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人民 政 府 文 件
黔府发 〔2013〕27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特

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

决定》(中发 〔2011〕1号)、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意见》 (国发 〔2012〕3号)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 〔2013〕

2号)要求,现就我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出如下意

见:

一、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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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末,初步建立全省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三条红线”和控制指标、实时监控、考核评

估 “三个体系”框架;到2020年末,基本建立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水资源配置格局基本形成,用水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

水环境质量和重点地区水生态状况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用水

保障能力大幅度提升;到2030年末,全面建立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

2015年 的 水 资 源 管 理 目 标:全 省 用 水 总 量 力 争 控 制 在

117.35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与2010年相比降

低3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446;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78.2%。

二、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

(一)严格水资源论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城市总体

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工业聚集区、产业园区的布局,要

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严格落实规划水资源论证制

度,实现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严把

新上项目准入关口,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作为审批、核准和开

工建设的前置条件。

(二)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建立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对

取用水总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

水建设项目。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严格限制高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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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高污染、低效益的项目,实现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

(三)严格规范取水许可。严格规范取水许可审批管理,未

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随意取水或改变用水计划。取水许

可证有效期满需延续的建设项目,要全面评估产品、规模、技

术、工艺和实际取用水变化情况,合理核定取用水量。建立全省

取水许可管理登记信息台账,建立健全水平衡管理制度。

(四)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在查明可有效开发利用的地

下水赋存情况及开发利用潜力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有序推进地

下水的开发利用。加强地下水动态监测、预警预报和监督管理体

系的建立和实施,制定和完善地下水保护政策,防止地下水过度

开发、水质污染和水源破坏。

(五)加强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依法按时足额征收水资源费,

禁止协议性收费,加强计量管理,实行按计量收费,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减免水资源费。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在2015

年底前,地表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调整到0.1元/立方米以上,

地下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调整到0.2元/立方米以上。

(六)加强水资源管理调度。对地表水与地下水、本地水与

外来水、常规水资源与非常规水资源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制定全省水资源年度调度计划和应急调度预案,统筹生活、生产

和生态供水调度,保障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

全。

三、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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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计划用水与定额管理。建立用水效率指标体系,

实行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与区域年度用水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在每年11月底前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

门报送下年度用水计划,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用水计划。

对不按规定申报用水计划的,依法进行处罚。对超计划或超定额

用水的单位实行累进加价制度。

(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开展节水型社会省级试点创建

工作,建设一批节水型示范机关、企业、社区、学校。水资源短

缺、生态脆弱地区要严格限制高耗水工业项目建设和高耗水服务

业。加大国家节水技术推广和技术标准贯彻执行力度,支持节水

技术改造和示范工程,积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和旱作节水农业。

建立市场准入制度,推动节水器具标准化建设和管理。

(三)严格节水 “三同时”制度。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设

项目,实行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未落实 “三同时”制度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取用水并限期整改。逾期

不改的,依法进行处罚。

(四)推进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开展中水回用工程

建设,加大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不断探索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的方

式。矿山聚集区要加强矿井涌水处理回用,干旱缺水区要加强雨

水积蓄工程建设。

四、建立水功能区纳污总量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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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功能区纳污总量控制。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指标

体系,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工作,提

出重要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按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制定入河湖排污总量年度目标任

务,分解年度入河湖排污控制指标,确保实现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

(二)强化入河湖排污口设置审批管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对入河湖排污口要进行登记、审批及监督检查,对新建、改建

和扩大入河湖排污口要进行科学论证,对现状排污量超出纳污能

力的地区除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湖排污口外,还要限期整改

使其达到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三)加强饮用水源安全保障。认真执行城乡饮用水安全保

障相关规划,确保到2015年,县城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达到90%,纳入中央规划内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

决。完善供水应急预案,加快备用水源建设,重要城市必须建立

备用水源。

(四)加强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以重要河湖、湿地和城

镇水环境的恢复与改善为重点,积极开展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工程建设,严禁非法侵占河湖水域,切实维护河湖生态环境。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水资源管理责任制。各市 (州)人民政府、贵安

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特区)人民政府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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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

和保护工作负总责。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水资源的统一

监督管理,省直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协

作,把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建立监督考核制度。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

主要指标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省人民政府对各

市 (州)、贵安新区和重点县 (市、区、特区)指标完成情况进

行考核,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考核

办法由省水利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三)加强水资源监测与管理。组织开展全省水资源监测管

理体系建设,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水资源监测管理系统,

实现水资源实时管理,提高信息化、现代化管理水平。

(四)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建设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建立稳定的投入机

制,加大对水资源监测管理系统、水资源保护、节水技术推广应

用、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执法监督等工作的投入。完善水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和标准,做到规范

使用和管理。水资源费主要用于水资源的管理、节约和保护。

(五)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各级水资源管理机构、人员和装

备建设,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定期组织开展各类业务

知识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打造一支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

强、执行力好、知识结构合理,能适应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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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水资源管理队伍。

(六)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机构设置合理、职责清

晰、运转高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实现城乡水资源统一管

理,对城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和防洪排涝等实

行统筹规划、协调实施。

(七)加强宣传与监督。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弘扬 “节约水、爱惜水、保护

水”的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意识。进一步提

高水资源管理和决策透明度,公开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

等相关政策、监督方式和考核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附件: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重点

工作任务分解表

2013年12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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