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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年底，聊城市将完成全市现代水网示范区建设任务

努力打造现代水网建设的“聊城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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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山东省人
民政府印发《国家省级水网先导
区建设方案(2023-2025)》(鲁政
字[2022]248号)，明确提出开展山
东省现代水网示范区建设，鼓励
现代水网建设条件较好的市积极
创建示范区，先行先试，发挥引领
作用。为全面融入省级水网，加快
推进全市现代水网建设实施，聊
城市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安排部
署，积极开展市级现代水网示范
区创建工作。

《山东省聊城市现代水网示
范区建设方案(2023—2025年)》
(以下简称《建设方案》)于2023年
年末获市政府批复，《建设方案》
着重围绕提升城乡水利基本公共
服务能力和改善人居环境，统筹
水资源调配、防洪排涝、农田灌溉
及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提高河湖
水系连通属性，推动区域水网协
同融合。

3月20日，聊城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市水
利事业发展和保障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孙泽龙对《建设方案》进
行了解读。

《建设方案》共十个章节，主
要包括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及保
障措施等。

总体要求。提出了《建设方
案》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
目标及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要坚
持“人民至上、人水和谐；高点定
位、突出特色；系统谋划、有序推
进；立足长远、保障安全；政府主
导、两手发力；改革创新、示范带
动”的基本原则，在现有水网建设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完善水利基
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改革创
新水网管理体制机制，到2025年
年底，完成全市现代水网示范区
建设任务，现代水网建设取得明
显成效，努力打造现代水网建设
的“聊城样板”。

主要任务。《建设方案》确定
了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构筑“三
网四带”总体格局，明确了七方

面具体任务：聚力“水网+防洪安
全”，构建水旱灾害防御工程体
系，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筑
牢水安全保障网；聚力“水网+民
生改善”，完善水资源配置利用，
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织密水民
生服务网；聚力“水网+生态环
保”，打造全域生态水网，构筑水
生态保护网；聚力“水网+乡村振
兴”，积极打造美丽幸福河湖，构
建水美乡村示范带；聚力“水网+
交通运输”，结合交通规划，建设
堤路结合及水上航道示范带；聚
力“水网+文化旅游”，结合水文
化和水利风景区，建设文旅融合
示范带；聚力“水网+产业发展”，
发展节水产业，建设绿色发展示
范带。

保障措施。《建设方案》从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要素保障、优化
流程管理、适时跟踪总结等四方
面明确了具体保障措施。

为确保《建设方案》贯彻落
实，聊城市成立现代水网示范区
建设工作专班，汇聚部门和地方

政府工作合力，定期对现代水网
项目谋划建设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进行专题研究，对于全市现代水
网建设推进工作，定期向市委、市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专题汇
报，明确全市水网建设思路，研究
推进水网重大事项，解决重大问
题，着力破解关键制约因素。

邀请有实战及具体操作经验
的专家开展“水利+”项目包装培
训。以上级资金申报的要求为导
向，合理确定项目法人，科学测算
项目收益，做好项目包装，及时纳

入发改、财政项目库。同时，定期
派人赴省水利厅、省发展和改革
委沟通对接项目情况。

紧盯国家政策机遇，积极推
动《建设方案》中各级水网项目
的建设及资金申请，组织各级水
利部门深入学习，熟练掌握债券
资金申报程序，为后续项目谋
划、债券包装夯实工作基础。在
项目资金使用环节，建立施工过
程结算机制，完成一批、结算一
批、拨付一批，避免资金滞留，确
保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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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市现代水网示范
区建设方案(2023—2025年)》(以下
简称《建设方案》)于2023年年末获
市政府批复，聊城市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安排部署，积极开展市级现代
水网示范区创建工作。

3月20日，聊城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市水
利事业发展和保障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孙泽龙介绍，到2025年年
底，聊城市在现有水网建设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完善水利基础设
施布局、结构、功能，改革创新水
网管理体制机制。

