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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水文化体系
宣传水生态文明66

郑州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温馨提示

第二十六届“中国水周”（3月22日～28日）

活动宣传主题“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

2012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意见》。为此，我市结合郑州市实际，以水资源配置、节约保
护为重点，强化用水需求和用水过程管理，开始探索建立“三条
红线”，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完善总量控制制度，强化取水约束机制。按照需水管
理理念编制了《郑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建立了全市的用
水总量控制制度，向各县（市）、区下达了总量控制指标，初
步建立起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红线。严格取水许可管理，以
水定发展，通过水资源论证否决了一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高耗水、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强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执
行和监督检查，使总量控制制度的基础导向作用和刚性约
束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确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全
市建立起覆盖各行业、各地区的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体系和监
督考核体系，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用水
计划下达、节水水平评估等环节用水定额管理。按照节约用
水管理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健全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三同时”
管理制度。强化重点用水单位节水监督管理，加快推进灌区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回用工作。

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确定各水功能区的纳污
能力和纳污总量控制指标。完成重要河流水库水功能区基
本情况调查和水功能区监测评估体系建设任务，加大水质
监测力度。按照主要水功能区达标目标要求，完成限制排
污总量年度分解，并逐级分解落实，逐步实现水功能区达标
率和限制排污总量双控制。

加强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准确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情
况。划定水源地及上游保护区范围，减少面源污染，杜绝污
水排入。严格控制地下水超采，多途径涵养地下水，加强地
下水补给。基本建立与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相适应的三大监控体系。建成省、市、县
三级水资源监控信息平台，形成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相适应的水资源监控能力，支撑水资源管理考核工作。

严格水资源管理 坚守“三条红线”22

郑州曾因河而兴，在老郑州人眼里七
里河、金水河、熊儿河、贾鲁河等十几条河
流纵横交错，水清景美为城市增添了无限
生机。随着岁月流逝，河流干涸和污染已
成不争事实。那些淡出老郑州人记忆的美
景，随着郑州生态水系的建设，如今正成为
一幅新的蓝图，从纸上跃然映入眼帘。

2006 年 6 月初，郑州市按照“循序利
用，健康安全，生态环保，优化配置”理念，
围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后水资源的
优化配置，黄河水源的循环高效利用，启
动了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和建设。2007
年 12 月《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通过郑州
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
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地方法规。郑州市决
定投资33亿元建设水系工程，工程分为近
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实施。2010 年 4
月 29 日，十八里河、十七里河、金水河、熊

儿河 4 条河流的正式通水，郑州“水通水
清”的生态型水系雏形初现。根据郑州市
生态水系规划，我市有关河道生态水系建
设中，尽可能保留原河道的自然形态，湿
地、浅滩、河心岛将构筑“人水城和谐共
处”的生态格局，充分体现集水安全、水景
观、水文化、水生态和水经济为一体的城
市生态水系建设思路。这样既满足河道
的防洪功能，又利于河道系统的生态建
设，通过新工艺、新材料的使用，对保护河
流的自然形态、维护河流生态、提高河流
美学欣赏功能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市生态水系规划，以郑州周边6纵6
横 12条河渠（6纵是指索须河、金水河、熊
儿河、七里河及其支流、十八里河和支流
十七里河、潮河；6横是指枯河、贾鲁河、魏
河、东风渠、南水北调总干渠、规划南运
河）、7 中 5 小 12 座水库（7 中是指唐岗水

库、丁店水库、楚楼水库、河王水库、常庄水
库、尖岗水库、后胡水库等中型水库；5小是
指刘沟水库、郭家嘴水库、刘湾水库、小魏
庄水库、曹古寺水库等小型水库）、3个湖泊
（西流湖、龙湖、龙子湖）、两块湿地（郑州黄
河湿地、中牟雁鸣湖湿地）为主线，涵盖城
市周边1010km2水域面积。规划实施后，全
市水面面积将由11.4 km2增加到33.5 km2，
人均水面由3.9m2增加到6.5 m2。通水后，
实现河湖水景辉映，森林水域交融，碧水
蓝天与绿色城市融合，人水和谐共生。

