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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力构建—我市全力构建““大水务大水务””发展格局综述发展格局综述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支撑

和基础保障。近年来，我市水务部门紧紧围绕“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针，在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城市治水兴水、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

能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责任等方面持续练内功、下苦功、做实

功，探索出一条适宜我市水务实际的“菏泽路径”。

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治国必先治水，水治才能兴邦。
初冬的曹州大地，依然艳阳高照，一处处重

点水利工程建设现场热潮涌动。
11月 18日，2023年度省重点工程东鱼河北

支治理工程现场机器轰鸣，处处呈现出紧张繁忙
的建设场景。“这个项目属于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总投资 2.5亿元，治理长度 23.8公里，建设 23座桥
涵闸建筑物。”成武县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侯
亚洲介绍，“工程完成后，可增强流域内引水调水
能力，满足工业和农业用水需要，提高防涝抗旱能
力。”

近年来，成武县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高效
推进。积极开展河道综合治理，清淤治理河道
352公里，完成总投资 7.8亿元，大大提高了防洪
除涝能力；投资 4035万元新建胜利河小天宫庙
闸、五干沟李小楼闸、安济河大王堂闸，有效改善
了水生态环境；实施完成了危桥改造 89座，累计
完成投资 800万元，为群众生产生活交通提供了
便利条件。

为加快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我市水务部
门抢抓黄金季节，集中发力、全面开工，积极调配
资源投入，精心编制施工计划，为工程建设顺利推
进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共计划实施 6类 55个水
利项目，年度投资计划 30.23亿元。“我们坚持每周
调度一次工程进展，每两周通报，并将水利重点工
程建设纳入市政府‘1+7+N’大督查体系。”市水务
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庆国介绍，截至 7月底，我市
共完成投资 12亿元，完成比例 37%，6个项目完成
年度建设投资任务。“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
情况下，我们切实扛牢‘三管三必须’部门责任，开
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活动 46次，开展工程建设、
动火等危险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全面排查 23次、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30次，组织安全监管执法人

员培训 3次，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79人，
推动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使重点工程建
设得以顺利推进。”张庆国说。

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幸福水，润心田。
走进牡丹区都司镇周楼村村民王俊芝家，里

里外外收拾得干净利落。庭院一角，一根自来水
管探出来，“拧开水龙头，清水哗哗流，啥时候都有
水，生活方便多了。”王俊芝说，以前村民们使用的
自来水水质不好，含氟超标，长期喝这种水容易引
起牙根发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让他们喝上了“幸
福”水。

近年来，牡丹区积极推进以地表水为水源的
城乡供水一体化供水工程建设，紧盯“提质”“安
全”等关键环节，将让群众“用上水、饮好水”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全力巩固提升集中供水，多措并举做好农村供水
保障，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牡丹区水务局根据“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
供水一体化”和“同源、同网、同质”的供水目标，引
进 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城乡供
水一体化工程，大规模建设水厂、主管网等工程，
全区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加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得到全面解决。

11月 15日，在老洙水河骨干河道治理现场，
巨野县水务局水利工程服务中心科长董国良介
绍，老洙水河多年未治理，淤积严重，“这次治理完
成后，可大大改善引水灌溉条件，恢复河道生态，
对城市防汛也能起到关键作用。”

今年，巨野县综合治理老洙水河中段、黄沙
河、丰收河、山园河等 4条河道，完成投资 2亿元。
为做好工程项目建设管理，保障投资效益的发挥，
巨野县成立了以县分管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设立了清障、技术、资金等工作专班，靠前服务，全

力做好工程建设推进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总投
资的 67%，预计 12月底完成全部投资任务。

巨野县骨干河道治理工程实施后，可大幅降
低县域内洪涝水威胁。同时，通过开挖河槽、重
建、维修加固水闸，改善既有灌溉条件，保证春秋
两季作物的正常生长。经测算，项目建成可恢复
或改善灌溉面积达 11.11万亩。

“农村供水水质保障三年专项行动开局良
好。”张庆国说，“聚焦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的目
标，面对工期紧、任务重等诸多困难，我们精心组
织，统筹谋划，通过每周调度推进、人员下沉一线、
资金优先保障、强化施工投入、现场督导检查等系
列有力措施，帮助指导各县区顺利开展工作，全力
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今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计划
投资 14.15亿元，涉及十个县区的水厂改扩建、村
级以上管网和村内改造等项目。目前有关项目正
有序推进，累计完成投资 2.66亿元，占总投资的
18.80%。同时，积极争取农村饮水维修养护项目
中央资金 3900万元，包括实施村级及以上管网、
配套设施改造等建设内容，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2413万元，占维修养护项目总投资的 61.87%。”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格局形成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格局形成

涓涓清流润民心。
“以前浇地看得见，现在基本上都看不见了。”

近日，在巨野县田庄镇前张庄村郓巨河岸边，巨野
县水务局水资源管理股股长张仁才看着即将投入
使用的一体化泵站，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纵横交错的农田沟渠被称为农田水利的“毛
细血管”，是农业灌溉的重要保障。以前，前张庄
村有些沟渠不能通到地头，只能抽取地下水浇
地。遇上连续强降雨，又容易产生内涝，造成农作
物减产。“一体化泵站的优势就在于投资小、占地
小，一个人用手机就能完成操作，而且可以根据雨
水情况及时调节灌溉，从根本上保障了农业增产
增收。”

在巨野县赵王河田桥镇后屯泵站建设现场，
施工队伍正干得热火朝天。该项目是 2023年巨
野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之一。

“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一体化泵站的底板钢筋
绑扎，这种泵站操作简单方便，既能灌溉，又能排
涝，像这样的泵站一共新建了 8座。”巨野县水务
局水资源管理股副股长欧士伟说。

