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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水是一种稀缺的战略性资源，今年，我市
水资源保障工作如何开展？

张晓峰：今年，我市以建设再生水标杆城市为突
破口，加快构建原水互联互通、城乡同质化供水、再
生水循环利用的水资源保障体系，实现高品质供水体
系基本成型。

一是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续建清溪水库、柏坑
水库扩容、慈西水库，加快水库群东西线联通、皎口
至溪下水库等水资源联网联通工程建设进度；开展浙
东水资源配置通道工程前期工作；全年计划境外引水
5.5-6 亿立方米，重点解决好慈溪、象山的生活用水
保障问题。

二是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新开工大嵩水厂、
毛家坪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续建第二工业水厂工
程，完成城镇供水管网改造 150 公里，加快海曙西片
区三乡镇给水主干管工程建设，新开工村级水站提升
改造 105 座，更新升级泵站机埠和堰坝水闸 502 座，
城乡同质化供水覆盖率达到 98%。

三是推进再生水开发利用工程。加快再生水利用
“五大工程”建设，新开工再生水输配管道一期 （南
塘河再生水输配工程） 等工程，续建大目湾再生水厂
工程，福明净化水厂再生水回用工程基本完工；完善
再生水利用的政策支撑体系，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 30%，全市再生水利用量达到 2.3 亿立方米。

记者：群众对城市内涝问题的解决比较关注，请问
今年对城市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有哪些打算？

张晓峰：我市今年将立足预防为主，补强城市内涝
等薄弱环节短板，加快重点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提升超
标准洪涝应对能力。

一是提升流域防洪能力。横山水库防洪能力提升二
期工程年底具备通水条件，新开工甬江堤防提标镇海城
区段，加快推进下姚江堤防整治，完善姚江、奉化江超
标准溢流段工程体系；基本完成姚江北排二通道主体工
程，新增陶家路枢纽泵站 （200 立方米/秒），开工建设
泗门泵站二期；持续推进海塘安澜建设，新开工 19 公
里，续建 70 公里，完工 30 公里。

二是抓好城市内涝 防 治 。 全 线 推 进 海 曙 沿 山 干
河、慈溪建塘江、鄞州小浃江整治、奉化镇域水利综
合治理等区域排涝工程。实现王家洋泵站通水运行、
界牌碶泵站具备通水条件。开展市六区建成区内涝网
格化风险评估，针对低洼路段、下穿立交、易涝积水
点等部位，增设内涝监测设备，试点开展内涝风险预
测预警工作，建立落实重点分片应急预案和应急措
施。

三是健全流域调度管理机制。加强甬江流域大中型
水库和沿江强排泵站的流域统一调度管理，动态做好水
库河道的蓄泄调度。完善宁波市大中型水库统一调度管
理平台、大中型水库水情工情监测体系，新增 5 个市级

洪水预报预警站点，建立健全大中型防洪水库预报调度
全过程管理机制。

记者：全省已启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宁波有哪些
举措？

张晓峰：按照幸福河湖建设总体目标，结合交通、
文旅、生态、体育等工程建设，推动“一廊一策”实施方案
编制，出台相关配套制度、政策和技术标准。我们计划打
造完成“河湖网红”幸福风情点 40 处、市级幸福河湖 25
条、幸福河湖示范村 20 个，推出幸福河湖精品游线 11 条，
城乡居民 15 分钟亲水圈覆盖率达到 80%。加快形成“十
廊百河千村”的全域幸福河湖总体格局。

记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扩大有效投资工作，请
问水利部门准备怎么抓？

张晓峰：当前，我们正把握抓项目、扩投资的政策
窗口期，坚持“建设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思

路，提速提效，努力在有效投资上开创新局面。
一是提速续建项目进度。推进 70 项重点续建项

目，总投资规模约 740 亿元。紧扣重点项目建设时间节
点，抢工期、抓进度，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
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完成年度投资约 155 亿元。

二是提高新建项目开工率。确保新开工重点项目
10 个以上，总投资规模 120 亿元。按照水利工程建设高
质量发展指引，逐项落实重大新建水利工程优化项目建
设工期要求，完成年度投资约 15 亿元。

