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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发展成就巡礼———水利篇

———我市水利工作纪实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与我

市的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密切相关。 一项项水利
工程润泽四面八方， 一汩汩甘甜清泉流入千家
万户， 一条条渠道通向田间地头……这是建市
以来我市水利工作的一幅幅图景。

建市以来，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利事
业 ， 水利投入大幅增加 ， 水利建设大规模展
开， 水利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水利发展能力日
益增强。 特别是近年来， 全市水利系统全面贯
彻落实 “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 两
手发力” 的新时代治水方针， 坚持生态为先、
治水为要 ， 做好 “水 ” 文章 ， 释放 “水 ” 活
力， 一次次刷新 “濮阳速度”， 创造 “濮阳经
验”， 彰显了水利人 “忠诚、 干净、 担当” 的
可贵品质， 厚植了水利行业 “科学、 求实、 创
新” 的价值取向。

大规模建设
水利工程风生水起
尽管我市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有大小

河流 97 条，水资源却极度贫乏。 破解水瓶颈，解
决水困局，是市委、市政府的治水兴水之策，也
是全市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在中央、省决策部
署的强力推动下， 我市以重大水利项目为龙头，
高标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引蓄源头活水， 润泽
龙都大地。 截至目前， 我市共建成 9 个大中型
引黄灌区， 设计灌溉面积 384 万亩， 设计引水
能力 310 立方米每秒， 引黄水量和有效灌溉面
积均居全省前列。 其中， 渠村灌区作为河南省
引黄量最大的灌区之一， 有效地改变了我市水
资源不足制约农业发展的严重局面， 为全市农
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012 年，我市立足实际，高瞻远瞩，作出建
设引黄灌溉调节水库的重大决策。 该水库的建
成和运行， 解决了引黄过程与农业需水过程不
匹配及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引水受限等问题，打
破了我市水资源短缺的瓶颈。 同时，该水库极大
地改善了我市水系生态，抑制了地下水位下降，
使地下水逐步恢复平衡， 为我市建设城市生态
水系、提升城市品位、打造生态宜居家园提供了
强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
重大节水供水水利工程之一， 也是我市建市以
来投资规模最大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随着雄
安新区国家战略的规划实施， 该工程又被赋予
了新的历史使命。 工程自 2015 年 12 月 17 日开
工，2018 年 11 月正式通水，今年 3 月 16 日完成

了首次向河北及雄安新区供水，向河北供水 2.7
亿立方米，实现向雄安新区生态补水 8000 万立
方米。 该工程也有效缓解了我市水资源紧缺的
现象 ， 与第一 、 第二濮清南工程互相调剂水
量， 使我市引黄供水受益面积达 2018.66 平方
公里， 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48.2%， 覆盖了濮阳
县、清丰县、南乐县、华龙区、开发区、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的 46 个乡镇 1313 个自然村，受益总人
口达 196万人。

多渠道发力
民生水利润泽民心
由于我市地处华北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 ，

且地下水存在大面积的苦水区和高氟水区。 能
喝上清澈甘甜的安全水， 是我市群众多年来的
梦想。

为此，我市抢抓机遇，启动实施南水北调主
干渠及城市供水配套工程。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通水， 滔滔丹江水长久地滋润着龙都大
地，进一步缓解了我市水资源短缺的状况。 据统
计，自 2015 年 5 月以来，我市市城区、清丰县、南
乐县先后建成通水， 累计生活供水 1.83 亿立方
米、 生态供水 0.58 亿立方米， 使全市 115 万城
乡居民饮用上了优质的丹江水。 为最大限度地
满足农村群众的用水需求， 我市积极扩大受水
区范围， 提出用地表水置换地下水的城乡供水
一体化构想。 2017 年， 以清丰县、 南乐县为试
点， 推进南水北调水从县城向乡村延伸， 清丰
县、 南乐县丹江水进农村工程进展顺利， 有望提
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再增加 120 万人喝上甘甜
的丹江水。 我市自 2005 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项目以来 ，至 2018 年底 ，共完成投资 12.69 亿
元， 建成 687 处集中供水工程（其中千吨万人水
厂 74处），打水源井 594眼，铺设管网 3519 万米，
建设管理房 43019 平方米，解决了 343 万农村居
民的饮水安全问题， 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
达到 98％。

全方位监管
生态活水润泽城乡
2013 年 4 月， 我市正式启动河道综合治理

项目，利用 3 年时间，对马颊河、老马颊河、濮水
河市城区段共 38.9 公里河道实施截污治污、清
淤疏浚、环卫整治，修复河道生态功能。 通过综
合治理，断头渠、淤塞河流动起来了，臭水沟变

身清水河，河道治理基本实现了“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的目标。 为从根本上改善和提升我市
水环境质量，我市持续开展河湖专项治理，河湖
污染得到防控， 综合水质指数 9.41， 同比下降
11.36%，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18 年 ，省委 、省政府决定实施 “四水同
治”，统筹治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
我市迅速行动， 印发了实施意见和 2019 年工作
方案， 明确了工作目标。 2019 年， 全市 “四水
同治” 确定实施清丰县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项目、 南乐县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项目、 台
前县引黄调蓄工程等 9 大水利工程， 以及各类
重点水利工程、 县区面上水利工程，共 77 个项
目，涉及引黄能力提升、南水北调水资源开发利
用等多个方面，总投资 82 亿元，2019 年计划完
成投资 24.8 亿元。 截至目前，项目推进顺利，已
开工项目 55 个。

深层次创新
改革红利普惠民生
小型水利工程是所有水利工程中数量最

多、覆盖面最广、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基
础性水利工程。 2014 年，各级水利部门全力推进
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2017 年上半
年，全市完成各类小型水利工程确权发证工作，
共发放产权证书 12425 份、管护证书 7064 份，涉
及各类小型水利工程 55845 处，基本达到了全覆
盖。 探索出“用水户协会管护模式”“以奖代补+
公司管护模式”“县农村饮水办公室+乡镇管理
委员会+农村用水协会模式”等三种管护模式。

着力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效率较

低、供用水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 全面推行水利
综合执法，规范履行水利行政职权，深入推进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 强化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水利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 坚持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行政决策机制
不断完善，大力推行水利政务公开。 加强水政监
察与严格水行政执法行为， 大力开展打击非法
采砂、 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非法建设等执法行
动，实现了护一湾清水、惠一方百姓的目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市水利
局主要负责人表示，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新起点，市水利局将根据我市实际，提前动手，
科学编制《濮阳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濮
阳市四水同治总体规划》等规划，为水利发展新
格局提供蓝图， 不断谱写濮阳水利事业发展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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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教育厅批准 ，
教育部备案，国家“双一
流”大学西南大学、重庆
大学、郑州大学自 2002
年起相继在濮阳市图书

馆设立网络教育校外学

习中心。17 年来，已招生
30 余届，毕业生逾万人。
2019 年秋季招生正在
报名。 限额招生，报满即
停，欲报从速！

●本科、专科学历，
重点大学毕业证可用于

晋级 、评职称 、考研 、报
考国家公务员等使用。

●各类热门、 冷门
专业 60 余个。

●不脱岗，质量高，
两年半毕业。

●随时上网或用手
机即可听教授讲课 ，十
分适合在职人员深造。

●濮阳学习中心连
续 16 年被大学评为全
国优秀中心， 是西南大
学 4 个金牌学习中心之
一，服务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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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南路市图书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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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3-441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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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重庆大学
郑州大学
网络教育本科、专科

2019年秋季
限额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