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聊政字〔２０２４〕１９号

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聊城市建设节水型社会先行区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

机构:

现将«聊城市建设节水型社会先行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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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建设节水型社会先行区实施方案

为加快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高质量建设节水型社会,现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一)落实“四水四定”和用水总量强度双控.把水资源作为城

镇规划建设、区域资源开发、产业结构布局、重大项目选址和审批

的重要依据.健全市、县两级行政区规划期及年度用水总量和用

水强度管控指标体系,探索开展水预算管理工作.合理确定灌溉

规模,引导适水种植、量水生产.强化用水定额标准在相关规划编

制、节水评价、取水许可、计划用水管理等方面的约束作用.到

２０２７年年底,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２０．１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用水量较２０２０年下降３５％以上.(牵头单位:市水利

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

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严格用水过程管理.科学划定水资源管理分区,强化水

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落实用水统计管理要求,全面加强对

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环境补水等用水量的统计管理.到２０２７年

年底,完成聊城市节约集约用水集成改革.(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城管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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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推进农业农村节水增效

(三)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节

水改造,打造一批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

化新型生态灌区.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完成位山、彭楼、郭口、陶城铺

４处大型灌区和仲子庙、刘桥西引河、班庄３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累计改造提升８５万亩高标准农田,完成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１５万亩建设任务.(牵头单位:市水利局;责任

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

开发区管委会)

(四)提升完善数字孪生灌区水工情监测设施.以物理灌区为

单元、时空数据为底座、数学模型为核心、水利知识为驱动,建设数

字孪生灌区,对物理灌区全要素和建设运行全过程进行数字映射、

智能模拟、前瞻预演,与物理灌区同步仿真运行、虚实交互、迭代优

化,实现对物理灌区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强化水资

源优化调度和配置.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完成位山灌区数字孪生灌区

区域设施优化升级,打造全国数字孪生灌区“聊城样板”.(牵头单

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五)推进农村生活节水.实施农村集中供水管网节水改造,

推行农村供水“一户一表”建设,积极推进便捷收费和信息化管理.

因地制宜推动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推广“生物＋生态”等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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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低能耗污水处理技术,鼓励农村污水就地就近处理回用.

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完成１０处农村供水设施设备及供水管网改造提

升.(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责任单

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三、推动工业节水减排

(六)严控高耗水项目建设.加快推动高耗水产业结构布局优

化升级.沿黄重点地区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项目.已

备案尚未开工的拟建高耗水项目开展重新评估,属于落后产能的

已建高耗水项目坚决淘汰.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较２０２０年下降１６％以上.(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行政审批局;责任单

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七)推进重点行业废水循环和梯级利用.加快推进企业废水

深度循环利用,推动高耗水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升级,不断提高用水

重复利用率.坚持将再生水作为工业园区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

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理制度,推进园区内企业间用水系统集成优

化,实现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梯级利用.到２０２７年年

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９４％以上,重点监控

用水单位全部完成水平衡测试,推动聊城市化工园区实现一水多

用和循环梯级利用.(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城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

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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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进城镇生活节水降损

(八)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持续扩大城镇公共管网非居民用

水户计划用水管理范围,将用水定额作为计划用水下达主要依据,

严格执行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适时提高水价阶梯标准.严

格限制高耗水服务业用水,从严控制特种行业用水定额,积极推广

循环用水技术.(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九)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

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等,加快对材质落后或受损失修的供水管网

进行更新改造.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完善市政、绿

化、消防、环卫等用水计量体系.推动供水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平台

建设,对供水设施运行状态和水量、水压、水质等信息进行实时监

测,精准识别管网漏损点位,进行管网压力区域智能调节,逐步提

高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的信息化、智慧化管理水平.到２０２７年年

底,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７．７％以内.(牵头单位:市

城管局;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加快节水器具普及、推广、更新.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产品,提高节水器具使用率,开展公共机构节水器具普

及更新工作.新改扩建公共建筑全面使用节水器具,严禁使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按照节水“三同时”管理的要求,建设新

改扩建项目时,做到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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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投入使用.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城市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１００％.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机关事务局、市水利

局、市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

管委会)

五、高效利用非常规水源

(十一)推进再生水利用.推动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园区与市

政再生水生产运营单位合作,完善再生水管网,提高再生水利用比

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城融合废水高效循环利用新模式.鼓

励火力发电、城市绿化、景观生态等建设项目加大再生水使用比

例.鼓励、支持再生水利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

开发和推广应用,提高再生水利用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技术产业

化.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５７％以上.(牵头单

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二)推动集蓄雨水利用.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建立

