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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一泓碧水
润泽千家万户

市水利局推动构建厦门“八源三线”大水网格局，
保稳城市用水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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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交融、生
态和谐的景象，
折射的是厦门
水利人的责任
与担当。图为
坂头水库。

展 望

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厦门市
水利局强化党建工作引领作用，认真开展“习近平
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
神”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围绕实施“提高效率、提
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部署开展法治攻坚、项目
攻坚、水质攻坚等七大攻坚。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后，迅速在水利系统掀起学习热潮，党组成员走
进联系支部、党员干部走进工地一线展开宣讲，推
动大会精神落地生根。

项目建在哪里，党旗就飘扬在哪里，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厦门市水利局推行
“党建进工地”试点也收到良好成效，北溪引水主
干渠改造工程（马銮湾新城段）、环东海域滨海旅
游浪漫线（下潭尾段）岸线整治及湾区排洪截污工
程两个试点工程被评为“福建省水利工程标准化
示范工地”，多次受到厦门市政府、市重点办表扬，
多项新技术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北溪引水
主干渠改造工程（马銮湾新城段）代表福建省在水
利部2020-2021年度考核中排名全国第六，位列
A级行列。

清澈见底的溪流蜿蜒曲折，潺潺流
淌，成为最美的城市风景线；坚

不可摧的堤坝，守护一泓碧水，保稳城
市用水生命线；水治理更加科学化、精
细化，水生态全面优化，水环境持续改
善……在厦门，人水交融、生态和谐的
景象，折射的是厦门水利人的责任与
担当。

一年来，厦门市水利局紧紧围绕迎
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厦门经济特区建
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神，深入实施“提
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比学赶超，争
先进位，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本版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张鹏 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营商环境
开展水利“法治提升年”活动，编制包容

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依法作出不予处
罚决定15起，分类解决水土保持设施“已批
未建”“未验先投”历史遗留问题，重新核定
17个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减收水土保持补
偿费1132万余元，减轻了企业负担；水利办
事服务类审批事项即办率超72%，承诺时
限压缩率93.81%，审批窗口获评市“五一
先锋号”先进集体。

水资源双控指标
全市2021年用水总量7.36亿立方米，

万元生产总值（GDP）用水量（包括农林牧
渔用水）10.5立方米，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
1.6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6.2立
方米，相关指标绝对值数据位居全省前列，
部分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水土流失治理
截至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94.75%，

继续位居全省第一。“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
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水土保持信用监管
‘两单’制度的实践与思考”作为典型经验，
两次在全省会议上进行交流推广。厦门市
水利局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处获评我市生态
文明工作先进集体。

今年8月中旬，位于同安区五显镇的竹坝水库
满库运行，放水涵洞闸门打开，汩汩碧水通过涵
洞，流向汀溪水库总干渠，源源不断为下游的同安
区、翔安区输水。这是我市首次通过水库调度实
施跨区生态补水。

跨区生态补水的顺利实施，得益于我市持续
建设的水源连通工程。就在今年，西水东调原水
工程投入使用，水源连通工程——石兜水库至西
山水厂段建成，标志我市高、低线水源连通工程建
成，石兜、莲花、汀溪水库三大水源实现互联互通、
互为补备，同翔两区供水安全得到极大保障。此

外，坂头右干渠改造工程、溪头水库配套原水工程
（同安东路至翔安北水厂段）两个市重点项目已于
11月开工建设。

水利工程项目对助推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一年来，厦门市水利局印发《厦门市供水大水
网系统工程规划》，完成全生命周期——水利基础
设施体系方案编制和项目策划，形成项目80多
个、涉及投资近300亿元，推动项目滚动接续，尽
早构建厦门“八源三线”大水网格局。至今年12
月中旬，已完成年度水利投资23.26亿元，推动扩
投资加快见效。

冬天的厦门，依旧天蓝树绿花香，一条条溪流
两岸美景迷人。一年来，我市深入打好碧水保卫
战，让“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今年，我市双总河长签发2022年第1号总河
长令，在全市发起巩固提升河湖水质、全面消除劣
V类水体攻坚战。市政府对15个断面消除劣V类
水质挂牌督办。再过几天，也就是2023年1月1
日，《厦门经济特区河湖长制条例》将正式实施，这
意味着我市河湖长制实现了从“有章可循”到“有
法可依”的跨越。

