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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新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围绕贵州省“十四五”发展目标，简要剖析了全省水资

源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阶段下贵州省水资源工作应秉持“创新、协调、

绿色”的发展理念，并从加强创新监管、强化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 8 项措施建议，

为下阶段贵州省水资源工作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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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new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work in Guizhou Province around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water resources work in 

Guizhou Province should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and gree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eigh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supervision,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adhering to green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work dir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Guizhou Province in the nex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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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创新监管 
1.1 优化取水许可审批 

一是加快水资源管理平台升级改造，实行取水申请、审查、

批准、验收、发证、延续、变更和注销等网上办理，实现取用

水管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同时，推动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全面应用。二是落实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在新区、开

发区和各类产业聚集区开展区域水资源论证评估，对实施评估

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或特定产业，推行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取

水申请人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的，审批机关根据申请人信用情

况直接作出取水许可审批决定。三是对于取水量小、用途单一，

且退水对周边环境影响小的取用水户，要进一步简化水资源论

证，明确取水限额，统一简化审批流程。四是制定取水许可标

准化审批指南，指导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规范取水许可审批行

为；印发取水许可便民服务手册，为取用水户办理取水申请、

延续、变更、注销和取水计划申请及水资源费（税）缴纳等日

常业务提供重要参考，进一步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同时，制定

取水许可档案规范目录，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并行管理机制。 

1.2 提高信息化监管 

一是建立健全水资源监测体系。加快重点河流水量分配、

生态流量控制断面布设和远传监控设施全覆盖；开展取水计量

监测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取水监管基础能力，制定取水计量设

施安装和检定、校核标准，加快建立良性运维管理模式；探索

财政补助模式鼓励取用水户自行安装取水在线监控计量设施，

或将取水计量设施安装与运维成本统一纳入财政预算，由水行

政主管部门统筹设备安装和运维，确保新增取水户取水信息及

时接入水资源管理平台。二是开展水资源费线上征缴。通过

“互联网+政务服务”，结合财政部门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纳入

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的考虑，实行移动APP和网上水资源费征缴，

实现水资源费征缴工作网上办、掌上办。三是智能化预警。将

取水户取用水量、地下水水位水质、生态流量监控等实时状态

纳入系统管理，通过规则建立、模型计算、机器学习等分析预

测，形成当监控对象的状态不符合相应标准要求时进行预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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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立督查问责机制 

一是建立水资源管理巡查制度。为检验地方水资源管理成

效，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制定《贵州省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办

法（试行）》，为全州开展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提供制度保障，

并建立相应问责机制。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区域现状和

水利部年度水资源管理重点任务，制定年度监督检查工作方

案，将监督检查结果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并对履

行水资源管理职责和监管责任不力的、以及检查发现问题整改

落实不力的单位或个人进行相应的问责处理。二是加强社会信

用体系在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应用。通过调动市场自身力量净化

水资源管理环境，进一步降低行政监管成本，推动相关单位或

个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例如：在水资源管理工作中，针对拒

不配合，甚至阻挠执法等恶性行为，以及拒不执行生态流量管

控要求、拖欠水资源费拒不缴纳等严重违规的单位或个人，给

予公开曝光，并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2.强化协调发展 
针对贵州省水安全形势，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

包括推进农业现代化，都必须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

的原则，就是“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如何确保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就是要把水资源作为刚性约

束，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以水资源条件确定经济社会发

展的布局、结构和规模，严格水资源监管，优化水资源配置，

提高水环境质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2.1 优化水资源配置 

受全省水资源特点所决定，发挥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作用

需要“有加有减”，既要有约束，又要给出路。水资源是基础

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控制

性要素，我省水资源的特点决定了在发挥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

作用时，不能简单地“一堵了之”。特别是对于既成事实的不

合理的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城市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命令方式做“减法”。贵州省属典型工程性

缺水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要做好“加法”，重点是健全和完

善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加快推进贵州大水网建设。在保护生

态前提下，科学编制“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开展水资源综

合规划和重点流域规划修编，做好水资源宏观配置的顶层设

计，加快建立以黔中、夹岩、黄家湾、凤山等大型水利枢纽及

一批中小型战略性骨干水源为核心的重点区域水资源调控配

置体系，聚焦建好“盛水的盆”，全面提高供水安全保障和水

旱灾害防御能力。对于水资源短缺或水生态损害突出的局部区

域，要客观分析水源现状，因地制宜建设一批远距离、跨区域

（流域）引调水工程。针对受地形影响的偏远乡村，要适当建

设山塘、水池、水窖等小微型工程，形成“蓄引提相结合，大

中小微并举”的多元化水源配置格局。 

2.2 强化用水总量管控 

对区域而言，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前提是要建立科

学的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形成区域最大刚性约束的边界红

线。因此，要充分结合区域可用水量和“十四五”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规划及 2035 年远景规划成果，对全省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适时调整，并定期组织对贵阳市城区和乌江、赤水河等重

点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评估，确保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健

康发展。水资源刚性约束的核心要义是“以水而定”，促进经

济社会“量水而行”。因此，在区域层面判断是否把水资源作

为刚性约束的核心标准是:一个地区的“城、地、人、产”等

经济社会要素是否受到水资源总量指标的严格约束，实现总量

控制指标内的以水定需。全省应进一步强化相关规划和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并逐步形成制度予以保障，在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城镇总体规划、产业聚集区规划以及涉及利用

