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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牟平区全面实施城乡水务统一管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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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牟平区水务局近年来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全面实施城乡水务统一管理的成功经验。在经过多

年的深化改革后，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效地改善了水环境、缓解了水资源供需

矛盾，实施了“三库联网、一河开发”的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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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牟平区地处胶东半岛东北部，总面积

%’.& /0!，共辖 %" 镇 $ 个办事处，*". 个自然村，总

人口 ’" 万，耕地面积 # 万 10!。多年平均降雨量

(*’00，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2& 亿 0$，人均占有水资

源量 &&"0$，仅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3。特定

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牟平区水资源具有年内分配

不均、年际变化大、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特点。特别是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居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不

断破坏，加之近年来连续发生的特大干旱，严重影响

了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水资源供需矛盾不

断加剧，严重制约了牟平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统一、高

效、有序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实施城乡水务统一管理。

近年来，牟平区水务区按照中央和水利部关于

“改革水的管理体制”的有关指示精神，借鉴先进单

位的成功经验，结合牟平区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

索城乡水务统一管理的新体制，不断开创了牟平区

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 实施城乡水务统一管理的主要做法

! )! 提高思想认识是前提

首先，从自身观念上“转变”。从“水利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本产业”的战略高度

出发，教育水利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确立由工程水

利向资源水利，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

水利转变的工作思路，在自身素质建设上适应城乡

水务统一管理的改革需要。其次，从舆论环境上“营

造”。每年利用“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的有利时

机，利用多种途径，向全社会宣传水务改革的政策要

求和实际需要。从 !""" 年开始，常年在区电视台开

辟“水法规知识专栏”，通过公益广告、宣传标语和剖

析典型案例等多种方法，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惜

水”、“节水”的紧迫性，在舆论环境上营造水务改革

的强大攻势。第三，从领导认识上“进谏”。利用向

区委、区政府领导汇报工作、下乡检查水利、举办培

训班、召开座谈会等有利机会，不失时机地宣传国内

水务管理的成功经验，讲解建立水务管理体制的紧迫

性和必要性，使领导干部的认识有新的飞跃，加深各

级领导对建立水务管理体制的理解和支持，为积极稳

妥地开展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夯实了思想认识基础。

! )" 理顺机构关系是基础

%&&$ 年以前，牟平区的供水总公司归区建委管

辖，城区供水与水利部门毫无关系。当时，城区用水

仅靠城东沁水河建的日供水 ’ """ 0$ 的一水厂提

供，根本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为缓解用水矛盾，区政

府在区建委的建议下，投资 %’"" 多万元在城西建设

了二水厂。由于该水厂仅距海岸线 $ /0，过量抽用

地下水势必会引起海水的入侵倒灌，在水利部门的

建议下，除限制二水厂抽取地下水外，又联合投资

%!’" 万元，从距城区 %’ /0 外的高陵水库引水至二

水厂加工处理后使用。实践使区级领导看到，要办

好、管好水利事业，就必须一龙管水，只有这样，才能

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因此，在 %&&$ 年 %" 月的区

级机构改革中，区委、区政府在全省率先将供水总公

司划归当时的水利局实行归口管理。运作一段时间

后，于 %&&* 年下半年将供水总公司由归口改为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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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供水总公司经理先后挂任水务局党委委员和副

局长，实现了水资源的真正统管。区水资源管理办

公室 !""# 年以前只是区“水资源管理委员会”设置

在水利局的一个内部科室，工作力度及工作范围均

受到限制。区委、区政府发现这个问题后，以改革的

精神，在全市率先将“水资办”升格为副科级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一次定编 $ 人，并于 !""" 年增挂了区

