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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市“十四五”期间和 2021 年度

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方案的通知
淄政办字〔2021〕1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

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淄博市“十四五”期间和 2021 年度水资源保护利用

行动方案》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3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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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十四五”期间和 2021 年度
水资源保护利用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施生态赋能行动，把保护生态环境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要求，全面提升我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打造城市秀

水名片，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着力构建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旱灾害防御、水生态

保护四个体系，大力推进引客水、蓄雨水、抓节水、保供水、

治污水、用中水、防洪水、排涝水“八水统筹，水润淄博”

方略。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构建水环境治理体系。组织实施孝妇河、漫泗河、猪龙

河、涝淄河、乌河、淄河、杏花河、支脉河、沂河等重点河

流生态修复治理，完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新建、扩容、提

标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工程，开

展人工湿地建设，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实现河流水质全面提升。

构建水资源利用体系。深化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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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节水行动，严控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和再生水利

用率；完善黄河水、长江水客水引调水工程体系，推进水库、

闸坝等蓄水工程建设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切实保障供水安全；

统筹调配水资源，综合用水、分类施策、优化调度，打造小

清河、淄河、沂河、孝妇河四条清水廊道，实现“有河有

水”。

构建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强化河道综合治理，加大河道、

山洪沟整治力度，实施水库、塘坝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建立

健全水旱灾害防御监测预警系统，实现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显

著提高，切实保障防洪安全。

构建水生态保护体系。全面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提升

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建设生态涵养林、

生态缓冲带，实现“有草有鱼”；统筹推进幸福美丽河湖创

建，规划建设孝妇河文化休闲生态观光带，推进市域滨河公

园、水上公园、湿地公园建设，打造孝妇河、范阳河、猪龙

河、涝淄河和文昌湖、马踏湖“四河两湖、清水润城”生态

水系景观，切实保障水生态安全。

（二）主要目标及具体指标

1．主要目标

市域全部河流基本恢复水生态系统功能，达到水功能区

目标，城镇污水管网基本实现全覆盖，水资源节约集约和统

筹配置体系基本完善，城乡供水安全切实得到保障，水旱灾

害防御能力显著提升，主要河流恢复生态流量，逐步恢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水平。水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市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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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段主要河流“美丽河湖”基本实现。

2．具体指标

到 2025 年，全市年供用水总量控制在 12.87 亿立方米

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全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用水效率指标达到省定标

准以上，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全面完成国家节水行动任

务目标；市域地表水拦蓄能力进一步提升，客水利用工程体

系进一步完善，城市供水基础设施配套和改造基本完成，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省定目标以上；骨干河道及主要支流治

理、病险水库塘坝除险加固基本完成，河湖水库等工程安全

运行管理机制全面建立，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市域

内主要河流水环境质量力争全面消除Ⅴ类水体，各类人工湿

地面积增加 15000 亩。全市优良水体比例由 2020 年的 7.7%

提升到 70%以上，生态系统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土著鱼类和

水生植物基本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显著提升，生态稳定性明

显增强，自然生态系统基本实现良性循环，优质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

卷基本绘就。

全市主要河流具体指标表

序号责任区县断面名称所在河流属性“十四五”

拟定目标“十四五”

争取目标 1 淄川区太河水库太河水库国控ⅢⅢ2 周村区

袁家桥孝妇河国控ⅣⅢ3 高青县道旭渡支脉河国控ⅢⅢ4 沂

源县田庄水库坝上田庄水库国控ⅢⅢ5 沂源县韩旺大桥沂河



5

国控ⅢⅢ6 桓台县西闸小清河国控ⅣⅣ7 高青县黄河黄河国

控ⅢⅢ8 博山区西龙角孝妇河省控ⅣⅢ9 淄川区南外环孝妇

河省控ⅣⅢ10 张店区孝妇河张周路桥孝妇河省控ⅢⅢ11 高

新区于堤村东猪龙河省控ⅣⅢ12 桓台县猪龙河入小清河处

猪龙河省控ⅣⅢ13 文昌湖区范阳河张博路附线站点范阳河

省控ⅢⅢ14 临淄区东沙乌河省控ⅣⅣ15 桓台县乌河入预备

河处乌河省控ⅣⅣ16 张店区张钢北涝淄河市控ⅣⅢ17 张店

区猪龙河裕民路桥东猪龙河市控ⅣⅢ18 博山区岳阳河入孝

妇河处孝妇河市控ⅣⅢ19 博山区沙沟河入孝妇河处孝妇河

市控ⅣⅢ20 临淄区 302 井齐鲁排海管线市控ⅤⅤ21 临淄区

运粮河入乌河运粮河市控ⅣⅣ22 桓台县杏花河入小清河处

杏花河市控ⅤⅣ23 高新区甘家村涝淄河市控ⅣⅢ24 经开区

范阳河 309桥范阳河市控ⅢⅢ说明：齐鲁排海管线为齐鲁石

化公司建设的入海排污管线，302 井断面作为科研趋势断面

以Ⅴ类水体进行管理。

二、主要任务

（一）水环境治理能力提升行动

突出“控源头”“治污水”能力建设，组织实施城镇污

水处理厂新改扩建工程、污泥处置提升重点工程，城镇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重点工程，同步实施再生水处理配套设施及再

