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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综综 述述述
2015年许昌市全市平均降水量684.4mm，折合降水总量34.1亿m3，与上年相

比增加22.1%，与多年均值（703.3mm）相比减少2.7%。降水属于平水年份。

2015 年许昌市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2.557 亿 m3，折合径流深 51.4mm，比多年

均值（4.52 亿 m3）减少 43.4%，比上年度增加 11.4%。地下水资源量 6.223 亿

m3,比多年均值（6.19 亿 m3）增加 0.5%，比上年度增加 39.3%，其中山丘区 2.27

亿 m3，平原区 4.35 亿 m3，平原区与山丘区地下水重复计算量为 0.40 亿 m3。2015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 0.971 亿 m3后为 7.81

亿 m3，比多年均值（9.35 亿 m3）偏少 16.5%，比上年度增加 31.1%。平均产水

模数 16.0 万 m3/km2，产水系数 0.23。

2015年末许昌市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0.27亿m3，比上年末减少0.23亿

m3。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水0.15亿m3，减少蓄水0.03亿m3；中型水库年末蓄水0.12

亿m3，减少蓄水0.20亿m3。全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水位与上年末相比，加权平均

上升0.58m，地下水储存量相应增加0.84亿m3。

2015年全市各类供水工程总供水量为8.07亿m3，其中地表水水源2.22亿m3，

地下水水源5.52亿m3，污水处理回用水量为0.33亿m3，分别占总供水量的27.5%、

68.5%和4.0%。与上年（6.89亿m3）相比总供水量增加了1.18亿m3,增幅为17.1%。

2015年全市总用水量8.07亿m3。按行业分：农林渔业用水3.32亿m3（农田灌

溉用水3.27亿m3）；工业用水2.60亿m3；城乡生活（含城镇公共用水量）用水2.15

亿m3；环境综合用水0.44亿m3。与上年相比，农田灌溉用水增加了0.65亿m3；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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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水量减少了0.014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增加了0.55亿m3。

2015年全市用水消耗总量4.49亿m3，占总用水量的55.6%。其中农林渔业用

水消耗量2.70亿m3，工业用水消耗量0.64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消耗量

1.15亿m3，分别占用水消耗总量的60.2%、14.2%、25.6%。

2015年全市人均用水量为185.9m3，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28.9m3，农

田灌溉亩均用水量96.1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含火电和不含火电，含火电

为21.9m3，不含火电为20.0m3；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为每人每日113.4L，农村为

每人每日62.1L。

2015年,对全市2条主要河流颍河、清潩河进行监测，控制河流总长度

200.9km。监测项目29项。以GB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

分全年期、丰水期、枯水期分别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许昌市属于典

型的有机污染，主要污染物有COD、BOD5等。达到Ⅳ类水质标准的河段有5段，

长94km，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46.79%；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的河段有6段，长

70.4km，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35.04%；还有2段河段因水系改造全年断流，长36.5

km，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18.17%；

2015年对全市监测的15眼井进行水质评价。其中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的井4

眼，占监测井总数的26.7%，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的井11眼，占监测井总数的

73.3%；全市监测的15眼井中，全部符合灌溉用水水质标准。评价结果表明，2015

年许昌市地下水水质的总体状况比上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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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 资资资 源源源 量量量
一 降水量

2015年全市平均降水量684.4mm，折合降水总量34.1亿m3，与上年相比增加

22.1%，比多年均值（703.3mm）减少2.7%，属于平水年份。

按流域分区分析计算：沙颍河山丘区降水量621.3mm，比上年增加12.5%，

比多年均值减少7.7%；沙颍河平原区降水量723.4mm，比上年增加27.9%；比多

年均值增加0.3%。

按行政分区，2015 年降水量与多年均值相比，全市各县市区均有不同程度

的减少。长葛市减小的幅度最大:为9.7%。许昌县减小的幅度最小:为0.1%。其余

各县市区减小的幅度均在1.4%～5.3%之间。从行政分区看，降水量相对分布均

匀。详见图１、图2、图3、图4。

从时空分布看，2015年全市降水时空分布极为不均，与历年月平均值相比

降水偏少的月份主要有2月、7月、8月和9月份，十二月份基本上未下。与历年

月平均值相比降水偏多的月份主要是6月份。主汛期降水偏少，汛期（6～9月）

降水量为348.6mm，占全年降水量的50.9%。为多年平均汛期降水量（457.3mm）

的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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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许昌市2015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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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径