三是提早项目储备前期工作。以 《甬江流域防洪治
涝规划 （2021-2035） 》 和 《宁波现代化水网建设规
划》 为支撑，加快推进西岙水库等 10 个重大项目前期
工作。全面启动甬江流域南排通道工程前期工作，完成
一批重大专题研究。

四是完善要素保障工作机制。创新投融资模式，多
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积极争取中央特别国债。压实压细
工程建设计划，明确节点目标和责任分工，落实“一项
目一策”服务协调机制。

（撰文 王博 陈飒）

担当新使命 澎湃新征程 高质量构建现代化水网
——访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峰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保障国家水安全重要讲话十周

年。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思路的指引下，宁波市以水利现代化先行市建设为目

标，坚持高位谋划落实、统筹一体推进，水资源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了历史性提升，水生态环境获得根本性突破，

书写出绚丽壮阔的治水兴水新篇章。

在新征程上，如何扛起使命，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日前，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峰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

后塘河鄞州段。（陈飒 供图）

2023年全市各地用水量情况

资源量

全市水资源总量 64.48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60.46 亿立方
米，比上年少 32.1%，比多年平均值少 23.1%。人均水资源量 664.9 立方
米。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5.817 亿立方米，比年初减少 2.319
亿立方米。

2023年全市各地水资源总量与2022年及多年平均比较

供水量

全年宁波市总供水量为 22.76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 2.6%，其中地
表水源供水量 22.06 亿立方米，地下水源供水量 0.01 亿立方米，污水处
理回用及雨水利用量 0.69 亿立方米（不包括直接用于河道补水的再生
水量）。地表水源供水量中由境外引水工程（跨流域调水工程）为生活及
工农业生产提供的供水量 2.79 亿立方米。

全市城镇公共水厂总供水能力501.73万吨/日（其中县级以上公共水
厂总供水能力420万吨/日），总供水量为11.11亿立方米（不含姚江水厂和
航丰水厂），由水库供水 10.77亿立方米（占 96.9%），其余由河道（溪道）供
水；其中向市区供水的五大水厂供水量5.59亿立方米，均由水库供水。

用水量

全市总用水量为 22.7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6%。其中，居民
生活用水量为 5.52 亿立方米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 4.45 亿立方米，农
村居民生活用水量 1.07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8%；生产用水量为
16.60 亿立方米 （第一产业用水 7.04 亿立方米，第二产业用水 6.99 亿
立方米，第三产业用水 2.57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2.4%；生态环境
用水量 0.64 亿立方米。另外，全市河湖生态配水量 6.78 亿立方米，较
上年增长 13.0%。

各区 （县、市） 用水量：海曙 1.77 亿立方米，江北 0.82 亿立方
米，镇海 2.35 亿立方米，北仑 3.37 亿立方米，鄞州 2.89 亿立方米 ，
奉化 1.69 亿立方米，余姚 3.26 亿立方米，慈溪 3.23 亿立方米，宁海
1.78 亿立方米，象山 1.60 亿立方米。

耗水量

全市总耗水量 12.19 亿立方米，耗水率 53.6%，其中生活用水耗水
量为 2.32 亿立方米，生产用水耗水量为 9.27 亿立方米，生态用水耗水量
为 0.60 亿立方米。

城镇污水处理量

全市共有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 33 座，处理规模 289.05 万吨/日，
全 年 处 理 污 水 总 量 8.72 亿 立 方 米 ， 同 比 增 长 3.3%， 实 际 日 均 处 理
量 245.14 万 吨 ， 平 均 运 行 负 荷 率 84.8% 。 全 年 COD （化 学 需 氧
量） 削 减 量 17.26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2.4% ， 氨 氮 去 除 量 1.63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7.2% 。

节约用水

全市节约水资源量 0.89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节水 0.24 亿立方米，重
点工业企业节水 0.49 亿立方米，城市节水 （包括居民生活和城镇公共）
0.16 亿立方米。

用水指标

2023 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235 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
量为 14.8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0.0 立方米，按可比价计
算 ， 比 2020 年 分 别 下 降 12.4% 和 16.0% ， 农 田 灌 溉 水 有 效 利 用 系 数
0.623，亩均用水量为 301 立方米，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57.3 立方
米，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54.8 立方米 （含取水、供水环节的输水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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