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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是世界人均水平的 1/4,如果不能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水

资源将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结合我国当下水资源现状和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我县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

现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关键词]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精细化管理；水资源现状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是人类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

战略性经济资源,随着全世界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水资源安全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水资源的短

缺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全面贯彻和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保证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我县将严格落实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现

水资源精细化的管理。 

1 勉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1 水资源现状 

勉县位于陕西西南部,汉中盆地西端,东经 106º21′

-106º57′,北纬 32º53′-33°38′。总面积约 2406km2,其

中平川占 8.8%,丘陵占 16.4%,山区占 74.8%。勉县属北亚热

带内陆性季风气候,四级分明,平均气温14.1℃,多年平均降

雨量 853mm,共有大小河流 293 条,其中 10km2 以上的有 50

条,均属长江流域。 

1.2 水资源开发现状 

勉县地表水资源的来源是大气降水,经分析计算全县自

产地表水资源量为10.2亿 m3,多年平均潜水总补给量为3.5

亿 m3。水资源主要由地表水和地下水两部分组成。经过多年

的不断建设,截止 2018 年底,全县共建成水库 37 座,其中小

(一)型水库 5 座,小(二)型 32 座,总库容 2692 万 m3；七大灌

区设施灌溉面积 17.59 万亩；修建蓄水陂塘 774 口,蓄水量

661 万 m3；建成抽水站 251 座,总装机容量 5287kw；井 656

眼,总装机容量 5135kw。 

2 目前我县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2.1 水资源污染的情况较为严重 

对于水资源而言,其一旦受到外界因素或者人为因素的

污染,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将污染扩散,从而致使更多流于

的水资源受到污染,这也直接影响了水资源的正常应用。在

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应用工业废料以及农药等等,

这些物质会对水资源产生严重的污染,并且很难在短时间之

内对其进行治理。此外,生活废水的排放也是导致水污染的

直接因素。我县河流也找到了较为严重的污染,河水中到处

都可以看见明显的生活垃圾以及生活废水、农药瓶等等,河

水受到污染之后,也会直接导致地下水的水质受到影响。现

阶段,我县尚且没有制定出较为全面并且具有较高实用价值

的水资源污染管理体系,水资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2.2 人们节水意识不足,水资源浪费的现象经常出现 

现阶段,水资源浪费是我县水资源管理工作展开过程中

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人们传统的意识当中,水资源是

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农

业发展对水资源的利用规模越来越大[1]。此外在日常生活的

过程中,人们的节水意识也相对较差。在农业发展方面,虽然

已经有了一定的节水意识,但是在实际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很

难得到体现,使得一些农业技术规范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同时,我县现阶段在农业节水技术管理几乎是空白的,这也

就导致了水资源浪费的现象较为严重[2]。 

3 水资源管理措施 

3.1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严格管理水资源取水制度： 

3.1.1 所有从湖泊、河流等地下取水企业和项目工程严

格按照程序办理取水许可证。对生态环境有破坏和对水资源

造成污染的项目坚决不给予办理取水许可。 

3.1.2 严格限制地下水开采。对区域内地下水总量开采

实行控制,根据总量制定相对应的开采方案和计划,规定区

域内地下水的禁止开采地和限量开采地。 

3.1.3 对水资源比较紧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区的地

下水开采项目严格把控。 

3.2 大力推进节水型工程建设,充分开发水资源 

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国

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我们要以提高用水效率和效

益为目标,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 

3.2.1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总

体部署,以保障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建设现代化农业为导

向,已促进农业节水和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为目标,推进

农业水价改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3.2.2 加强节水管理,提高节水效能。农业领域大力推

广喷灌、滴灌和渗灌等先进实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发展经现

代节水农业。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6031 亩,改善灌溉面积 1.3

万亩；工业领域重点抓好高耗水行业节水开展技术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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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水利用率；城镇生活领域要加快县城供水管网改造,扩

大供水范围。 

3.3 增强水资源计量和监控能力 

增强水资源计量和监控能力建设。加快传统水文计量方

式向流量仪计量方式转变,加快对未实现水资源计量区域的

改造工作,实现对全县各行业水资源的管控,提高水资源计

量能力,为用水统计和监控提供准确数据。 

3.4 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持续利用水资源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一建精神,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落实属地主

体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建设,勉县成立了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制定印发

了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和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先

关制度。建成了县、镇、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明确了各

级赫章、村级巡查员职责范围,实现了全县流域面积 50km2

以上的 18 条河流、37 座水库、22 条堰渠的河长制工作全覆

盖,为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河湖资源持续利用提供

了重要的措施。 

3.5 组织开展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提高水资源保护意识 

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打造舆论声势,为法律法规的

深入贯彻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3.5.1 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

的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普及节水知识。 

3.5.2 严格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开展送法进

企业、进家庭、进社区活动,使水法宣传深入社会各阶层、

各角落,有效扩大了水资源、水法规的认知度和水利部门的

影响力。 

3.6提升水资源的保护力度,对水资源污染进行大力整治 

首先,在水资源的工业排放上,应该设定科学的排放标

准,同时应该对工业废水排放的指标进行确定,尽量达到无

污染的废水排放。同时,还应该修建橡胶拦河坝,将有污染的

水体与清洁水体进行隔离,这样可以使水体环境得到有效的

改善。 

对于农业水资源污染情况来说,在对其进行治理的时候,

首先应该从源头对水资源的的质量进行保证,农民应该尽量

应用有机肥料进行农业活动[3]。同时,在对农药进行选择的

时候,应该对农药的残留物情况进行确定,并且要将使用之

后的农药容器进行统一的掩埋或者是焚烧处理,不能将其随

意投进河流中,一旦盛有农药的容器流入河水当中,其受到

河水流动冲刷之后,容器中的残留物质势必会在短时间之内

在河水中进行扩散,从而使整个水体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 

应该制定出制约农业生产废物堆积以及工业生产废水

排放的管理体制,从而使人们对于水体水质的保护意识到得

到有效提升,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证现阶段我县水资源的整

体科学利用,使得今后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展开更加顺利,同

时也促进了我县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 

4 结束语 

水资源的管理是水利工作的永恒问题,没有科学的水资

源管理就没有现代水利；没有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就没有可

持续发展水利政府核心职能的转变,强化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水资源

的节约,保护和合理配置,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促进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资源管理,建立权威高效、运转协调的管理体

制,才能有效解决严峻的水资源问题,才能提高水利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推进水利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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