流量。2015年许昌市地表水资源量（河川径流量）2.557亿m3，折合径流深 51.4mm，

比多年均值偏少43.4%；与上年相比偏多11.4%。

按流域分区计算：许昌市沙颍河山丘区地表水资源量为0.98亿m3，比多年均

值减少38.4%；沙颍河平原区地表水资源量为1.57亿m3，比多年均值减少46.2%。

按行政分区计算：各县（市、区）的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均值相比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减幅均在41.1%～45.2%之间。与上年相比均有不程度的增加，

增幅均在1.5%～18.5%之间。详见图5及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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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道、湖库、渠系、和渠灌田

间）入渗补给地下含水层的动态水量。2015许昌市地下水资源量为6.223

亿m3，其中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2.27亿m3，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为4.35亿m3，

平原区与山丘区地下水重复计算量为0.40亿m3。当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比多年均

值增加0.5%，与上年相比偏多39.3%。地下水资源模数平均为22.2万m3/km2。

在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中，河川基流量为0.84亿m3，山前侧向流出量为0.25亿

m3，开采净消耗量为1.19亿m3。在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中，降水入渗补给量为3.90

亿m3，山前侧向流入量为0.25亿m3，地表水体入渗补给量为0.20亿m3,井灌回归量

0.27亿m3，合计地下水总补给量4.62亿m3，扣除井灌回归量后，平原区地下水资

源量为4.35亿m3。详见表1和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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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不包

括区外来水量），由地表水资源量与地下水资源量相加、扣除两者之间

互相转化的重复计算量而得。2015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2.557亿m3，地下

水资源量6.223亿m3，扣除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重复计算量0.971亿m3，

全市水资源总量为7.81亿m3,比上年增多1.85亿m3，增幅31.1%。比多年均

值偏少16.5%。2015年全市平均产水模数为16.0万m3/k m2，平均产水系数

为0.23。详见表1和图7。2015年许昌市行政分区水资源量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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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5年许昌市行政分区水资源量表

水量单位：万m3

行 政

分 区

降水量

（mm）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重 复

计算量

水资源

总 量

产 水

系 数

魏都区 697.9 455 873 31 1296 0.21

禹州市 620.7 7756 16164 6470 17450 0.19

长葛市 636.1 3230 8041 895 10376 0.26

许昌县 728.8 5058 12620 937 16741 0.23

鄢陵县 698.5 4388 11008 391 15006 0.25

襄城县 729.3 4679 13528 984 17223 0.26

全 市 684.4 25566 62234 9708 7809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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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蓄蓄 水水水 动动动 态态态
一 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对全市3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统计，2015年末蓄水总量0.27亿m3，比上年减

少0.23亿m3。其中白沙（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0.15亿m3，比上年减少0.03亿

m3；佛耳岗和纸坊（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0.12亿m3，比上年减少0.20亿m3。

详见图8。

二 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动态

2015年全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位与上年相比平均上升0.58m，全市各县市地

下水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地下水位升幅最大的是鄢陵县，平均上升0.81m，

地下水位升幅最小的是长葛市，平均上升0.36m，其它县市区平均上升均在

0.43m～0.67m之间。

根据2015年末地下水埋深分区图进行计算，4～6米埋深面积为1003.0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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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平原区面积的31.9%；6～8米埋深面积为1261.0 km2，占平原区面积的40.0%；