目前，郑州生态水系建设已累计投资
18亿元。经过几年努力，我市已完成了近
期建设的各项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初步形成了“六纵六横三湖”的河网体系，
水系规划内各河道水质明显改善，城区生
态河道景观雏形初现，基本实现了“水通、
水清”的规划目标。

加快建设生态水系 促进人水和谐33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也对我市水生态建设提出更
高要求。我市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按照水利部和
河南省对于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要求，
积极申报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我市提出以“加快科学发展，建设美
丽郑州”为目标，以增进全社会水福利、
提升城市品质为主题，以转变水资源开
发利用方式及涉水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为
主线，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资源开
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的各方
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为核心，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水资
源节约保护、实施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
制度建设等措施，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
建设，完善水生态保护格局，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提高水生态文明水平。

通过努力，将把郑州建成水生态文明的
先行区、先导区和示范区。

通过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使我市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
实，“三条红线”和“四项制度”全面建立；
节水型社会基本建成，用水总量得到有
效控制，用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科学
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基本形成，防洪保
安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水资源承载能力
显著增强；水资源保护与河湖健康保障体
系基本建成，水功能区水质明显改善，城
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生态脆弱河
流和地区水生态得到有效修复；水资源管
理与保护体制基本理顺，水生态文明理念
深入人心，最终形成“一网为基、山水两
脉、多水互济”的健康水生态系统，实现

“水生态、水景观、水安全、水利用、水管理
和水文化的文明目标”。从而为把郑州建
成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现代
化都市区提供强有力的生态保障。

建设水生态文明 打造美丽郑州44

建设水生态文明任重道远，不仅需
要从基础设施上改善水环境，更需要从
水文化建设、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
付出不懈努力。水生态文明创建的过
程，也像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样，是全民
参与的过程、文明素质提高的过程，同时
也是感受水生态建设给我们赖以生存的
人居环境带来变化的过程。

在建设水生态文明工作中，我市还
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市节约用水
办公室主任任长江介绍，目前我市生态
水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人均
水资源拥有量没有改变，生态水系水源
仅靠黄河水源地调度，不像合肥的巢湖、
云南的滇池等城市水域，是天然湖泊有
丰富的水资源。水生态环境改善，让水
生生物自然存活和繁衍，才是水生态系
统健康的最佳标志。我市生态用水来之
不易，更要加强节约保护，所以，我市还
应不断加大中水回用力度，把污水处理
厂处理过的中水回用到园林绿化、城市
河道生态用水等，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
有限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记者还了解
到，目前，为扩大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
水利用效率，我市将沿三环敷设中水管
网。工程完成后，中水将为“两环十七放
射”生态廊道绿化及沿线河道景观用水
提供充足水源。

长期以来，影响我市生态水系水质
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污水和雨水混
流进入河道，造成河流污染，直接影响着
生态水系的水质，水质差也直接影响着
市民的亲水娱乐。为解决这些问题，近

年来我市采取了一系列截污、治污工
程。2012年 11月 15日，郑州市生态水系
截污重点工程之一——常西湖截污工程
（贾鲁河及西流湖区域中原区段截污工程）
建成，困扰西区居民十几年的西流湖上游
污水大面积排放到湖中的问题得到解决。
该项工程共收集了西流湖流域38个村民
组、19个自然村、共约2.39万常住人口的生
活污水；截污管网全长11km，日平均收集
污水量 8000 吨，最大收集量可达 13000
吨。收集的污水排入西三环城市污水管
网，避免了流入西流湖污染湖水。同时，一
系列截污工程也在陆续建设，随着雨污水
分流，我市生态水系水质也将得到改善。

我市还将通过建设健康优美的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体系，加强水生态系统保
护。根据计划，将加强西南山区水源涵
养与水土保持，按照“管、造、退、补、封”
并举的思路建设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生
态安全体系；实施贾鲁河河流廊道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通过实施引水工程、河
道内源整治及清淤工程、河道外源减排
工程、滨河生态护岸、滨河人工湿地修复
工程等构建亲水景观，体现人水和谐理
念，真可谓“一条锦带串玉珠，百里贾鲁
添生命”。届时，沿贾鲁河水系支流将会
有十七里河苏庄人工湿地、十八里河刘
湾水库人工湿地等十几处人工湿地，逐
步提高水的自净能力。随着黄河水脉生
态廊道系统、中心城区生态水系连通与
水景观打造等工程的实施，我市水生态
保护水平和质量将大大提升，百姓亲水
生态环境也将大大改善。