“节水办”的牌子。镇水利站 !""% 年也上划至水利

局直接管理，以便于统一调配，平衡使用。理顺上述

& 个机构后，为牟平区实施水务统一管理奠定了基

础。’((! 年区级机构改革时，“水利局”改为“水务

局”，形成了水源与供水、供水与排水、用水与节水、

排水与治污、治污与回收利用统一管理的新格局，使

水务体制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 加大工作力度是关键

! )" )! 做好“管水”文章

牟平城东工业区用水量大，地下水水位严重下

降，加之离海较近，出现了地下水降落漏斗区和海水

入侵区，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为此，牟平区水务

局通过调查研究和实地勘测，向区委、区政府提出了

“三库联网、一河开发”，合理利用地表水资源的总体

规划。“三库联网”就是利用该区 * 座中型水库中的

& 座，在高陵水库已向城区引水的基础上，将龙泉水

库和瓦善水库与城区供水并网。“一河开发”就是对

座落在城东的沁水河进行梯级开发，通过建闸蓄水，

涵养水源，补充超采的地下水，增加了城区供水量，

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经过近 + 年的艰苦努

力，先后完成投资 ’!(( 多万元，其中河道护岸 & ’((
多米，新建溢洪闸一个，开通引水隧洞 !%(( 多米，新

建拦河桥闸两处，橡胶拦河坝两处，一次性可蓄水

&(( 万 ,& 以上，年可调节水量 !&+( 多万 ,&，彻底解

决了牟平城区缺水和城东工业区的地下水回灌补源

问题。!""$ 年至 ’((( 年秋，牟平区连续遭遇了百年

不 遇 的 特 大 干 旱，全 区 累 计 降 雨 较 常 年 减 少

%"!-#,,，全区地下水水位平均下降 * ,，城区平均

下降 %,，最严重的地方下降达 ’(,。在这种严峻形

势下，牟平水务局充分发挥水资源统管优势，配合区

委、区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把保障城区供水当成头等

大事来抓：!从政策上限制开采地下水，提高自备井

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先后以

区政府的名义颁布了《关于限制开采地下水资源的

通告》、《关于调整城区自备井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

超计划用水加价收费的通知》，有效遏制了滥采地下

水资源的混乱局面，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了最大的

效能。"筹资 ’(( 多万元，在城区适当位置新钻深

井 !+ 眼，同时将 !* 眼符合饮水标准的单位自备井

并入自来水管网统一使用，日增供水 $ ((( 多 ,&。

#组织水利专家考察论证，开发新富水带一处，铺设

管路 +((( 多米向城区供水。采取上述措施后，城区

供水在大旱之年得到有效保障。对镇、村的供水管

理，区政府 !""% 年 # 月就印发了《烟台市牟平区产

业化供水实施意见》，始终坚持做到“六统一”：即统

一规划设计建设、统一建立供水档案、统一技术指导

与业务培训、统一核定水价、统一水质水量、统一发

票管理、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目前，全区统一供水的

村庄达 *’+ 个，占总数的 %(.。

! )" )# 做好“护水”文章

几年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先后制定了《烟台

市牟平区水资源管理规定》、《烟台市牟平区水资源

费征收与使用实施细则》、《烟台市牟平区水土保持

暂行规定》、《烟台市牟平区河道管理办法》等规范性

文件，配套了水利执法的 ’’ 项制度，使水行政执法

工作日趋完善、日臻规范。沁水河是牟平城区的饮

用水水源地，多年来，一些单位和个人长期在沁水河

流域内非法从事采砂、取土、淘金、打井、葬坟、排放

工业废渣和乱倒垃圾等。为有效保护饮用水水源

地，区政府出台了《关于沁水河水源地管理保护办

法》，并多次召开依法加强沁水河水源地集中整治协

调会议，成立了联合工作领导小组，依法对沁水河内

乱采、乱挖、乱排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统一清理整

治，有效打击了破坏饮用水水源地的违法行为，净化

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维护了河道的正常管理秩序。

’((! 年秋，牟平水务局根据省政府《关于加强计划

用水、节约用水的通知》的要求，针对城区地下水环

境日趋恶化的实际，本着“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

开源、综合利用”的原则，在全市率先实施了封闭城

区自备井的重大决策，依法对全区 ’(( 多眼自备井

进行了陆续封闭，极大地维护了水环境，保护了地下

水资源。

! )" )" 做好“节水”文章

牟平区水务局一直把节约用水作为促进经济发

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工

业节水方面，水务局根据各企业生产计划，按季度下

达相应的用水指标，对超标单位加倍收费，对造成污

染的依法收取排污费；对区内 !( 多个用水大户，通

过进行水平衡测试等系统工作，指导其杜绝跑、冒、

滴、漏现象；投资 &-+ 万元在牟平区热电厂、酒厂等

取水大户中一次性安装了微机自动控制给水系统，

极大地降低了耗水定额，实现了“先交费，后用水”的

管理目标，纠正了滞交水资源费的弊端。该区造纸

厂年用水量高达 "# 万 /，其中 %& 万 / 废水被排放到

大海，造成严重污染。为此，牟平水务局同厂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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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先后投资 !" 多万元建成了一座污水回收工

