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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万物之基，它对农业生产、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深远的影

响。近年来，我市围绕“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水生态系统健康、水环境优美和

谐”的建设目标，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

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水平，加大水生态文明建设

力度，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被列为

省水利现代化建设试点市、水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市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

本地水资源量缺口在60%以上，每年调用

过境水超5亿m3以上，节约用水初见成效

高邮地处里下河地区，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河网纵横交错，水域辽阔，这让许多人产生

一种错觉：我市水资源非常丰富，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而事实上我市实际用水需求与本地水

资源储量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市平均

年降雨量在1000mm左右，折合成本地水资源

量约为2.5亿m3，地下水可用量约在1000万

m3左右，全市可用水资源量约为2至3亿m3，

而我市各行各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实际用水需

求每年在8至9亿m3左右。”市水利局有关人

员告诉记者，虽然我市水资源相对较为丰富，但

大部分为过境水，实际用水缺口在60%以上。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市用水基本

处于粗放式“放任自流”阶段，“用水一声喊，开门

拉闸板”，这是当时调水状况的真实写照；到了上

世纪90年代，北方水资源逐渐紧张，国家实行南

水北调，对大运河水流量进行限制，省、市水利部

门派专人到各地对主要闸站用水进行监管；进入

新世纪，我省通过排定各地用水日期，实行“轮

灌”制度，拉开了计划用水的序幕；目前，我市已

经走上制度用水、节约用水的轨道。

我市水资源利用对象主要为种植业、养殖

业、工业、水环境工程等，本地水资源远远不能

满足上述需求。近年来，我市每年调用过境水总

量在5亿m3左右，其中运东地区主要通过大运

河调用长江水保障工农业生产；湖西地区主要从

高邮湖引进水源，丘陵山区更是要通过三、四级

提水才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目前，我市通

过多年的努力，已建成了一大批挡、排、引、蓄等

水利工程设施，确保了全市工农业生产的需要。

农民灌溉用水都是通过现有水利工程调配，水利

部门向用水户收取的自灌区18元/亩、丘陵圩

区8元/亩的水利工程水费，仅仅是在调配水资

源过程中很少的一部分费用，水利工程在运行中

的其它刚性支出，还需财政补贴。

我市十分重视节水工作，多年来，一直坚持

宣传节约用水，推行节水措施，并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在农业节水方面，通过灌区改造，修建衬

砌渠道、节水建筑物等，提高灌溉效率；工业节

水方面，通过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工艺改造、收

集雨水、循环利用等措施节约用水；在社会层面

节水方面，通过开展节水宣传“六进”等活动，全

面创建节水型社会。目前，高邮城市社

区节水型用水器具普及率达到99.4%，

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人 2.14m3/月；企

业节水减排工作有了显著提高，一系列

创建指标均达到或高于《江苏省节水型

企业（单位）定量考核标准》。据不完全

统计，近年来，我市每年节约用水量都

在1亿m3以上，受到上级水利部门的

充分肯定。

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投入使用后，我

市在调用过境水资源方面将面临着更

多制约，节约用水任重道远。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现从粗放式

用水向计划用水、制度用水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市实际

用水总量不断增加，尤其是生活及工业用水增

量较快，生态环境用水大幅提升。南水北调工程

建成通水后，局部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已不能

满足当地生产和环境用水需求。高邮灌区车逻、

卸甲、开发区、界首、龙虬、周山等乡镇（园区）63

万亩灌溉面积的自流灌溉水源受到影响，需要

进一步强化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

“针对水资源、水环境状况和特点，近年来，

我市先后编制了《高邮市水资源综合规划》、《饮

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等，为进一步优化水资

源配置、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有效控制区域用

水总量奠定了科学基础。”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有效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等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去

年，我市还结合省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相关

要求，提出了“到2017年底，全市取水总量控制

在6.88亿m3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到18m3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5以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80%以上，

水域面积率不低于现状16.9%”的目标。围绕上

述目标，市水利部门建立完善了水资源有偿使

用制度、区域取水总量控制制度、水资源论证和

许可制度、取水许可监督检查制度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初步实现了从粗放式用水向计划用水、制

度用水转变的目标。

近年来，我市农业用水计划直接由扬州下

达，约为70000万吨/年；非农业用水严格按照

省、扬州市核定的取水总量指标分配，约为

7755万吨/年，其中地下水在850万吨/年左

右，超额用水将受到处罚。所有新申请取水户均

须按照查勘、论证、审批、试运行、验收、发证等

程序，通过水资源论证后，才能获得取水许可；

对地下水开采也有明确申请程序和管理规定；

在水资源相关费用征收方面，职能部门按标准足

额进行征收，规费统一解缴至市财政专用账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取水许可监督检查方