大于8米埋深面积为885.0 km2，占平原区面积的28.1%。如图9。

2015年平原区地下水位与上年同期进行对比分析：浅层地下水位稳定区（地

下水位上下变幅在0.5m之间的）面积为1337.0 km2,占平原区面积的42.5%。地下

水位上升区（上升大于2m）面积为134.0 km2,占平原区面积的4.2%。地下水位上

升区（上升在0.5～2m之间）面积为1678.0 km2,占平原区面积的53.3%。如图10。

三 地下水蓄变量

2015年全市地下水储存量与上年未相比增加0.84亿m3。全年全市各县市区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地下水储存量增加最多的是鄢陵县，为0.32亿m3，增加最少

的是禹州市，为0.007亿m3，其余各县市增加量均在0.03 m3～0.23亿m3之间。

四 地下水漏斗变化情况

根据地下水监测资料对比分析，2015年末许昌市平原区地下水漏斗区延续

2014年未状况。漏斗区是以长葛市和尚桥镇为中心的环形区域，由于当年降水

量比上年有所偏多等原因，漏斗区范围比上年有所缩小，漏斗区面积为210.0km2，

与上年相比减少98.2km2。当年漏斗中心观测最大埋深22.44m，比上年漏斗中心

观测最大埋深23.42m上升0.9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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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许昌市2015年底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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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许昌市2015年平原区地下水水位变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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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供 用用用 水水水 量量量
一 供水量

2015年度全市总供水量为8.07亿m3，与上年相比,总供水量增加了1.18亿m3，

增幅为17.1%。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2.22亿m3，地下水源供水量5.52亿m3,污水处

理回用水量为0.33亿m3，分别占总供水量的27.5%、68.5%和4.0%。在地表水源

供水量中，蓄水工程、引水工程、调水工程和调入工程供水量分别占地表水源

供水量的23.5%、12.5%、11.1%和52.8%。地下水源供水量中，除鄢陵县有少量

深层地下水外，其它县市全部为浅层地下水供水量。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比上

年增加1.02亿m3，增幅89.5%；地下水源供水量比上年减少0.075亿m3，减幅1.3%。

许昌地处平原，地表水资源匮乏。除魏都区以外，其余各县市区供水量主

要靠地下水，地下水供水量均在70%以上。详见图1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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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用水量

2015年全市总用水量8.07亿m3。其中农林渔业用水3.32亿m3（农田灌溉用水

3.27亿m3），占总用水量的41.2%；工业用水2.60亿m3，占总用水量的32.1%；城

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2.15亿m3（其中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1.38亿m3），占

总用水量的26.7%。与上年相比，农田灌溉用水增加了0.65亿m3，增幅为24.6%；

工业用水量减少了0.014亿m3，减幅为0.5%；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增加0.55

亿m3，增幅为34.3%。详见图12及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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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水消耗量

2015年度全市用水消耗总量4.49亿m3，占总用水量的55.6%。其中农林渔

业用水消耗量2.70亿m3，工业用水消耗量0.64亿m3，城乡生活、环境综合用水消

耗量1.15亿m3，分别占用水消耗总量的60.2%、14.2%、25.6%。

因各类用户的需水特性和用水方式不同，其用水消耗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

（简称耗水率）差别较大，全市平均用水消耗率为 0.56，其中农林渔业用水综

合耗水率 0.80（农田灌溉耗水率 0.81）；工业用水耗水率为 0.25；城乡

生活、环境综合用水耗水率为 0.53。

四 废污水排放量

废污水排放量的统计包括城市和县镇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2015年全市

废污水排放总量为19476.7万吨，其中工业废污水排放总量为7039.11万吨，城镇

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为12432.96万吨，集中式治理设施污水排放总量为4.63万吨。

全市工业、生活、农业、集中式治理设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55097.49吨，氨

氮排放总量为5811.7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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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年许昌市行政分区供用耗水统计表

