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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

三条“红线”严控制

管理体系较规范

创新点：把最严格地下水管理作为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点，通过严控地下水开
采，开展地下水保护行动，实现地表水、地下
水管理科学精细化。

泉水是济南的灵魂，是济南人最魂牵梦萦
的精神依托。近两年济南天气干旱少雨，保持
趵突泉持续喷涌显得尤其困难。

济南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严重的“水困
局”——— 严重缺水。济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290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数的七分之一，是典
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随着城市发展，生产生
活用水需求日益攀升，尤其是干旱年份，水资
源供需矛盾最为突出。如何保障城市用水，进
而实现优水优用，是济南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任务。经历5年的打磨，济南已从最初的摸索
发展到如今有了自己的特色。

以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通过
三条“红线”的控制措施，促进水资源的科学
配置、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不断
强化制度建设、责任落实和监督考核，建立了
较为科学规范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促进了水资
源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加强用水总量控制，2010年济南全市取水
总量为1 7 . 2 5亿立方米，到2 0 1 4年，下降到
16 . 13亿立方米，成功控制在省下达的17 . 01亿
立方米指标之内；用水效率逐年提升，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连续三年下降，由2011年16 . 4
立方米降至2014年13 . 79立方米。截至2014年年
底，全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经提升到
0 . 6415。水功能区水质不断改善，2014年省级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64 . 3%，国家级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达到6 0%。济南市从严控三条
“红线”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对县(市)区以及
工业用水大户进行量化考核，并根据总体成绩
进行排名，拿出320万元水资源专项资金对考
核优秀的县 (市 )区、重点取用水单位进行奖
励，并在山东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中，连续多年获得优秀等次。

不断强化依法治水管水，修订并颁布实施
了《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济南市城市
供水条例》，修订了《济南市河道管理办
法》、《济南市湿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长期开展违法取水(凿井)有奖举报工作，大力开
展地下水保护行动，严控地下水开采，与相关
部门通力合作，推进水利综合执法。不断深化
水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了水生态文明建设多部
门合作共建机制，建立了合理的水价形成机
制。

大力开展了非常规水利用，雨洪资源利用
不断加强，济钢集团节水与循环利用工程，不
断开发少水无水工艺，实现了非常规水源与地
下水源的替代。

■水生态：

泉涌湖清河水畅

水净景美谱乐章

创新点：工程效益和生态景观兼顾，优化
生态功能区空间布局。依据地形地貌、区域特
点，划分了南部、城市、沿河、北部“四大”
分区，各区相融相通，协调统一。

泛舟济南西部的小清河湿地公园，水色澄
澈，鸥鹭翔集，这片环绕玉清湖水库而建的大
湿地，快船绕一周也要3个小时，这里已成为济
南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河流、水库、湖泊、湿地等共同组成了济
南的水生态系统。由于城区地势南高北低，河
流多为季节性河流，如果没有有效的水源补
充，就会在旱季出现断流。作为一个以水闻名
的城市，如何在保障水供用的同时优化水生态
景观，也考验着济南水利的治水思路。

在玉符河渴马村段，82岁的翁大爷向笔者
道出心里话：“玉符河整治好了，这河里水更
清，河道更漂亮，不但可以给济南的泉补水，
俺家里的地也能用上这水哩！”耄耋老人真切
的话语，凝聚了济南一代又一代人呵护生态的
使命与愿望。

南部山区不断加强水源涵养与水环境保
护，“补”的功能不断强化。以水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项目为重点，加强核心区生态保护和水
源涵养，相继实施了土屋峪、大佛峪等清洁型
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及泉域补给区强渗漏带保护
和修复，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20多平方公里，促
进了项目区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转化，流域综
合防治水平和水源涵养能力大幅提升。实施了
24座中小水库、320座小塘坝除险加固，开展了
卧虎山水库增容工程，建设“五小水利”工程

3000余处，雨洪资源利用不断加强。总投资30
亿元的玉符河综合治理工程，按照自然生态、
科学防洪、人水和谐的治理理念，实施防洪治
理、道路桥梁、截污治污、景观绿化、配套设
施建设等，治理后的玉符河将成为具有防洪补
源、生态保护、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绿色
安全屏障、生态景观长廊、新型城乡协调发展
示范区。