面，执法人员严格按照一证、一表、一卡、一牌、一

档“五个一”管理制度要求，建立健全取用水户相

关资料，重点提高计量设施的安装率和完好率，

确保装表到位、计量到位、水资源费征收到位。

此外，在强化水

功能监测管理方面，

水利部门将相关水域

划分为 14个水功能

区，设立15个监测断

面，每个月都对控制

断面进行巡查取水化

验，定期公布水质报

告。同时，不断强化对

市属骨干河道排污口

的监督管理，建立了

稳定达标的长效监控

机制，使全市水环境

质量有明显好转。

去年，扬州市组

织相关部门对我市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落实情况进

行考核，我市被评为

综合优秀，水资源管

理各项工作受到上

级好评。

打造专业队伍，强化水政执法，维护水事秩

序，保障水资源安全，保证水工程完好

我市地域环境特殊，水利设施多，涉水矛盾

多，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水政执法队伍尤

为重要。为此，市水利局专门成立了一支近40

人的专业执法队伍，规模和专业化水平在全省

水利系统中位居前列。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护

水利设施、保护水资源、调处涉水矛盾、涉水规

费征收等等。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既是执法员、

收费员、管理员，又是协调员、护航员、服务员，

多次被市有关部门评为“群众最满意执法队

伍”，在推进水利工程建设、保障水利资产安全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地下水管理、违章占用等水事案件查处

过程中，市水政执法大队一方面通过建立内部

联合执法网络体系，不断加强执法巡查，做到及

时发现违章行为，及时制止；另一方面，通过建

立常态化外部综合执法机制，与市法院、市法制

办、公安、城管、环保、国土、交通、农委、工商等

部门单位互动执法，在全市范围

内形成依法治水管水的强大合

力，对涉水违法行为起到了有效

的震慑作用。

去年，开发区某企业擅自凿

井开采地下水，接到群众举报后，

市水利局水政执法大队立即派人

前往处理，该企业负责人先是避

而不见，后又找人说情。执法人员

多次对其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劝其补办相关手续，该企业负

责人仍然我行我素。为维护相关

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保护地下水

资源，职能部门决定采取强制措

施，果断对该企业擅自开凿的开采井进行了封

井，并扣押了相关设备。今年春节刚过，开发区

等地的企业又利用节假日偷凿深井，执法人员

接到举报立即进行了制止，扣押了有关设施，并

对深井进行封填。

在开展日常水政执法巡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按照预防为主、全程监督、事前防范与事后查

处相结合的原则，对工业园区、集镇河道等水事

违法行为易发区域、重点区域，增加巡查频率，

并做好巡查记录和台账，做到巡查情况有记载、

违章行为有证据、违章处理有结果。

近年来，在城市河道周边搭建违章建筑现

象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每逢节假日，更是违章事件高发时段，突击搭

建、违章打井等现象屡禁不止。为有效扭转这一

局面，市水政监察大队积极介入，通过上门宣

传、书面告知、依法强制拆除等办法，确保河权

不受侵犯。2013年10月11日，有网民在“清风

高邮”论坛举报文化宫路公园新村内有居民覆

盖公园大沟突击建房。接

到举报后，市水政监察大

队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

场展开调查取证，与市相

关部门、公园村通力协

作，主动化解矛盾。后行

为人自行拆除了违建房

屋面积10.5m2，拆除覆盖

公 园 大 沟 的 楼 板 14.

37m2，按规定恢复了河道

原状，对其他违章建设户

起到了警示作用。去年，

卸甲镇某支渠被覆盖，接
到举报后，水政执法人员

随即与当地政府、村组联

系，并在调查取证的基础

上对当事人进行宣传教

育，后当事人主动拆除了

违章建筑。

在大力开展水事执法

的同时，市水利局还认真

开展了涉水行政权力清理

工作，以进一步规范行政

权力运行条件、权责和时限。去年，水利部门共废

除行政征收2项、行政裁决1项、行政确认1项，

将110项行政权力（正在使用的有38项，申请挂

起的72项）及全年行政许可事项、规费征收票据

及时录入网上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公示，接受监

督，确保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

据统计，2014年，市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

共开展巡查640次，出动巡查1688人次，涉企

检查报备5件、查处答复举报48起，查处违法

行为26起、立案4起，拆除违章建筑186.3m2，

清除违章占用1089.5m2，封闭浅层水井37眼。

市水利局水政水资源负责人表示，“2015

年，我市‘省级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相关工

作进入关键期，我们将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进

一步强化水政执法工作，进一步严格水资源管

理，努力推进水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工程，为早

日将高邮打造成一个‘河湖安澜、节水高效、碧

水畅流、良性循环、文化传承、管理规范’的水生

态文明城市作不懈努力。”

高邮
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