水量单位：万m3

县市名称 魏都区 禹州市 长葛市 许昌县 鄢陵县 襄城县 合计

供

水

量

地表水 7931 4872 3832 751 3908 867 22161

地下水 1519 11412 11808 11201 9274 10034 55248

其 它 3313 3313

合 计 12763 16284 15640 11952 13182 10901 80722

用

水

量

农林渔业 317 5602 6143 6570 8755 5839 33226

工 业 3340 7093 6636 3750 2196 2940 25955

城乡生活

环境综合
9106 3589 2861 1632 2231 2122 21541

合 计 12763 16284 15640 11952 13182 10901 80722

耗

水

量

农林渔业 247 4661 5054 5484 7094 4490 27030

工 业 1067 2211 1342 750 439 588 6397

城乡生活

环境综合
3436 2014 1576 1632 1456 1367 11481

合 计 4750 8886 7972 7866 8989 6445 44908

五 用水指标

根据用水量和社会经济指标统计数据，对我市2015年度主要用水指标分析

表明：全市人均用水量为185.9m3；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28.9m3；农田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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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均用水量96.1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含火电和不含火电，含火电为21.9

m3，不含火电为20.0m3；人均生活用水量城镇为每人每日113.4L，农村为每人每

日62.1L。

人均用水（见图13）最大的是魏都区，为250.2 m3，其余各县（市）人均用

水量均在142.8 m3～236.9 m3之间。万元GDP用水量鄢陵县最大为44.4 m3，魏都区

为19.8 m3，其余各县市区均在25.5 m3～30.9 m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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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水 环环环 境境境 概概概 况况况
一 地表水水质监测与评价

2015年,在全市2条主要河流颍河、清潩河进行了监测，控制河流总长度

200.9km。监测项目29项。以GB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

分全年期、丰水期、枯水期分别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许昌市属于典

型的有机污染，主要污染物有COD、BOD5等。达到Ⅳ类水质标准的河段有5段，

长94km，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46.79%，这类河段的水体仅能用作工业和农业灌

溉用水；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的河段有6段，长70.4km，占评价河流总长度的

35.04%，这类河段的水体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渔业

水域及游泳区；还有2段河段因水系改造全年断流，长36.5 km，占评价河流总长

度的18.17%；质评价结果详见图14和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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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表水供水水源水质状况

2015年许昌市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的水质与上年基本持平。1、白沙水库因干

旱水位库容较低，水库来水不够充足，全年期、枯水期水质均为Ⅳ类水质标准、

丰水期因氟化物超标为超Ⅴ类水质标准。2、颍河禹州橡皮坝段：全年期、丰水

期、枯水期水质均为Ⅲ类水质标准，较去年水质基本持平。3、颍河化行段：全

年期、丰水期、枯水期水质均为Ⅲ类水质标准。与上年持平。

三 地下水水质状况

2015年对全市监测的15眼井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和农田

灌溉用水质标准（GB5084-92）进行评价。其中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的井4眼，

占监测井总数的26.7%，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的井11眼，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体和硝酸盐氮，占监测井总数的73.3%；全市监测的15眼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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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符合灌溉用水水质标准。评价结果表明，2015年许昌市地下水水质的总体

状况比上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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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许昌市2015年主要河流水质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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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2015 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
2015 年，全市水务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积极践行可持续

发展治水思路，以发展民生水利为主线，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引领，紧抓

水利改革发展重大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凝心聚力，务实重干，全市水

务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三大水利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全市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引领，科学运作，完善机制，上下同心，加

压奋进，三大水利项目建设跨过了艰巨的攻坚阶段，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年

召开指挥部督查工作周例会 46 次（共 76 次），市委常委会 12 次听取汇报研究，

四大班子 5 次现场观摩指导，确保了项目建设按时序节点顺利推进。目前，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55 个示范项目中，已完工 38 个，50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

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9 项工作任务已有 6 项基本

完成，3 项取得阶段性成效。特别是中心城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9 月份实现了成