“渗、滞、蓄、净、用、排”六位一体的“城市海绵体”,加强雨水集蓄利

用,提升雨水资源涵养能力和综合利用水平.新改扩建城市公园、

居住社区、绿地、道路广场等项目中合理推广雨水渗滞、调蓄、利用

等设施,推进就地消纳、就地利用;在现有河湖水系的适当位置设

置拦河坝闸,加快在建平原水库建设,拦蓄雨洪水提升水资源利用

率.(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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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创新发展节水产业

(十三)培育节水服务企业.实施节水服务型企业培育计划,在农

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着力培育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性

强、发展潜力大、融资能力强的节水服务型企业.鼓励节水服务企业

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强商业和运营模式创新,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和

市场竞争力.支持节水企业集群发展,形成龙头企业和大量专业化技

术服务企业的良性发展格局.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培育５家节水服务企

业以上.(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四)促进节水装备产品制造发展.培育和发展一批节水装

备与产品制造企业,壮大节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核心力量,推广应

用先进节水灌溉设备、工业节水装备和生活节水器具.鼓励对节

水产品实施质量认证,通过认证的节水产品可按规定使用认证标

志.加强节水产品质量控制和品牌建设能力,发挥行业协会、技术

机构、龙头骨干企业和中小企业作用,联合打造区域品牌,提升节

水产品附加值和影响力.鼓励采用“产业园区＋节水创新孵化中

心＋产业联盟”一体化推进模式,到２０２７年年底,阳谷县塑胶节水

管材产业园产值突破１５亿元,带动全市节水产业发展.(牵头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水利局、市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七、坚持“政产学研用金”一体联动

(十五)为“产学研用”提供政策支持.完善节水高新技术政策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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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系,建立健全多角度、全链条的节水扶持政策体系.加强政策的

相互衔接及配套落实,推动以发展节水产业为核心的政策措施有效落

地.(牵头单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六)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建设高能级创新载体和平台,布

局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院士

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加强关键节水技术协同攻关,聚焦用水精准

计量、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非常规水利用、

精准节水灌溉控制等先进技术及适用设备研发.深化与聊城大

学、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山东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的

合作交流,联合建设节水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实现节水科研成果在

聊城市转化.到２０２７年年底,将信发集团打造成省级节水科技创

新试点.(牵头单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市教育体育局、市科技

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

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七)支持新兴金融支撑科技创新.健全财政投入政策体系,

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将节水作为绿色金融重要的支持方向,鼓励

金融机构对节水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金融服务,

对节水项目给予贷款或增信支持.因地制宜推行PPP模式,引导社

会资本积极参与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非常规水开发利用等项目的

建设运营.(牵头单位:市财政局、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市发展改

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聊城金融监管分局、市城管局、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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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十八)深化推进水价机制改革.深化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改

革,建立健全定价机制,逐步推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

“两部制”水价制度,推行区域综合水价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

成机制,分类推进农业水价改革,调动农民参与改革、实施节水的

积极性;持续深化城乡用水价格改革,完善差别化水价政策.(牵

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

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九)积极推动水权交易和合同节水管理.深化用水权改革

方向,建立农业水价回归成本、非农用水市场调节机制.积极推动

在农业节水灌溉、工业节水改造等领域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采取水

权转让、收储、回购等方式进行节水量市场化交易,积极推进“合同

节水＋水权交易”建设.因地制宜推行效益分享型、效果保证型、

费用托管型典型模式下的合同节水管理.到２０２７年年底,推动

１０家以上单位开展合同节水管理;农业灌区在满足区域内农业用

水前提下,实行节水量跨区域、跨行业转让,提高节水效益.(牵头

单位:市水利局;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九、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二十)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加强节水知识传播,充分发

挥宣传主管部门、行业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的作用,加强节水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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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创作和刊播,举办节水知识讲座,不断扩大节水宣传教育的覆

盖面.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节约用水教育,扎实落实课程设置要求,

将节水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完善公

众参与机制,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普及节水知识

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果,提高公众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知度、认

可度和接受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氛围.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十一)打造节水宣教文旅载体.以突出黄河文化、运河文

化、水文化为主线,依托节水教育基地、现有水利工程管理设施及

市县两级博物馆、科教机构、涉水企业等机构和场所,建立一批节

水教育实践基地,开辟若干节水宣教文旅线路,构建“点线面”节水

宣教文旅新格局.(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教育体育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责任单位: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保障措施

健全节水型社会建设协调机制,定期召开节水型社会建设协

调会议,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解决节水型社会建设

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节水型社会建设顺利推进.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主体,

要结合自身实际细化工作措施,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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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