河湖治理，厦门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我市开
展河湖“四乱”暨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
治，推动落地一批生态补水和雨洪增蓄项目，已建
成生态补水项目8个（共11处补水口），明显改善

河道水环境。小微水体治理被列为为民办实事项
目，全市920个小微水体全面登记造册，形成一塘
（池）一档，通过截、清、修、绿等综合措施，333个受
污染小微水体全部完成整治，同步打造新店镇大
宅听花驿站、澳头社区怀远湖等83处水景观示范
点，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共建共护美丽幸福河湖，已成为全厦门的共
识。今年3月30日是厦门市首个“河（湖）长日”，
期间市区两级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还对
全市九条溪流开展生态健康和幸福程度评估并向
社会公布，吸引了全社会对河湖健康的关注。11
月29日，厦门市幸福河湖促进会正式揭牌成立，
进一步构建起民间和政府的沟通桥梁，汇聚起各
方力量，助力幸福河湖建设。

今年6月上中旬，我市迎来了集中降雨，累计
雨量为历史同期第二大。厦门市水利局落实有
效措施积极应对，先后7次启动防暴雨应急响应，
发布山洪灾害预警20期、预警信息5000余条次，
组织转移群众800余人，经科学指挥调度，全市
水库有效发挥拦洪削峰和蓄水保水作用，实现

“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
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

一项项水利工程，一座座蓄满盈盈碧水的水
库，一股股流进千家万户的清泉……这一幅幅图
景，是厦门水利建设成就的鲜明印记。

为了让生命之水安全流淌，我市聚焦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牢牢守住红线底线。

今年持续开展的水利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围绕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涉水危
险区域、房屋安全等重点内容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省、市、区三级水利部门联合开展度汛安全重点检
查，及时整改问题隐患，保证了全市水利行业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

同时，厦门市水利局还完成了流域面积10平
方公里以上的河道、小（2）型以上水库（闸）等水利
工程划界工作，完成2座中型水库、1座中型水闸
安全鉴定，开展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试点，推进马
銮水闸船闸改造提升和集杏海堤水闸大修，开展
杏林湾纳潮水动力及泥沙数学模型研究，我市小
水电综合整治作为全省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上
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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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埭头溪流整埭头溪流整
治成效显著治成效显著。。

统筹完善水资源配置骨干网
2023年，我市将重点加快溪头水库扩

建工程前期工作，完成《厦门市过芸溪流域
综合规划》等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和项目报
批，力争早日开工建设；主动配合省水利厅
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规划建设，保障我市
中远期用水需求。持续统筹推进市级骨干
水网工程建设，重点加快北溪引水左干渠改
造工程、水源连通中线工程（溪头水库至同
安东路段）等项目统筹建设。

持续打造水清岸绿宜居环境
在深化河湖综合治理上，落实第1号总

河长令关于2023年全市地表水基本消除劣
V类要求，强力推进城乡污水治理、“正本清
源”改造、入河排口和农业面源污染源整治
巩固等系统治理项目，落实常态化规范化河
湖“四乱”清理整治和河道养护，加快实施河
湖水系生态补水和雨洪增蓄利用项目，建立
安全生态水系管护机制，督促抓好《厦门经
济特区河湖长制条例》具体落实，建设并开
放河湖长制展览馆。

强化水资源的刚性约束作用，严格取水

许可和计划用水管理，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
案，开展节约用水条例立法调研，持续推进
再生水利用。

在水土保持监管上，继续强化查处未批
先建、未验先投等各类违法行为，完成3轮
水土流失遥感图斑核查及整改。

固守安全工作基本盘
在水旱灾害防御上，全面开展汛前安全

大检查，组织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开展相关
培训演练；加强值班值守，落实有效措施积
极应对险情灾情。

在水利安全生产上，层层压紧压实安全
责任，深入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总结巩固三年行动成果，提升行业
安全水平。组织全市42座小型水库安全提
升整治，力争完成马銮水闸船闸改造提升主
体工程，推动集杏海堤水闸大修工程开工建
设。

在水利信息化支撑上，推进数字孪生东
西溪项目、大坝安全监测平台等开发建设，
谋划智慧水利建设方案，汇聚现有各系统，
形成“一部门一平台”格局。

亮 点

多措并举 水治理更加科学化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我市我市920920个小微水体全面登记造册个小微水体全面登记造册，，
形成一塘形成一塘（（池池））一档一档。。 翔安古宅水库蓄满盈盈碧水翔安古宅水库蓄满盈盈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