）设立了28个责任目
标断面和18个水污染防治攻坚断面，定期监测水质；开展断面排查，整治周边环境，
发现问题及时整治，确保断面水质安全；依托国家重大专项研究成果，构建了许昌市
水环境综合管理决策平台，完善监控网络，开展对现有数据的分析，实现水质预
警、突发事故应急方案模拟等，开启了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之路。

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许昌市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许昌市水污
染防治攻坚战考核奖惩办法》等多个水环境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水环境质量的
持续改善、水生态文明城市的持续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市生态环境、发改、工
信、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联合制定了《许昌市建设项目环境准入禁止、限制区
域和项目名录》，严格禁止重污染项目建设，全面推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总量
预算制度，切实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此外，我市还不断完善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设施、强化地下水污染防治、逐
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等工作。通过系统治理，我市水质改善效果已经初步
显现，清潩河出境断面达标率从 2013 年的 16.67%跃升到 2014 年的 33.33%，2015
年又达到 66.67%，三年每年翻一番，2016-2017 年达标率更是连续两年保持
100%，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严治精管——多措并举保长效

管护是建设的延伸，是成效的保持，更是河湖功能永续利用的重要保障。
我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把集约节约用水贯穿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

置、管理保护的全过程，抓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的落实，促进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作用，用水资源节约
保护的“倒逼机制”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持续深入推
进节水型城市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优化行业用水结构，改进用水方式。城市规划
区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自备井全部关闭。2015 年 7 月以来，全市累计关闭自备井
1180 眼，压采地下水 3200 万立方米，是省定压采任务的 2.3 倍，尤其是中心城区实
现了应关尽关，浅层地下水位平均回升 3.1 米。我市还积极推进农业节水工作，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8.44万亩。

2018 年 5 月 13 日至 19 日，是第 27 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5 月 13 日，
我市“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住建部联合腾
讯网，在全国部分节水成效突出的城市，首次开展网络新闻问答互动，我市是第一
个面向全国观众进行现场问答互动的城市。

治水兴水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倍加珍惜、精心管护。我市始终坚持法治化治
水，《许昌市中心城区河湖水系管理保护条例》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我市在中心城区河湖水系建立了

“市级监督、县（区）级管理、企业实施”的三级管理体制，落实河（湖）长制、领导分
包负责制、日常巡查制三级管护责任制，坚持日巡查和月考核，目前累计对中心城
区河湖水系管护情况进行考核 36 次，奖励资金 79 万元，罚款 204.5 万元。水系建
成通水三年多来，工程运行稳定，景观效果良好，实现了清水长流、美景常驻的目
标。

此外，为了畅通群众举报参与渠道，我市设置了河（湖）长制工作监督电话，进
一步规范了群众举报处理流程，建立健全了群众举报快速处置机制，2018 年以来，
市河长办共接到群众举报 20起，已全部按时办结。

高效节水——拧紧“龙头”树标杆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我市一直高度重视节水灌溉工作，1999 年被水利部命名为“全国节水灌溉示

范市”；2013 年被水利部确定为首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50 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项目就是重点工程之一。按照水利部提出的要在全国“树立标杆，做出示
范”的要求，我市紧紧围绕粮食核心区建设，按照规划高起点、科技高含量、建设高
标准、管理高水平、产出高效益的总体要求，在 2014 至 2016 年的三年间，完成高效
节水灌溉 50.74 万亩，建成了平原井灌区科技含量最高、节水工程形式最多、信息
化程度最先进、运行管理最规范、效益发挥最好的现代节水示范区。

为科学有效推进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我市专门委托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
心编制方案，确保规划高起点、方案高水准；又经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通过，以市政府名义印发了《许昌市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施方案》，对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目标任务、时间要求、建设内容、保障措施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6 年，我市七次党代会上又提出了“打造全省一流、全国先进的现代农业示范
区”，到 2020 年，全市再新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50 万亩，使我市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达到 100 万亩以上。按照这一目标，我们在总结和借鉴已建成的 50 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示范项目成功经验基础上，继续整合各类涉农项目，在各级各部门通力配
合下，截至目前，又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7.7 万亩，全市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累计
达到 88.44万亩。

在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市探索形成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充
分整合水利、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上级涉农项目资金，以及交通、电力部门
配套资金和县级财政资金等，形成了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投入机制，为
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2014 至 2018 年，我市共整合各类资金 14.21 亿
元，其中省以上资金 10.81亿元，市县财政资金 3.09亿元，其他资金 0.31亿元。

在我市建成的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已经实现了数据自动测报、信息远距离
传送、灌溉智能化管理。目前，我市建成市级信息管理平台 1 处，平台系统由工程
信息管理、农业用水计量管理、地下水位监控、土壤墒情监测、气象信息采集监测、
水权分配管理等 6 部分组成；灌溉机井的智能化井堡，安装有农业用水计量系统，
农户通过刷卡取电，系统可实时计量上传信息，通过平台实时监控每眼机井的灌
溉时间、累计水量及开泵状态等情况。我市建立市、县、乡三级信息管理系统，安
装智能化井堡 6567 个、自动测墒仪 28 台、自动地下水观测仪 15 套、气象站 15 个，
在全省率先做到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收水费硬件到位。

此外，在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之初，我市就开始研究后续运行管护问题，探
索形成了市级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管理中心、县级工程设施管理办公室、乡镇水
利站、村级农民用水户协会、田间井长“五级管理”体系。

目前，我市已建成的 88.44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有效的夯实了乡村振兴
基础，粮食产量连年稳步持续增长，田间形象、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已由 0.55 提升到 0.79，年均节约水资源量 3537 万方，年节约电费 906 多
万元，节省人工费 1.15亿元，示范区年直接经济效益达 1.73亿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进治水兴水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
力。我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十六字”治水方针，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对照“四水同治”十大
重点任务，拉高标杆、加压奋进，不断巩固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助推许昌在
实现中原更加出彩奋斗征程中持续走在前列。

绘就美丽水生态画卷
——我市推进“四水同治”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武芳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