生水供水管网建设工程。开展工业企业污水深度治理，持续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进度，加强河道入河排口整治，保障

水环境治理能力提升。

1．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提升重点工程。2021 年，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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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新建临淄区淄东污水处理厂 1座；对博山区白塔镇污水

处理厂进行扩容建设；推进淄川区罗村镇污水处理厂、周村

区周南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能力建设，确保正常运行；对周

村淦清污水处理厂、光大（周村）污水处理厂，高青绿环污

水处理厂、高青南岳污水处理厂，沂源县第一、第二污水处

理厂进行提标改造，确保出水水质 21 项指标稳定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水体标准。“十四五”期间，计划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30 万吨/日；对全市 24 座城镇污水处理

厂（城市污水处理厂 11座，建制镇污水处理厂 13座）进行

提标改造，确保出水水质 21 项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Ⅳ类水体标准；周村淦清污水处理厂、光大（周

村）污水处理厂配套建设中水生态补水工程。（责任单位：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城市管理

局）

2．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提升重点工程。2021

年重点抓好博山葛洲坝污水处理厂、周村淦清污水处理厂、

光大（周村）污水处理厂、沂源县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污

泥规范处置工作，杜绝因污泥处置不及时影响污水处理厂的

正常运行和出水水质，确保基本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目标。

“十四五”期间，建成处理能力为 3000吨/日的污泥无害化

及资源化综合处置项目。（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

3．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重点工程。2021 年，着

力解决市政污水管网错接、漏接和管网修复等维护工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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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市政污水管网、雨水管网进行清淤疏浚；完成临淄区乌

河上游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计划在张店区、淄川区、周

村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沂源县共新建污水管道约 78

公里。“十四五”期间，全市计划新建管网 938 公里。2025

年全面完成建成区老旧小区、背街小巷、交通干线存在雨污

不分、清污不分的污水管网改造工程。（责任单位：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4．实施工业污染防治提升重点工程。2021 年，开展工

业企业污水深度治理改造工程，对博山区岳阳河矿井水进行

治理；对周村区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氟化物进行深度治理；

对博山区东佳集团，桓台县东岳集团、唐山热电、博汇纸业、

金城石化等重点企业的污水进行深度治理，提高出水水质。

“十四五”期间，对全市 10 个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提

标改造，确保出水水质 21 项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Ⅴ类水体标准。（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5．实施农业污染防治工程。2021 年新增完成 10%的行

政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十四五”期间，采用纳管、建站、

铺设管网+建设蓄污池+集中拉运等方式，因地制宜完成 60%

的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实施农业农药化肥减量行动，

积极开展统防统治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减少农业面源

污染。（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

6．实施排污口重点整治工程。对全市所有河流进行排

查，各类排口共计 2427个，其中存在问题排口 227个，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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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部整治完成。对不规范的排口进一步核实分类，按照

“取缔一批、合并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进行严格管理。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

市城市管理局）

开展水环境治理能力提升行动，2021 年计划投资 28.4

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 91.9亿元。（具体工程清单

见附件 1）

（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提升行动

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保障生态流量等原则，优先利用客水，合理利用地表水，控

制开采地下水，积极利用雨洪水，推广使用再生水，大力开

展节约用水，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做好“引客水”提升重点工程。进一步理顺引黄管

理体制，强化市级统一管理、统一调度，优化引黄水资源配

置。围绕用足用好黄河客水，配合黄河河务部门推进刘春家、

马扎子引黄闸改建工程，恢复原设计引水能力，做好黄河水

引水指标争取工作。按照水利部、省水利厅部署，适时推进

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淄博市配套工程相关工作。扩大客水

受水区，覆盖张店、淄川、博山、周村、临淄、桓台、高青

及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完成向淄

川区供应客水配套管网建设，开展向博山区供应客水的论证、

建设工作。（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2．做好“蓄雨水”节约利用提升重点工程。推进水库

提标扩容工程，按照“一库一策”论证分析，对具备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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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进行提标扩容改造；经比较论证，选择适宜地点新建调