加强水生态保护 营造水生态环境55

被誉为“水域靓城”的郑东新区，湖水的水
质达到国家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这得益于人
工湿地净化水质系统的调养。丁友明 / 摄

城市河道金水河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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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
古都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同时郑州也是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和首批国家节水型城市，在节水
型社会建设工作中我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有目共睹
的成就。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精神，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我市积极响应水利部
开展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要求，申报“全国水生
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探索符合我市水资源、水生态条件
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为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

建设节水型社会 全国推广“郑州模式”

郑州是一个水源型和水质型并存的缺水城市，多年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178m3，不足全省的 1/2，不足全国的
1/10。长期以来，为从根本上破解制约郑州经济社会发展
瓶颈问题，郑州市委、市政府从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大局考
虑节水型社会建设，结合南水北调工程进行水资源优化配
置、产业结构调整，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坚持体
制机制创新并举，典型示范与整体推进并重，大力推进节水
型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5年，郑州市成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试点以
来创建效果明显。目前郑州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75.6%，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下降到 30.36 m3，万元 GDP
耗水量下降到40.5 m3，大生活人均日用水量下降到158L，多
项节水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10年9月21日，全国节水
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选择在郑州召开，“郑州模式”被水利
部在全国推广。水利部和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总结郑州节
水型社会建设的经验是：建立了与中部崛起战略区核心城市
相适应的综合节水范式。他们并对我市建设与新型工业化
相适应的工业节水减排体系、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
战略相适应的农业综合节水模式、建设与能源原材料基地
定位相适应的矿井综合利用系统、建设与区域中心城市相
适应的城乡循环型生态水系、建设与多水源统一配置相适
应的水资源综合管理体系的先进做法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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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

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这也成为未来一个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美丽郑州”离

不开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环境，更需

要你我共同参与。让我们一起行动，构建

人水和谐共生环境，尽享自然之美！

水文化是水生态文明不可缺少的
重要部分。我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水文化底蕴深
厚。广泛流传，妇孺皆知，寓意深刻的
大禹治水、河图洛书、楚河汉界、贾鲁治
河等传统特色水文化都彰显了我市水
文化的底蕴和丰富内涵。

建设水生态文明，需要构建有影响
力的水文化体系。我市将以创建全国
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为契机，深入挖掘
水文化，摸清传统水文化遗产内容、种
类和分布情况，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手
段和技术，保护好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
水文化遗产，把绿城郑州特色的传统和
现代文化元素融入到水利规划和工程
设计中，打造独具特色的水利工程文化
内涵，提升文化品位。同时，通过建设
郑州水文化博物馆、水文化公园等形
式，广泛传播水文化，让水文化与市民
零距离，感受郑州水文化魅力，陶冶情
操，让水文化力量感染人、引导人、教育
下一代，营造独特的水文化氛围，促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水生态文明，需要你我共同
参与。保护母亲河、爱护水源地，节约
用水，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
觉行动。我市还将开展倡导水生态保
护志愿者行动，通过征集水生态保护
志愿者，引导志愿者开展绿色保护行
动，监督不文明行为，传播水生态文明
理念。让每一位市民都成为水生态文
明的参与者、引领者，通过一点一滴传
播水生态文明理念，为共同把我市建
设成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而
努力。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生产之
要，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
成和基础保障，对于强化生态之基，促
进人水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创建全国水生态文
明试点城市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正确认识我市存在的优势和不
足，找准差距、科学规划、不断完善提
高，在创建过程中，更需要广大市民的
支持和参与。让我们共同努力，以申
报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为契
机，高举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的旗帜，统
一思想，迅速行动，齐心协力，投入到
建设水生态文明的行动中来，通过水
生态文明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市
民文明素质，让百姓感受到水生态文
明建设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实惠，尽享
水生态建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