功蓄水，以 82 公里环城河道、5 个城市湖泊、4 大滨水林海为主体的“五湖四

海畔三川、两环一水润莲城”水系格局已经形成，“河畅、湖清、水净、岸绿、

景美”的水生态美景芳容初现，一个城水和谐、充满魅力的美丽许昌已经展示

在世人面前，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品位，厚植了许昌长远发展的优势，提高了群

众的幸福指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中国水利报》、《河南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纷纷采风报道、

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学习考察团接踵而至、书法摄影等艺术家争相拍摄题作、广

大市民更是欣喜倍加、点赞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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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成绩优异

圆满完成省政府考核。按照省考核方案要求，我市提前对 2014 年度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认真进行了自查，3 月底将《2014 年度许昌市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自查报告》以市政府正式文件的形式上报省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组。5 月底，针对省考核组在预考核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梳理，对技术复核材料进行了再补充再完善。在 10 月初省

政府公布的 2014 年度全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中，我市在全省

排名第一。

组织开展了对各县（市、区）、管委会的考核。根据《许昌市县（市、区）

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工作试行办法》，2015年初，印发《2014年度许昌市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方案》的函，会同市发改委等10个单位对全

市6个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三区管委会，对2014年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资料审查，并在市政协委员全程监督下，进行汇总评

分后上报市联席办。

调整有关组织和考核内容。在组织领导方面，按照省政府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的规格，拟成立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领导小组，替代

以市水利局局长为组长的水资源考核工作小组，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在考核

内容方面，根据我市水资源管理的工作重点，加重了计划用水、水资源论证和

自备井关闭等工作的分值比重，进一步强化了水资源重点领域的管理。

三、防洪抗旱能力不断增强

2015 年，全市投资 912 万元完成了清潩河马岗闸和泘沱闸除险加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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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871 万元完成了 9 处抗旱引调提水工程；投资 616 万元新增禹州市天垌、

卧佛、青年 3 座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积极推进 8 个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 1.24 亿元，占计划的 82%；年度岁修和河道险工治理工程顺

利完成。投资 552 万元，建立了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构建了实时信息

共享平台，完善了群测群防体系，提高了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四、民生水利建设步伐加快

投资 9353 万元解决了 18.65 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圆满完成年度建设任

务。特别是鄢陵县合理布局、拔高标准、提前完工，得到了水利部检查组的一

致好评；投资 2.7 亿元完成了 2015 年度农田水利重点县、农田水利项目县和规

模化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年度投资创历史新高，共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21.95

万亩；积极推进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全年共完成后扶项目 30 个，发放后扶

资金 2147 万元，移民群众生产、生活及医疗卫生等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有效促

进了移民安置区的发展和稳定。

五、水利改革取得新突破

理顺了城乡水务管理一体化体制。2015 年 6 月，许昌市水务局正式批准成

立，新增了城区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汛、城市河道管理等职能，职

能划转交接已平稳顺利完成，水资源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

水利投融资模式实现多元化。中心城区河湖水系建设通过许昌市水生态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融资 40 亿元，接受社会捐赠 4000 余万元，实现了水利投资由

单一向多元模式的转变；许昌市区三条主要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PPP 项目框架协

议的签订，将实现水利重点项目投资、建设、运营模式的重大突破；2015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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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成立了国有独资企业“许昌市水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为我市

水利重点项目和城市水务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六、供排水工作保障有力

积极推进供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对市区老旧管网、供水盲区管网及曹

寨水厂供水范围内管网情况进行调查摸底，有序推进管网建设改造。

实施完成护城河及护城河劳动路引水渠沿线所有排污口截留，为护城河顺

利蓄水提供了先决条件。

市区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为市民正常生活、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大局稳定提供了安全有效保障。

南水北调供水效益不断扩大。继周庄水厂切换南水北调水源之后，禹州市、

长葛市、襄城县南水北调水厂相继建成通水，受益人口不断扩大。南水北调工

程全年供水6281万m3,供水面积达到174.5km2，受益人口达到165万人，并先后两

次向颍河应急补水500多万m3，发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七、着力加大治水管水力度