蓄水库。结合河道治理工程，因地制宜建设拦河闸坝，提升

河道、水库雨洪水拦蓄能力，沂源县作为试点组织编制具体

实施方案。在城区，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建设下沉式绿

地广场、雨水滞留塘等设施，实现雨水滞纳和存蓄。在农村

地区，特别是南部山区，大力建设小水池（窖）、小池塘、

小水渠、小泵站、大口井等五小水利工程，提升雨洪水集蓄

与利用水平，实现“有河有水”的目标。（责任单位：市水

利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3．做好“用中水”提升重点工程。大力推进城镇再生

水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或提升改造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要同步配套建设再生水循环利用设施

和再生水供水管网。到 2025 年全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

火力发电再生水使用比例不低于 50%，一般工业冷却循环再

生水使用比例不低于 20%。城市绿化、环境卫生、景观生态

用水原则上使用再生水。（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4．做好“保供水”品质提升重点工程。构建多水源供

水体系，地下水、地表水、客水水源互为备用，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水质按照国家要求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推广城市

供水深度处理工艺，城市（县城）出厂水、管网水水质稳定

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要求，水质综

合合格率达到 95%以上。新建、提升改造供水水厂，提升处

理能力，确保水质稳定达标，实施新区水厂建设、沣水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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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处理提升改造以及东风水厂、张店水厂等现有老旧水厂

改造工程；推进引黄供水、“引太入张”等骨干供水工程输

配水管网，提高供水保证率，实施新城净水厂至石桥配水厂

输水管线复线工程、引黄供水主管道环线工程、中铝工业园

供水工程、“引太入张”输水工程维修加固工程等。结合老

旧小区改造，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移交工程，加强“最后

一公里”饮用水安全保障，解决“让百姓喝上放心水”的瓶

颈和短板。加强公共供水服务能力，扩大公共供水服务范围、

推进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加强

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推进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工程，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省定目标以上。（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集团）

5．做好“抓节水”提升重点工程。一是加大农业节水

力度。继续把农业节水作为主攻方向，调整农业生产和用水

结构，率先在沂源县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加强灌区用水计量设施配套，积极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

造。推广使用喷灌、微灌、低压管道灌溉、水肥一体化等高

效节水技术，推进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着力构建

配套完善、节水高效、运行可靠的农田灌溉体系。推广农机、

农艺和生物技术节水措施。二是深入开展工业节水。以提高

水利用效率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实施重点用水行业水效

领跑者引领行动。严格控制新上高耗水工业项目，加快淘汰

落后高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广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

提高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率。三是加强城镇节水。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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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绿化用水提升工程改造，加快推进城镇老旧供水管网改

造，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全面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

加快换装公共建筑中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引导居民

淘汰现有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生活用水器具，城市节水器具普

及率达到 100%。做好冬季地源热泵采暖用水管理。（责任单

位：市水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

6．做好“地下水”控采保护工作。全面完成地下水超

采区治理任务，提前完成全市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压减任务，

持续加大对大武地下水富集区的保护力度，强化市级集中统

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开发利用，做好保护性开发工作。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开展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提升行动，2021年计划投

资 10.69 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 96.18 亿元。（具

体工程清单见附件 2）

（三）水旱灾害防治能力提升行动

全面梳理水旱灾害防治短板弱项，查缺补漏，进一步完

善水库、河道和蓄滞洪区为架构的防洪工程体系，实施管渠、

泵站提标改造等“排涝水”项目建设，基本形成非工程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

1．实施河道治理提升重点工程。一是完成今年重点水

利工程后续建设任务。完成小清河干流及分洪道、孝妇河干

流、淄河、范阳河、杏花河、预备河、孝妇河下游分洪河道、

马踏湖蓄滞洪区等列入省市实施方案的重点水利工程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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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任务，达到设计防洪标准；开工建设东猪龙河经济

开发区段治理工程，治理河道长度 12 公里。二是抓好其它

骨干河道治理工程。对沂河田庄水库至东里段进行系统治理，

治理河道 55公里；对淄河博山段进行治理，计划治理河道 10

公里；对乌河临淄段进行治理，计划治理河道 16公里。（责

任单位：市水利局）

2．实施乡村河道及山洪沟治理提升重点工程。对 26条

流域面积 50～200 平方公里河流进行治理，治理河道长度

205 公里；完成淄川区峨庄支流、幸福支流、博山区赵庄支

流、石沟河 4 条山洪沟治理，治理长度 27 公里；结合农村

环境整治，对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下农村河道进行疏挖

整治。（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3．实施水库塘坝除险加固提升重点工程。加强全市 165

座小型水库运行观测，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病险水库，及时开

展安全鉴定，全面完成除险加固工程。对全市塘坝进行全面

摸排，按照先大型后小型，先重点后一般，分步实施、积极

推进，对病险塘坝进行除险加固。（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4．实施“防洪水”非工程措施提升重点工程。建设由

