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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湖区人民一封信
广大的湖区人民：

湖泊湖荡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发挥着调蓄洪水、供

水、维护生态多样性、净化水质、养殖、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市共有11个湖泊湖荡，总面积570.634平方公里，勘

界设桩400根。其中运东地区有9个湖荡（菜花荡、官垛荡、洋

汊荡、司徒荡、耿家荡、白马荡、崔印荡、唐墩荡和绿洋湖），设

有界桩292根，涉及范围85.794平方公里；大运河以西区域

有湖泊 2个（高邮湖、邵泊湖），设有 108根界桩，境内面积

484.84平方公里。共涉及临泽、甘垛、三垛、周山、开发区、龙

虬、车逻、卸甲、高邮、界首、送桥和菱塘等12个乡镇园区。

全社会公民应积极参与湖泊湖荡的管理与保护，做到“十

要”：要保护荡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要维护河湖生态，建设

生态文明；要贯彻执行《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要贯彻落实

《江苏省湖泊保护规划》；要遵循湖泊保护“统筹兼顾、科学利

用、保护优先、协调发展”的原则；要依法加强湖泊、湖荡和滩

地保护；要尊重科学，合理利用，发挥湖区应有功能；要按照水

功能区划确定的目标保护水质；要按照《防洪法》的规定履行

工程建设报批手续；要保护湿地资源，实现人湖和谐。“十不

要”：不要破坏湖泊的生态环境；不要在湖区保护范围内从事

影响湖泊的行水蓄水能力和其他工程设施安全的活动；不要

在湖区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与防洪、改善水环境无关的建筑

物、构筑物；不要在湖区保护范围内排放未经处理的或者处理

未达标的工业废水；不要在湖区保护范围内倾倒、填埋废弃

物；不要在湖泊滩地和岸坡堆放、贮存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

物；不要在湖区保护范围内圈圩养殖；不要在湖区保护范围内

围湖造地；不要将湖滩、湖荡作为耕地总量占补平衡用地；不

要在湖区禁采区内采砂、取土、采石。

为了更好地维护好湖泊湖荡资源，有效地发挥湖泊湖荡

功能作用。欢迎监督举报违法占用湖泊湖荡行为。

举报电话：0514-84604860（运东）

0514-84242238（湖西）

高邮市湖泊管理处

二O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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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市水利局

2015年，我市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以落实“三条红线”、完善“四项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总量

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纳污控制，逐步完善水资源管理

指标控制体系与考核制度，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全市年

度用水总量为6.15亿m3，节约用水0.73亿m3；万元GDP用水

量较上年下降4%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6%；农业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63；城区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城乡区域供水实现全覆盖，全市地下水水位上升明显，无

地下水漏斗区。

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严格控制区域用水总量，加强取用水日常监督和年度监督

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方案，从源头上控制水资源浪费。年初，会

同发改委及时下发各乡镇园区农业用水计划，对全市145家非

农业用水户及16家自来水用水大户下达取用水计划，计划下达

率达95%以上。

加强用水效率管理，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作为扬州首家创建节水型社会的县（市），在2012年我市正

式被省政府授予“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的基础上，不断巩固

创建成果，坚持每年推进机关、企业、社区等节水载体创建，累计

创建省、市级节水型企业单位、节水技改示范项目46个，建成

省、扬州市级节水型社区、小区、学校及医院31家，完成我市唯

一也是扬州最大的省级节水型灌区创建。与此同时，还特别注重

节水制度的执行，较好地完成了节水型社会指标目标任务，用水

效率控制明显。

强化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严格控制排污总量

全年对境内省级14个水功能区15个断面进行全覆盖监

测，编制水资源公报和水质公报并定期发布。加强排污口管理，

对全市骨干河道及主要支流上设置的排污口常态巡查；重点开

展南水北调输水干线排污口稽查，对不符合规定的排污口责令

限期关闭或整改。加快实施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建设，提高城镇生

活污水收集率，新建截污管网12.3公里，城市污水处理率达86.

2%，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

主要工作成效

2015年，我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方案要求，规范

稳步实施，水资源管理水平显著提高，水资源保护取得新进展，

节水型社会建设有效推进，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

水资源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在实现水务一体化管理的基础

上，成立了高邮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出台《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制

定印发了《关于加强水利综合执法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乡镇

有水务站、片区有管理单位、全市有水政监察大队”三级联动综

合执法工作机制，新增兼职水政员65名，将区域事权、责权明确

划分，形成水资源管理、水行政执法、行政规费征收网格化管理，

实现了全市涉水执法全覆盖。

水价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我市从三个方面稳步推进水价改

革。一是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制定了高邮市城区居民用水阶

梯价格调整方案，2015年11月15日经市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

会议研究决定并实施。二是执行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我市及时

下达水资源调价文件，自备水源用水户超计划部分按照累进加

价原则加收水资源费。不断加强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不擅自

减免、缓征或停征水资源费，保证收费率。三是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推广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成果，通过建立六项

制度，构建水价改革平台；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实行农业用水总

量控制；建立水价形成机制，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成立5个村

农民用水户协会。

水环境治理机制逐步健全。全市分3大片区实行区域供水。

累计投入6.2亿元，扩建水厂3座，铺设主管网195公里、支线

管网5100公里，建成增压站7座，回购关停镇村小水厂85座。

市财政投入近4000万元，对包括农村河道保洁在内的农村环境

实行“五位一体”长效管护，招聘了2000多名日常管护人员，设

立管护责任公示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大力推进农村河道确权

划界工作，进一步明确农村三级河道的管理范围和管护责任，城

乡河道“河长制”全面落实。

水生态文明创建彰显成效。我市按照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

任务要求，大力推进城市河道综合整治、污水治理等重点工程建

设。投入5.33亿元，先后实施了市河一、二期截污引流工程、东

门大沟、南海子河活水、南澄子河“清水活水，不淹不涝”工程、北

澄子河上段区域治理（含元沟子河、老横泾河、钓鱼三组河）等工

程。结合城市河道综合整治及城市建设，全年共铺设各类污水管

道8.7公里，完成城区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北澄子河闸站工程项

目；投资7861万元，设计规模5万吨/日，完成二水厂民生幸福

扩建工程，投资5000多万元，推进运河东堤风光带建设。

水利试点改革取得新进展。积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

点，争取试点项目资金和经费2328万元，新、改建灌排泵站21

座、末级渠道改造26.8公里，安装计量设施56只，成立规范化农

民用水户协会13个；对13个乡镇的所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

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共发放产权登记证248本。同时落实管

护主体和责任，签订管护合同，积极筹措管护资金，强化监督考

核，基本实现了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管护良好、运转良性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