建设目标为，完成聊城市现
代水网示范区建设任务，市级水
网覆盖范围达到100%，5级以上
堤防达标率达到90%以上，县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达到100%，
水土保持率达到95 . 05%，全市粮
食产量稳定在110亿斤以上，重

点水利工程数字化率达到85%以
上；新增供水能力1 . 8 6亿立方
米，非常规水利用量1 . 1亿立方
米以上，供水安全系数达到1 . 1，
城乡供水一体化率达到98%以
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
2020年下降22%、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比2020年下降12%、农

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 . 6376；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不小于50%，
中心城区排涝标准达到20年一
遇，城区景观河道比例达到75%，
建成15处水文化场馆所、水情教
育基地，打造5个现代水网示范县
及各具特色的现代水网示范镇、
示范村。

聊城市现代水网示范区建设目标：

市级水网覆盖范围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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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水网融合功能是指聚力
“水网+”行动，构建水安全保障
网、水民生服务网、水生态保护
网、水美乡村示范带、堤路结合及
水上航道示范带、文旅融合示范
带和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发展格
局。

《山东省聊城市现代水网示
范区建设方案(2023—2025年)》
提到推动形成“三网四带”现代水
网建设发展格局，提升现代水网
融合功能和综合效益，市水利局
副局长张胜昔介绍，聚力“水网+”
行动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
现。

通过实施河道治理工程、重

点涝区治理、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和水旱灾害应对能力建设，筑牢
水安全保障网。

通过实施蓄水工程建设、灌
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区域
水资源配置工程和城乡供水工
程，织密水民生服务网。

通过实施水环境保护治理、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地下水

超采综合治理工程和重点河湖生
态保护与修复，构建水生态保护
网。

通过实施美丽幸福河湖建设
和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聚
力建设水美乡村示范带。

通过实施沿河道路建设和水
上航道建设，建设堤路结合及水
上航道示范带。

通过挖掘水文化潜力、推动
水利风景区集群发展和培育壮大
涉水文旅市场，建设文旅融合示
范带。

通过“以水定产”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加快水利机械装备制造
业发展、推进饮用水产业和生态
渔业发展和出台加快水经济发展
措施，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带。

聚力“水网+”行动，多举措提升现代水网融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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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成功创建山东省市级
现代水网示范区，水网建设工作
在全省示范引领，《山东省聊城市
现 代 水 网 示 范 区 建 设 方 案
(2023—2025年)》于2023年年末
获市政府批复，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安排部署，聊城市积极开展市
级现代水网示范区创建工作。3月
20日，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

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市水利局发
展规划科科长杨磊介绍了本次方
案的亮点。

抓好重点工程建设，促进
水网互联互通。对示范区建设
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
推进，建立健全推进机制，强化
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加快推
动落地落实。重点实施徒骇河、
马颊河、漳卫河、金堤河防洪治
理，位山灌区、彭楼灌区等大型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现 代 化 改 造 、
200—3000平方公里中小河流
治理等工程。同时，做实后续项
目谋划储备，推动形成项目滚
动接续机制，为未来规划建设
创造条件、预留空间。

抓好技术改革创新，增强
水网调控能力。健全完善水网
工程运管体制，推进制度创新
与技术创新，通过实施位山灌
区等数字孪生流域等先行先试

项目，推进实体水网与数字水
网相融合，精心打造智慧水网。
推进改革创新，着力深化水价、
水权、水市场改革，加快实施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水网良
性运行。

抓好水网功能融合，提升水
网综合效益。实施“水网 +”行
动，统筹水安全、水生态、水经
济、水民生融合发展，加强部门
间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大水利”

工作格局。大力支持发展“水经
济”，利用引黄干渠、河道综合治
理、美丽幸福河湖等建设成果，
促进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带动
沿线产业升级、城市功能提升、
水美乡村建设。全方位推动落实

“四水四定”原则，实施深度节水
控水行动，加强地下水超采治
理，推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相适应。

重点实施大型灌区改造治理，促进水网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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