城市泉水景观区实施了水系治理与水景观
打造，彰显“景”的特色。实施了城区腊山
河、兴济河等四大分区内65条河道截污治污，
建设了英雄山路、金牛公园等多处中水处理
站，消除河道污水直排口1000余处。完成了大
明湖水循环工程，建设了历阳湖等亲水景点；
实施了腊山分洪道、大辛河、全福河、玉绣河
等河段生态治理工程，打造了沿河绿色景观
带。

沿河湿地保育生态功能区开展湿地保
护、修复和建设“净”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小清河源头综合治理项目(小清河湿地公园)景

观效果初步显现，11公里航道和水系整理全
部完成，形成3平方公里水面，实现了通航；
建设了园区内13公里道路和9座桥梁，公园绿
化总面积达到4 . 6平方公里。白云湖人工水质净
化工程已建设完成，累计完成整理绿化用地12
万平方米，栽植水生植物约10万株，种植乔灌
木2 . 3万株，建设了亲水平台、栈桥和木平台
等景观设施。大明湖至小清河连通工程(含北湖
湿地公园)加快推进、华山湖湿地开工建设；
遥墙清荷湿地公园完成180亩水生植物种植改
造。

北部平原水网生态功能区不断优化，
“网”的效益进一步提高。实施了牧马河、大
寺河、商中河等河道疏浚扩挖、生态护坡、景
观建设等，提高河道防洪除涝能力，提升了生
态景观水平。实施了邢家渡、葛店等引黄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平原水网灌
溉、防洪除涝、生态防护等功能。徒骇河平原
产业结构布局合理调整，农村居民节水减排理
念不断普及。

■水供用：

河湖连通惠民生

五水统筹润泉城

创新点：以河湖水系连通为依托，实现了多
水源统筹调度，拓展水循环路径，让城市供水有
了多水源保障，实现了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玉符河卧虎山调水工程，济平干渠内的
黄河水、长江水，可经过长清、文山、龙门三座
泵站，爬升100余米齐聚于卧虎山水库。仅此一
个工程，卧虎山水库每天就能喝上30万吨长江
水、黄河水，彻底告别“靠天吃水”的窘境。

为实现多水源统筹调度，济南市水利局依
托全市大水网科学规划了六大连通工程，科学
调配区域水资源，泉城脉络逐渐疏通。目前，
田山灌区与济平干渠连通工程、玉清湖引水工
程、玉符河卧虎山调水工程已建设完成并发挥
效益，实现了当地地表水、长江水、黄河水的

互连互通、联合调度。卧虎山、锦绣川、兴
隆、浆水泉、龙泉湖“五库连通”工程计划
2015年年底完工，工程将为城市近郊的兴隆水
库、浆水泉水库、龙泉湖3座水库和全福河、洪
山溪、大辛河、兴济河4条城区河道以及城区南
部8处泉域强渗带进行生态补水。“河湖连通惠
民生，五水统筹润泉城”的全市水资源配置格
局已基本形成。

水源置换工程加快实施，减少了地下水开
采。按照生产、生态使用地表水、生活使用地
下水的思路，大力推进水源置换，重点实施东
联供水工程和泉域补给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东联供水工程连通黄河水、地表水，向济
钢、黄台电厂、炼油厂等重点企业提供原水，
置换地下水供市区生活用水及保泉需要，日均
置换地下水9万立方米，累计置换1 . 5亿立方
米。泉域补给区58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引
黄、引库、引河等地表水为主置换灌溉水源，
合理调整农业用水和种植结构，年可减少地下
水开采490万立方米。

先后完成《济南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方案》、《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工
作计划》、《水源地停水事故应急调度预
案》、《水源水质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等饮用
水源管理和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的编制工作，修
订《济南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充实完善水源
地保护相关内容，为城市水源地管理提供了法
律依据。投资130余万元建设鹊山水库水质监测
信息化系统，提高了水库原水水质预警能力。
同时启动实施了城市原水自动监测系统，实现6
个公共供水水源地和玉清湖、鹊山两个引黄水
库供水的实时在线监测，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
力大幅提升。

自2011年以来，市水利局始终坚持“农村
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思路和
“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企
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运作方式，紧紧围
绕让群众喝上安全卫生的饮用水这一核心，大
力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重点实施水源工程
和供水主管网建设，着力提高供水保证率和水
质达标率。“十二五”期间，共完成投资5 . 2亿
元，解决了95万农村居民和18万农村学校师生
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商河县、平阴县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