水资源的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中开展水资源论证，重点论证规划

布局与水资源条件的适应性，预测规划实施对区域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影响，提出规划方案的优化和调整意见。取水许可禁

限批制度是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推动解决区域（流域）水资

源过度开发利用的重要手段，而判断区域审批取水量是否接近

或超过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是实施取水许可禁限批的关键要素，

但受现行取水许可统计制度制约，取水许可审批查询未能实现

上下贯通，不能清晰掌握流域管理机构、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在某一特定区域所有取水情况，从而影响取水许可禁限批制度

的实施。因此，要推动实现全省取水许可审批查询互联互通，

建立相应的取水许可信息反馈机制，同时，加大向水利部呼吁

的力度，争取实现流域、省、市（州）、县（市、区）取水许

可信息统计四级贯通。 

3.坚持绿色发展 
3.1 落实节水优先方针 

当前，贵州省正处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变发展的

关键期，也是落实国家节水行动、破除全省水安全瓶颈制约的

攻坚期和窗口期，要充分认识新时期节约用水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准确把握“节水优先”方针的深刻内涵，做

好水资源节约的“减法”，减少不合理用水。一是在城镇建设

规划、工业聚集区产业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审批中，严格落实

节水评价和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从源头上把好节约用水

关口，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倒逼企业改进用水工艺，

有效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二是倡导绿色节约的生产、生活

方式。实施节水示范引领行动，推动地方党政机关全面建成节

水型单位，大力开展节水标杆和水效领跑者创建。加大非常规

水源利用，重点是水环境敏感区、水生态脆弱区，要坚持“先

节水后调水”原则，提高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效率，开展

城市杂用水、工业园区或重点企业等中水回用工程建设，矿山

聚集区要加强矿井涌水的处理回用；同时，将节水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增强全社会节水意识。三是建立健全节水联席协调机

制。严格落实《贵州省节约用水条例》，捋清各级政府和相关

部门节水职责，按照贵州省节水行动方案，科学制定相关部门

年度重点任务，大力发挥节约用水部门联席协调作用，推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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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节水工作重大突出问题，做好计划用水和定额管控。四是全

面推进城镇生活、工业及农业节水。逐步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

的供用水设施，提高节水器具普及率；严格执行国家鼓励的用

水技术、工艺和设备目录，加大节水技术改造，降低单位水耗，

促进水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五是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形

成与管理机制，形成以节约用水为核心的水价体系，逐步提高

水价，使水价趋于合理，并能充分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实现

水资源的有效配置。 

3.2 加强水利生态保护 

要加强水利建设中的生态保护。在水利工程前期工作、建

设实施、运行调度等各个环节，严格制定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着力维护水系健康。在河湖整治中，要处理好防洪除涝

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科学编制河道治理、岸线利用与保护规划，

按照规划治导线实施，积极采用生物技术护岸护坡，防止过度

“硬化、白化、渠化”，积极引入更加先进的生态设计理念，

逐步破解传统生态治理模式下水体不能进行自然交换、植被难

以修复的弊端，提高水景观的品味和生态友好度。注重加强江

河湖库水系连通，促进水体流动和水量交换。同时要防止以城

市建设、河道治理等名义盲目裁弯取直、围垦水面和侵占河道

滩地。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要优化工程建设方案，科学制定水

量调度计划，合理配置河道生态流量或水位，最大程度降低工

程对水生态的不利影响。同时以骨干水源工程建设、水系综合

治理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为契机，打造一批高质量的国家级、

省级水利风景区，支持全省旅游业发展。 

3.3 建设美丽幸福河湖 

围绕建设美丽幸福河湖这一系统工程，统筹兼顾、系统施

策。一是全力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强

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与保护。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严格规范采砂等涉水活动，确保河湖面貌持续稳定改善。二是

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科学编制全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规

划，以点带面开展项目建设试点，实施水资源调度、江河湖库

水系连通和再生水利用配置工程，探索不同区域、不同水资源

条件下水生态保护修复模式。三是强化江河湖库生态流量管

控。遵循河湖自然规律，以保障河湖生态流量为目标，合理确

定水利工程断面生态流量目标，加强工程调度和取水许可管

理，严格控制河湖开发强度，提升生态流量保障程度，加快复

苏河湖生态环境。四是实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以问题为导向，

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全面建设水美乡村，促进农村产业兴

旺、乡风文明，不断补齐农村水利突出短板。 

4.结语 
贵州省属于典型的“欠发达、欠开发”地区，工程性缺水

问题突出，下阶段如何提升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如何助推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如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将是

全省水资源工作的重点。新发展阶段下，贵州省水资源工作应

秉持“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理念：即以创新发展为第一

动力，推动水资源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创新，以最快速度补齐

历史欠账。同时，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在水利建设的各个环节，

注重统筹协调，提升水利发展整体效能，并坚持依水而定，量

水而行，在后发赶超的发展进程中构建全省水资源与经济社会

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另外，要一如既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良好的生态环境赋予了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更加优越的资

源禀赋，全省要秉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原则，充分发

挥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效能，促进生产、生活用水方式向集

约节约转变，不断强化水资源保护，推动水生态水环境持续改

善，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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