全市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把水资源管理保护作为主攻方向，以打击河道设

障、破坏水利设施、擅自修建水工程、拒缴水资源费等水事违法行为为重点，

加大执法力度，全面推进水政监察执法工作。全年共查办水事违法行为12起，

其中查处影响河道行洪案6起，2起已经处理完毕，4起正在查办中；查处擅自取

土案2起，已全部限期清理完毕，恢复原状；查处未经批准擅自修建跨河桥梁1

起，目前已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审批手续；查处未经批准私设排污口1起，

目前已结案；查处非法采砂行为2起，当场制止非法行为，沙堆全部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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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清河专项执法。按照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县（市、区）

水利局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专项执法行动；局属有关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其

执法事权范围内的专项执法行动，对重点河流、湖泊、水库或者重点区域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在查处和督办阶段，各县（市、区）水利局对流域内河道

内涉河案件和非法采砂案件进行了排查统计，并填写《沙颍河流域河道管理范

围内涉河案件排查情况统计表》和《沙颍河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河道采砂排查

情况统计表》， 我们对各县（市、区）难以查处的5起案件进行了督导检查并

将督查结果上报省水利厅。

推进水利与公安联动执法。为进一步提升水行政执法效能、增强水资源管

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根据省水利厅、公安厅的安排部署要求，市水务局、公安

局自9月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保护水资源专项执法行动。通过

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组织开展水资源专项执法行动，着力查处取水许可、水资

源保护、水资源费征缴、违法取水等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水事违法行为。市水务

局和公安局组成督导组,对全市保护水资源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和抽

查。

八、水资源基础管理工作持续加强

加大水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法制宣传

日及重要节庆时段，集中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组织各县（市、

区）水利局、局属单位通过设立宣传点、设置咨询台、出动宣传车、悬挂横幅、

摆放展板、发送手机短信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积极引导社会各界珍惜水资

源、保护水资源，为依法治水管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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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申报水系连通项目资金。紧盯 2015 年水利部首次尝试在全国 105 个试

点城市筛选 20 个项目，安排资金水生态文明建设水系连通工程项目补助 5.2 亿

元的时机，成功争取了许昌市学院河饮马河连通段综合治理工程项目补助 3000

万元，占全省补助项目数量的一半。截止 12 月中旬，资金全部拨付到位，许昌

市学院河饮马河连通段综合治理工程全部完工。

积极上报“水美乡村”创建工作。为将水生态文明建设延伸到乡村，我们

紧抓省水利厅部署开展“水美乡村”创建工作，积极组织开展上报工作，并对

各县（市、区）推荐的候选乡（镇）、村进行了实地复核。上报的许昌县蒋李

集镇圪垱村被命名为全省第一批“水美乡村”。

九、全面开展城市规划区自备井工作工作

市政府印发《许昌市关闭城市规划区自备井工作实施方案》，自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底，分 3 批对城市规划区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井实施全部关

停。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为组长，18 个市直单位和“四区一县”分

管领导为成员的高规格关闭城市规划区自备井工作领导小组。将压采地下水任

务纳入到对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内容之中，

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市县两级关井责任主体和

相关部门从关井工作大局出发，统一思想，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保证了关井

工作持续有效开展。截止 2015 年底，许昌市自备井关闭工作首战告捷，提前超

额完成第一批 171 眼关闭任务，共压采地下水 848 万 m3，占省定总压采任务的

62%，城市地下水得到有效保护。

十、水利工程建管水平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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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招投标管理，维护水利建设市场秩序。强化施工现场管理，督促参建

各方规范施工组织和管理。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强化对重点工程、关键部位和

重要环节的全过程监督，水利工程质量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完善河湖水系管护

措施。市政府印发了《许昌市市区河湖水系供水调度管理办法》，水利重点项

目建设指挥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市区河湖水系水体管护的通知》，全市实行了

河长制、领导分包制和日常巡查制三级责任制，确保了工程良性运行和效益最

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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