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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乌拉特前旗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赵旭红 张春霞 徐世超）

 

〔摘要〕文章论述了乌拉特前旗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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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节约保护现状 

乌拉特前旗通过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完善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形成发达的水资源节约保护体系。通过大规模

的制度建设，建立良性自我运行的节约保护水资源内在机制，形成以人水和谐为核心的节水型社会环境。水资源节约保护包括农

业、工业、生活、生态用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农业节水工程体系、管理体系不完善，灌溉用水定额偏大，节水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

制不够完善。乌拉特前旗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山旱牧区节水改造，通过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和群众自筹的方式。仅2012 年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51 万hm2，节约水资源效益显著，有效的缓解了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速度。工业节水以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

控制高能耗和提高重复利用率为基础，降低万元产值取水量，推动节水型工业的发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随着巴彦淖尔市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乌拉特前旗人口急剧增加，截至2009 年，城乡人口已近35 万人，城镇人口近10 万

人。生活用水总量不断增加，全旗年生活用水量已超过1 000 万m3，其中城镇生活用水230 万m3。作为乌拉山镇城镇用水重要水源

地的额尔登布拉格苏木是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1．2～1．5 m，地下水埋深40～50 m。水源地上游现已建成各类

铁选厂近40 家，年取水量近1 500 万m3 ; 各类饲草料基地400 多hm2，年取水量2200 多万m3。为了保护乌粱素海湿地的特有环

境，除每年套内排水及汛期山洪补给外，年还需引黄河水3000～4 000 万m3 维持现有生态平衡。 

2 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节约保护的需求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可持续

发展要求农业采用先进的输水灌溉工艺，降低农业灌溉定额，提高灌溉利用率，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大效益。企

业选用先进设备节能降耗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城乡居民生活采用节水环保高效的用水设备。几年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取得

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后续工程项目建设任务繁重，而且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五年内解决农村饮水安

全”的目标，即2013 年全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任务将更加艰巨。面对当前仍有3．68 万人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工作中应

坚持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重点解决饮用水中氟超标、苦咸水、甲烷水等的水质问题，以及水量不足、水源保证率低、取水极不

方便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影响生活和身体健康的重大饮水安全问题。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统筹

兼顾、和谐发展。 

3 水资源节约保护措施 

(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必须加强前期工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前期工作分为规划、可研报告、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等

阶段，前期工作是确保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的基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工程长

久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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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划定地下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建立水质监测网络，控制污染。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监督管理，建立饮用水水质、水量的

定期监测制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必须强化水质检测和监测工作。通过宣传提高农村群众的水质安全意识，做好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的水质检测工作，规模较大的工程可配备相关水质检验人员和检测设备。卫生等部门应将农村饮水常规水质监测作为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疾病预防控制的常规工作，建立长效监测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握水质状况，保证水质达标。 

(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必须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以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为重点，进一

步加大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力度，合理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水源地保护。控制地下水的超采，涵养地下水，遇丰水年

地下水基本不超采，每年涵养地下水0．1～0．2 亿m3。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施地下水回灌。 

(4) 加强乌拉特前旗与上游地区在水资源保护及调度方面的合作，强化流域协作机制。增加上游来水量，改善入库水质。 

(5) 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合作，加强对地热水和矿泉水的开发管理，制定保护开发规划合理开采。 

(6) 为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好家园，充分利用工业及生活再生水，努力使乌拉特前旗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步入良

性发展的轨道。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必须研究建立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工程应该按照《村镇供水单位资质标准》和《村镇供水站

定岗标准》要求，配置精简高效的管理人员，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努力降低运行成本。 

(7) 采用新的行业用水标准，实行用水计量、计划供水、定额管理、总量控制。建立社会节水监督网络;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落实节水利用设施与主体工程设计、施工与投入使用“三同时”的管理制度; 加大节水的执法检查力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必须加强机构和能力建设。应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适当增加管理经费，充实技术力量，配备必要的管理设备，加

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信息系统建设，提高实施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以适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大规模实施对项目建设管理的

要求。 

(8) 加强水行政执法能力基础建设。随着国家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工作目标的提出，阳光行政、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已

成为新时期水行政执法部门努力的方向。 

4 农村饮水安全规划主要建设内容 

在全面摸清当地农村饮水安全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水资源和供水工程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要

求，从建设社会主义和“以人为本”的角度，结合财力状况，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2010～2013”规划饮水不安全人口全部

解决，共计3．68 万人，其中氟超标区2．81 万人、苦咸水0．57 万人和其他水质问题0．3 万人。计划兴建集中式供水工程60 

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同时，根据乌拉特前旗当地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及其危害，按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确定分阶段

重点解决的先后顺序。在工程实施中，根据项目区实际情况按照群众提出的建议，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实地踏勘，增强了工程的实用

性和经济性。尊重群众意愿，注重实效性，做群众满意工程。乌拉特前旗农村饮水安全规划分为单村集中供水区和多村联片集中供

水区两个类型区。 

(1) 单村集中供水区规划。在前后山居住相对分散的地区规划建设59 处单村集中供水工程，解决项目区内总人口16 998 人

(氟超标人口12 770 人，苦咸水1 228 人，其他不安全水质人口3 000 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 

(2) 多村联片集中供水区规划。在具有条件的大佘太地区建设1 座多村联片集中供水工程，解决原大佘太镇项目区内20 个村

40 个社，总人口23 002 人(氟超标人口15 292 人，苦咸水人口4 513 人，并网人口3 197 人) 和5 384 头牲畜(奶牛) 的饮水安

全问题。 

目前，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配合下，工程已正式开工。在工程建设管理上，确立制度，规范程序，通过制定建设，确保项目

有序进行。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在建设资金的管理上，实行统一管理，专户存储，专款专

用，封闭运行，杜绝任何截留和挤占工程建设资金的现象，强化事前监督，过程监督，事后检查。在质量管理上，实行施工监理，

农民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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