程，水的重复利用率达到了 #"$，年节约资金 %" 多

万元。截至 &""& 年底，全区共完成节水技改项目 &&
个，年节水可达 ’(" 万 )*。在农业节水方面，先后

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各种节水新设备，在全区因地制

宜地推广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等节水新技术，

积极推广使用 +, 旱地龙等抗旱剂，千方百计增加

科技含量，扩大灌溉面积，不断提高水的利用率，加

快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年来，把大窑镇国家级节

水示范项目建设当成重点来抓，共完成投资 *#" 万

元，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截止 &""& 年底，全区

累计投资!#%" 万元，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 .)&，占

有效灌溉面积的 /&$，年节水 &%&" 万 )*。

! 0" 0# 做好“治污”文章

近年来，水务局一直把水环境污染治理作为水

资源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一是清理整顿沁水

河污染源。对坝内坟墓、闸坝附近的养鸡厂、养猪

场、养牛全部搬迁，共清运河道内垃圾 !""" )*；并封

闭了外贸冷藏厂、烟台朝日啤酒二分厂和新建铁厂

的入河排污口，减少了入河污水 % /"" )* 1 2，督促山

东九发食用菌公司建成日处理能力 % """ )* 的污水

处理厂，使其排放污水经处理达标后排向河道。与

此同时，水务局对在河道内倾倒垃圾，在拦河闸坝附

近洗衣服、游泳、钓鱼等影响水质的活动明令禁止，

每天加强巡逻检查，落实专人负责管理，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二是加快对城区污水进行集中处理的步

伐。水务局已与美国郎泰克公司达成投资 &/"" 万美

元，建设日处理能力 & 万 3 的污水处理厂意向。并结

合牟平实际，及时起草完成了《牟平区污水处理费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牟平区中水利用管理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以保证污水处理厂建成后的正常运转。

$ 取得明显成效

$ 0! 提高了水务部门的社会地位

水务局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工程建设、发展

城乡供水等有效措施，水务工作越来越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抗旱防汛、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水土保

持、淡水养殖等传统水利工作得以加强，完善的水资

源管理体制初步建成。

$ 0$ 促进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在资源水利的大框架下，牟平区的水资源管理

工作由原来的多头管水、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变成

“一龙管水”的良好格局，全区水资源实现了统一规

划、统一开发、统一利用、统一治理、统一保护、统一

配置的“六统一”管理目标，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率。同时水资源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水源地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主要河道排污口基本得

到控制。

$ 0" 有效改善了水环境

水务局作为科学用水的主管部门，制定出台了

《牟平区城乡供水工程管理办法》，制定了供水计划

申请、超额用水累进加价等制度，并实行从供水到用

水、从收费到维修的“一条龙”服务承诺制，加大城区

供水管网的改造力度，既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又节约

了有限的水资源。据调查，城区供水管网的漏失率

由原来的 *"$下降到 %!$，年节约资金 %(" 万元。

$ 0# 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

牟平区水务局对全区的水资源状况和需水状况

进行了一次综合平衡分析，实施了“三库联网、一河

开发”的总体规划。近年来水务局先后完成投资

*%"" 多万元兴建了瓦善水库和高陵水库向城区供

水工程，投资 % /"" 多万元对沁水河进行了梯级开

发，初步形成以 * 座中型水库为主、沁水河为辅的地

表水和地下水互为补充的城区供水网络，强化了水

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区日供水量由原来的 &4’ 万 3
提高到目前的 *4’ 万 3，日供水能力达到 %" 万 3，基

本满足了牟平城区中长期供水需求。改革前，城区

供水主要水源依靠地下水，而现状利用全部为地表

水源，年降低供水成本约 *"" 万元。

" 存在问题

%&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规范。“各有特色”、

“独居千秋”的问题比较严重，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

也需完善。

’& 行政职能还需强化。虽然牟平区实施了城

乡水务统一管理，但是真正实现由原来“水源地管到

水龙头”到现在“水源地管到排污口”的要求还需做

大量细致工作，有关行政职能有待强化和细化。

(& 投融资渠道还不畅通。虽然现在基层管理

体制理顺了，但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等多方面投融

资渠道还不畅通，多项管理职能在上层建设主管

部门。

)& 干部职工素质有待提高。实行水务统一管

理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有干部职工队

伍的整体素质还不能适应水务工作的新要求，自身

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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