■水文化：

文化泉城清如许

生态理论入人心

创新点：文化与科技同兴，提升水生态文
明理念。加大水文化建设和宣传力度，提升
“天下泉城”的知名度美誉度。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在现在高楼林
立，千城一面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坚守一座
城市的文化并使之与这座城市发展的脉搏相契
合，就成了城市能够发挥长久吸引力的关键所
在。

济南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丰
厚，以泉城闻名天下，处于“一山一水一圣
人”的旅游热线上，具有极大的文化吸引力。5
年来，济南市水利局不遗余力推动水文化建
设，把水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各项水利工作中
去，擦亮城市名片，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水利保障。

创新性开展水情教育和水生态文明宣传。
印发了《济南市水生态文明市建设宣传工作方
案》，编制了《济南水生态文明教育读本》、
《济南地下水循环可持续开发研究》、《济南
泉水地理》等。推进《济南水生态文明读本》
进校园，为全市635所中(小)学赠书约12 . 2万册，
提高了中(小)学生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和水生态
文明理念，是全国第一个自编书籍在中小学校
推广水生态文明理念的城市。

开展了以“大力建设生态文明”为主题的
大型宣传活动和水生态保护志愿者行动；组织
“泉城环保世纪行”、“生态济南 水韵泉城”
摄影大赛等，成功举办了三届济南泉水节，增
强了市民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为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

水利风景区建设加快推进。目前，已建成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3处，省级水利风景区7处，
增加绣源河、长清湖2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增
加小清河、商河滨河湿地、田山灌区3处省级水
利风景区。较试点前增加5处，在涵养水源、保
护生态、改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水生态文明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深入
开展泉域边界与联系、保泉补源的最佳途径与
效果、地下水开采量与开采时段等方面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施了水生态文明试点科
技支撑计划，对水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生态水
系构建技术与示范等课题进行科研和推广。开
展了“突出泉城特色 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
课题研究，为水生态文明可持续建设提供技术
支持。

“泉涌、湖清、河畅、水净、景美”

兴生态水利 建现代泉城
过去的五年，是济南市水利工作深化改革的五年，是水利建设开

拓创新的五年，更是济南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的五年。从2011年“中央
一号”文件的发布，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
二五”期间，济南市水利局抢抓机遇，锐意进取，扎实推进，不断创
新，全市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济南市水网规划》。“十二五”开局之
年，济南市水利局根据“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调查研究，针对济南实际，为全市水利建设进行科学布局、全面
规划，在全省率先编制完成《济南市水网规划》，为全面推动济南水
利现代化进程，建设具有泉城特色的现代水网奠定了基础。

在全国率先开展水生态文明市创建工作。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12年，济南市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首个水生
态文明建设试点市，本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增进全社会水福
利、提升城市品质为目标，通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各行业节水减污体系建设和现代泉城水文化培育，
转变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塑造现代人水和谐关系，提升水生态自然
文明、用水文明、管理文明和意识文明“四个文明”，正式开启了济
南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纪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为泉城生
态文明建设提出主基调：“山和泉水是济南不可多得的宝贵自然资
源，要加强规划和立法工作，抓好城区山体绿化，强化泉域重点强渗
漏带保护，真正让城市‘显山露水’”。

泉城济南以水定城、量水而行、因水制宜，展开了历史文化名城
在水生态文明创建中的积极探索。历经三年奋战，济南市以有限的水
资源保障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丽泉城“显山
露水”的新期待，先后实施了水系连通、水源置换、城乡供水、河道
治理等工程400余项，累计完成投资约270亿元。构建了极具泉城特色
科学严格的水管理体系、安全集约的水供用体系、健康优美的水生态
体系和先进特色的水文化体系。

从“六横连八纵，一环绕泉城”的现代水网骨干构架，到“一
核、二带、三区、六廊、九点”水生态建设空间布局，再到“南部补
源、中部造景、北部净化”建设规划实际落地。水源连通工程建设紧
锣密鼓、南水北调续建配套工程屡屡告捷、农田水利工作持续推进、
防汛抗旱建设成效显著、趵突泉实现12年持续喷涌、水生态文明理念
深入人心。“河湖连通惠民生，五水统筹润泉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
基本形成，“泉涌、湖清、河畅、水净、景美”的目标正在成为现实。

腊山分洪工程枢纽闸 鹊山水库自然强化湿地

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

卧虎山水库

小流域综合治理显成效

水系一连生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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