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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总面积45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0.98万人。境内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有44条，水资源总可利用量14.44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全国的1/6。

在水危机不断加剧的今天，每一滴
水的节约都是对未来的投资，节水也从
个体习惯升级为社会责任。

我市着力打造以“规划引领、目标
控制、考核奖惩、协调联动、紧抓重点”
为主线的节水工作机制。在规划引领
上，坚持“四水四定”，在印发实施《枣庄
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基础上，编制并印
发《枣庄市节约用水规划（2023-2030
年）》，开展全市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估，
严格规划水资源论证，将贯彻节水优先
方针作为服务和融入黄河重大战略、推
动枣庄“强工兴产、转型突围”的重要任

务。在目标控制上，科学确定各区（市）
的用水双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等年度节约用
水控制目标，在规划中更进一步明确了
全市 2025 年和 2023 年城市公共供水
管网漏损率、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和城市再生水利用率目标。在考核
奖惩上，将“万元 GDP 用水量降幅”纳
入对区（市）综合绩效考核，按照水利部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内容对区

（市）进行督导和“一区（市）一单”问题
反馈，出台《枣庄市节约用水奖励办法》
对省、市级节水型载体分别奖励 5 万

元、2万元。在协调联动上，充分发挥市
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作用，分管副市
长亲自开会部署，每年制定印发《枣庄
市深度节水控水工作任务清单》，统筹
责任分工，定期调度进展，根据工作需
求召开成员会议，推进节水宣传教育、
节水载体建设、水效领跑者推荐等重点
工作。在紧抓重点上，动态调整重点用
水单位监控名录，投资 2200 万元安装
587个取水口监控设施并上线运行，重
点取水口在线监控率达到 100%，计划
用水管理实现年用水量 1 万立方米以
上工业和服务业重点用水户全覆盖。

当您阅读这段文字的30秒内，全
球已有超过1000人因缺水陷入生存危
机。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近20亿人
口面临用水短缺威胁，而我国人均水
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这
个蓝色星球上，每一滴水的循环都牵

动着人类文明的脉搏——节水不仅是
一种环保倡议，更是关乎生存的必答
题。

我市统筹推进国家节水行动，实
施节水载体创建和奖励，高标准建设
节水教育基地，创新推进合同节水、

再生水配置利用、节水产业和水预算
管理等深度节水，打造枣庄节约用水
2.0 版本，持续巩固“国家节水型城
市”和全市全面建成县域节水型社会
成果，全市用水效率持续提升，节约
用水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从农业滴灌技术的革新到家庭节
水龙头的普及，一场关乎可持续发展的

“微水之战”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打响
……

我市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聚焦
节约用水管理主责主业，外部节流、内
部挖潜，全面完成用水效率目标。一是
强化用水管理。严格用水控制，2024年
全市用水总量6.45亿立方米,符合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其中非常规水源利用量
0.67亿立方米，为最低利用量的140%。
各区（市）均完成用水效率目标，滕州市
被确定为省水资源集约节约示范县，薛
城区获得省级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督
查激励。严格节水评价，联合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发文规范工作要求，制作《节
水评价审查表》，按照定额和水资源禀
赋情况合理确定用水规模和结构。完善
监测计量体系，全面校核确认全市2.23
万处取水口信息，1372 处非农取水口
100%完成监测计量档案建立，开展农

业灌溉“以电折水”样本井建设。二是推
动重点领域节水。2011 年以来全市共
建设高标准农田约 252 万亩，占比约
82%；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约150万亩，占
比约48%；完成 208.82万亩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任务，进行农业初始水权分
配，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589。规模以
上高耗水工业企业共有21家建成节水
型企业，占比 91.3%；节水型高校 2 家，
占比 66.6%；“青岛啤酒（枣庄）有限公
司”成功创建省级水效领跑者。开展一
户一表改造，城镇居民生活用水计量率
达100%；推进供水管网改造，城市供水
漏损率下降到7.88%。三是推进非常规
水开发利用。2024年，我市污水处理量
1.99亿立方米。全市规划投资8.4亿元，
铺设输配管网150公里，增加再生水供
应能力6000万立方米/年；目前已完成
投资3.1亿元，铺设输配管网67.2公里，
再生水生产能力达到0.73亿立方米。薛

城区被列入再生水利用省级试点，将再
生水输配设施建设融入现代水网建设
体系，实现南四湖水、当地地表水、地下
水、再生水连通互补，拓宽再生水应用
场景和规模。滕州市将生活污水和部分
城市内涝水通过管道和泵站输送至湿
地净化后调到墨子湖调蓄池，再统筹配
置到河道、园区、企业用水户等，设计再
生水回用量约8万立方米/日。四是深化
节水宣传教育。共建成节水教育基地3
处和节水主题公园2处，其中投资400
余万元高标准建设的枣庄市节水教育
实践基地，2023 年被评为省级节水教
育基地，先后组织了研学、演讲、公开课
等活动，目前已接待 3 万余人次。利用
我市地标建筑“双子星”、台儿庄古城等
和展演、公益宣传、“五进”等多种方式
广泛开展节水教育和《节约用水条例》
宣贯，联合教育局组织学生观看《奇妙
节水课》，累计观看人数2.2万余人次，
全社会节水意识显著提高。

从建立企业用水智慧监管云平台
到节水产业的发展，技术创新正在重塑
节水新图景，我市大力提升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能力，用实际行动解锁可持续
用水的新方式。

实施合同节水管理。承担省工业企
业合同节水改革试点，共投资184.65万
元，针对滕州市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开展水平衡测试服务，建立企业用水智
慧监管云平台，进一步开展节水技术改
造，充分利用再生水替代部分地表水水
源，优化和维修跑冒滴漏供水管道，每

年节水约 6.6 万立方米，年可节约经济
效益42.48 万元。开展了台儿庄沿运灌
区等其他5个合同节水项目，类型涵盖
农业、高校、城镇公共领域。加强节水产
业发展。开展全市节水产业调研摸底，
确认129家开展了节水业务，产业规模
约 4.8 亿元。山东泰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被纳入省级节水产业重点企业。开展

“节水贷”融资服务。对有融资需求的企
业，组织开展走访对接，建立绿色通道，
促成市人民银行向枣庄市市中区绿色
低碳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市中

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及再生水利用
工程发放“节水贷”4.03亿元。完成2个
多水源区（市）区域综合水价改革，统一
南水北调水、南四湖水和当地地表水的
供水价格，进一步理顺再生水价格，激
发节水内在动力。试点水预算管理。台
儿庄区被确定为水预算管理省级试点，
目前已完成实施方案待区政府批准，开
展了用水单位计量设施摸查，申报了适
应性节水设施工程，正在进行历史用水
情况分析，为 2025 年水预算指标科学
下达奠定基础。

珍惜水资源，从政策上健全节约用水工作机制

珍惜水资源，从细微处提升节约用水工作水平

珍惜水资源，从创新上应对高质量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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