防汛监测站点和县级平台组成的监测预警系统、镇到县视频

会商系统、预警广播系统。新建雷达式雨水监测站点，实现

165 座小型水库水位实时监控全覆盖；提升改造南部山区山

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确保 945个山区村庄山洪防御全覆

盖；提升改造北部平原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新建市

级水旱灾害防御仓库等非工程措施。（责任单位：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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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旱灾害防治能力提升行动，2021 年计划投资

13.32 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 41.2 亿元。（具体工

程清单见附件 3）

（四）水生态保护修复能力提升行动

大力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湿地保护制度，着力实施自然

岸线保护、生态补水等保护和修复工程，保障河湖生态流量，

形成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多种形式的保护体系，改

善河湖、湿地生态状况。

1．实施生态河湖综合治理提升重点工程。加强水资源

统一管理，加强水系连通，统筹考虑生态用水，改善生态环

境。实施中心城区（含张店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下同）

生态水系用水配套工程，进一步提升完善“八河联通、六水

共用”工程体系，保证中心城区生态用水需求。推进孝妇河

文化休闲生态观光带工程，对孝妇河干流 59.96公里河道进

行文化生态休闲综合提升。加大对淄河流域的综合整治，结

合全域公园城市建设，对淄河穿临淄城区段深入开展水生态

综合提升改造，建设慢行一体滨河绿道、湿地公园，打造生

态农业风光、生态绿化景观、运动休闲片区等。（责任单位：

市水利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

2．实施河道生态修复及人工湿地建设提升重点工程。

中心城区河道要以“河畅、路通、水清、岸绿”为目标，实

施“河道整治工程、水质改善工程、景观美化工程和沿河交

通工程”，打造成为集防洪排涝、休闲娱乐、人水和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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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宜居等功能为一体的生态河流目标。在乌河、沂河、支脉

河等重要河流建设 4 个河道型人工湿地工程，面积共 7000

亩，以有效提升河道水质。（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

管理局）

3．实施河道、水源地生态修复及涵养林建设提升重点

工程。“十四五”期间，在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汇水区

及淄河流域建设生态涵养林。（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开展水生态保护修复能力提升行动，2021 年计划投资

7.86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投资 68.2亿元。（具体工程

清单见附件 4）

上述四大提升行动，2021 年合计总投资 65.3 亿元，其

中，新建、扩容城镇污水处理厂各 1座，提标改造城镇污水

处理厂 6 座，新建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管网 78 公里，人工

湿地 7000亩，镇（街道）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工程 17处，除

险加固水库 5座、塘坝 15座、拦河闸坝 20座，治理河道 162

公里；“十四五”期间合计总投资 297.5亿元，其中，新建、

扩容城镇污水处理厂各 1 座，提标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 24

座，新建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管网 938公里，人工湿地 15000

亩，新建水厂 3座，改造水厂 6座，新建供水主管道 287公

里，镇（街道）农村集中供水提质工程 38 处，除险加固水

库 11座、塘坝 390座、拦河闸坝 30座，治理河道 465公里。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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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

由各市级河长湖长担任专项行动各领域的总负责人，加强统

筹协调，强化调度指挥，凝聚各级各有关部门各方面力量，

全力实施集中攻坚，为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创造条件、提

供保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工业企业污水深度治理，工业企

业入河排污口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人工湿地建设等。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指导工业企业节水改造工作，督促指

导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用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负责水源涵养林建设等。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污水管网改造、再生水利用配套设施及再生水管

网建设，城区生态廊道建设等。市水利局负责水资源统筹配

置利用和节约保护、城乡供水、河道治理、水库塘坝加固、

水系连通、生态蓄水、孝妇河文化休闲生态观光带建设等。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市城市管理局负责污水处理设施提标

改造，污泥处置设施建设、生活入河排污口整治、汛期来临

前市政雨水管网清淤疏浚等。

（二）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站在事关长远发展、

事关城市形象的高度，立足实际，精准分析，科学谋划，高

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组织实施规划设计，突出引领性、前

瞻性，绘就一张大水系建设蓝图。秉承打造精品工程的理念，

注重市场化、法治化，邀请国内一流建设单位参与工程招投

标，提高建设标准，明确完成时限和验收要求，确保按期保

质保量完成各项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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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资金投入。整合各方资源，积极争取中央、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加大流域内各区县

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政府投融资主体在资金筹措方

面的平台和杠杆作用，对符合 PPP的公私合作模式项目，积

极引进社会资本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各项工程顺利

实施。

（四）强化督导检查。制定督查计划，纳入市委、市政

府重点督查事项，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并通报有关情况。各

责任单位定期调度工程建设情况，不定期开展检查，以督查、

调度为抓手，促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附件：1.水环境治理能力提升重点工程项目表

      2.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提升重点工程项目表

      3.水旱灾害防治能力提升重点工程项目表

      4.水生态保护修复能力提升重点工程项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