近年来，为破解水资源短缺“瓶颈”，巨野县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大力
实施 2023年度国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做
好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工作，遏制地下水超采。

此外，巨野县从组织规划实施、政策法规、投
入保障、监督考核、公众参与等方面，有针对性地
提出综合整治的保障措施，建立完善的巨野县地
下水超采区综合整治保障体系，保障农田灌溉用
水和河湖健康的长期稳定。

据了解，2023年度国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项目主要包括清淤河道沟渠总长度 20.26千米，
新建泵站 8座，维修加固泵站 3座，新建节制闸 9
座，改建生产桥 1座，总投资 2500万元。项目于
2023年 6月 10日开工，计划 2023年年底完工。

“项目实施后可补偿因地下水压采而
占用的农业灌溉水 188万立方米，调蓄南
水北调长江水 324万立方米，对优化配
置水资源、持续改善地下水环境起
到积极作用。”张仁才说。

如今，随着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的实
施，巨野县既增加地表水灌溉面积，又压采了宝贵
的地下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水能蓄。

“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加快推动用水方式向节
约集约转变。全面推动了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及山
东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的落实。”张庆国
介绍，目前全市共核查登记取水口 16万余个，核
查取水项目 6122个，实施整改 1447个，全市各类
取水项目整改提升完成率 100%。印发了《菏泽市
创建国家级节水型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加快推进
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推动地热水开采规范整
治，截至目前，全市 188个地热取水单元，已关停
取水单元 65个，有回灌措施且已安装水量计量设
施的地热单元 70个。推进地下水超采区治理，截
至 7月底，全市共封停深层承压水井 47眼，压减水
量 327.12万立方米。最大限度地多引、多蓄、多
用黄河水，今年以来累计引黄水量 5.4亿立方米，
为全市工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城市生态用水
提供了可靠的黄河水源保障。

““河长制河长制””促进促进““河长治河长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条河以前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自从治理

后，变成了现在的岸绿水清，我们巡河也有劲了，
每月至少巡河十次以上。”11月 17日，正在巡河的
鄄城县临濮镇箕山河村级河长毛凤格说，自全面
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鄄城县围绕“见河长、见行
动、见成效”的要求，着力队伍、制度、智慧平台管
理“三个完善”，实施建立三级河长体系，精准压实
责任，综合统筹施策，河道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鄄城县水务局全面推进箕山河美丽
河道建设，投资 1346万元，对箕山河上段实施了
生态河道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桥梁改
建、岸线绿化、栽植护岸植被等。对濮水公园的景
观亭阁、亲水平台、休闲广场、健身步道进行了建
设。

“河长制”促进“河长治”。近年来，我市始终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
全面深入实施“河长制”，逐步实现从“管住”向“管
好”转变。

今年，我市组织召开全市总河长工作会议，
签发第 9号总河长令，印发《菏泽市 2023年度河湖
长制工作要点》《市级河湖长巡查河湖工作规则》，
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河湖
长共完成巡河 38万余次，发现解决河湖问题 1362
处，及时协调解决一大批河湖管理范围内的突出
问题。

常态化开展“清四乱”。强化问题导向，市
县共排查整治 33 处，复核水利部遥感问题
3781处，其中属实 35处，目前已整改完成 7
处，切实维护江河安澜。同时，本着“因
地制宜、重点突出”的原则，积极创建
打造省级美丽幸福河湖，目前正按
照建设方案规定的时间节点稳步
推进。

城市治水兴水加速推进城市治水兴水加速推进

治水兴水，润泽一方。
今年 4月，市委书记张伦在新一轮“突破菏

泽”推进大会上强调，要抓好水资源保护、沿黄生
态修复等重点工作，积极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

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是华润电力进入
山东的第一个项目。近年来，市水务局指导帮助
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引进、推广、应用节水新
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快对高耗水工艺、设备的
节水改造，实现企业一水多用，循环用水。

在市水务局的指导帮助下，该公司建立健全
节水管理制度。制定各项节能节水管理制度，明
确要求对供水用水设施、设备和器具的管理和维
修、定检工作，防止跑水、冒水、滴水、漏水现象发
生。狠抓各项节能节水制度的落实工作，对各种
供水、用水设施定期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
处理。节水型器具使用率 100%。

治水兴水事关菏泽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实施“两个清零、一个提标”，
确保相关工程顺利实施。截至 7月底，2023年计
划完成市政合流管网改造 149.08公里，已完成改
造 137.3公里，完成率 92%，基本完成了源头排水
单位雨污分流改造。新建、改建污水管网 30公
里。计划提标改造的市一污、定陶区一污、单县二
污、巨野县一污、鄄城县一污提标改造已进场施
工，正在进行工程建设。

为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我市建立了防止
返黑返臭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各区（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排查，加强水体监测和日常监督，即知即
改、动态清零，促进城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加强供水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截至 7月
底，全市新建供水管网 28.9公里，改造老旧供水管
网 28.7公里，“一户一表”改造率约 46%，公共供水
管网区域漏损率约 7.25%，完成全市供水水质年
检，水质达标率 100%。用水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全市新增水电气暖联合营业厅 4家，实现关键点
位供水设施水量、水压、水质等信息实时监测，供
水服务能力和供水智慧化管理进一步提升。

水利万物而不争。当前的菏泽，正站在积厚
成势、蓄势跃升的新起点。菏泽水务部门治水兴
水惠民生的诸多举措，正在为经济社会快速稳定
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水资源支
撑和水安全保障。

登龙兼折桂，更上一层楼。菏泽这方热土，
正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文/图 记者 仝志华 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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