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写在 2021 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到来之际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英

3 月 22 日是第二十九届“世界水日”，第三十四届“中国水周”的宣传活动也同

时拉开帷幕。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是“珍惜水、爱护水”，我国纪念

2021 年“世界水日”和开展“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战略全局高度擘画治水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就保障国家水安全、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水利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我们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害防御能

力，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指明了主攻方向、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制性要素，水的承载空间决定

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

相匹配，破解水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是新阶段我国发

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水利工作必须心怀“国之大者”，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治水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谋划和扎

实推进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水资源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生活品质、生产发

展息息相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水的需求已

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进一步提升水资源供给的保障标准、保障能力、保

障质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问



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超载区或临界超载区面积约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53%，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

存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面沉降等生态问题。

要针对这些问题，深挖根源、找准病因，系统治理，采取更加精准务实的举措加

快解决。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水资源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关系粮食安全、

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树牢底线思维，

增强风险意识，摸清水资源取、供、输、用、排等各环节的风险底数，有针对性

地固底板、补短板、锻长板，下好风险防控先手棋。

一是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把节水作为水资源开发、

利用、保护、配置、调度的前提，推动用水方式进一步向节约集约转变。完善节

水标准和用水定额体系，强化高耗水行业用水定额管理，开展节水评价，抓好重

要领域、重点地区深度节水控水，全面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

节水降损，鼓励再生水利用。发挥制度、政策、科技的支点和杠杆作用，加快健

全政府引导、市场调节、社会协同的节水工作机制，推动将节水作为约束性指标

和目标，完善用水价格形成机制，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和水资源税改革，推广

合同节水管理等服务模式，加强节水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节水惜水的良好氛围。

二是建立刚性约束制度，严控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倒逼发展规模、发展结构、发展布局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

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强化生态流量管控，加快推进跨省江河流域和省内跨市县江

河初始水权分配，实施地下水开采总量与水位双控。深入推进全国取用水管理专

项整治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国取水口核查登记，切实规范取用水行为。合理确定

流域区域用水总量，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在水资源超载地区暂停新

增取水许可，坚决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



三是加快国家水网建设，优化水资源配置战略格局。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

全、可以持续的原则，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功能协同，集约高效、绿色智能，调

控有序、安全可靠的国家水网，全面增强我国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

力、战略储备能力。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

建设，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比选论

证，建设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骨干输水通道，加强大中小微水利设施配套，逐步完

善国家供水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综合性水利枢纽和调蓄工程建设，加强战略储备

水源和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保障重点区域供水安全。加强灌溉供水管网

建设，改善灌区水源条件，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推进城市供水管网

向农村延伸，促进农村供水工程与城市管网互联互通，推进农村水源保护和供水

保障工程建设，实施小型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改造，畅通供水网络的“毛细

血管”。

四是强化河湖保护治理，提升水资源涵养修复能力。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加大江河湖泊的保护治理力度，统筹做好水土保持、地下水超采治理、

受损河湖生态修复等工作，保留和扩大河湖生态空间。强化河湖长制，推动河湖

“清四乱”规范化常态化，巩固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成果，开展河道采砂综合整治和

河湖执法行动，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推进美丽河湖、健康河湖建设，持续改

善河湖面貌。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旱作梯田

和淤地坝建设，严控人为新增水土流失。开展生态脆弱河流和重点湖泊生态修复，

加快华北地区及其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推进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

设施改造，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整治，维护水清岸绿的水生态体系。

五是坚持科技引领和数字赋能，提高水资源智慧管理水平。充分运用数字映

射、数字孪生、仿真模拟等信息技术，建立覆盖全域的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

推进水资源管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加强监测体系建设，优化行政区界断

面、取退水口、地下水等监测站网布局，实现对水量、水位、流量、水质等全要



素的实时在线监测，提升信息捕捉和感知能力。动态掌握并及时更新流域区域水

资源总量、实际用水量等信息，通过智慧化模拟进行水资源管理与调配预演，并

对用水限额、生态流量等红线指标进行预报、预警，提前规避风险、制定预案，

为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提供智慧化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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