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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只占全国不到2%

看内蒙古怎样高质量用好每一滴水

水资源只占全

国不到 2%是什么概

念？

除松花江流域

外，内蒙古人均水资

源量仅为全国人均

水平的五分之二意

味着什么？

不到 2%、仅为

五分之二，都在阐述

着一个事实：内蒙古

是严重缺水地区。

内蒙古水资源

短缺，且时空分布不

均，水资源仅仅约占

全国总量的 1.92%，

作为气候干旱、水资

源严重缺乏的能源

大区，内蒙古“渴”水

久矣。

“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2014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第五次会议

上就保障国家水安

全发表重要讲话，把

节水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

2024 年 3 月 14

日 ，恰 逢 习 近 平 总

书记“3·14”讲话 10

周年之际。回望 10

年 来 ，内 蒙 古 全 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 手 发 力 ”治 水 思

路 ，锚 定 水 资 源 的

合理分配与高效利

用，全方位贯彻“四

水四定”原则，推进

水 资 源 总 量 管 理 、

科 学 配 置 、全 面 节

约、循环利用，管好

每 一 滴 水 ，不 浪 费

每一滴水。

●

节流——深度节水控水
挤出水资源“发展空间”

3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水利厅、机
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建
设节水型高校行动方案》，出台 11 条具体措施，
全面推进节水型高校建设，全方位提升高校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充分发挥高校在节水
型社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内蒙古财经大学加大管网维护力度，加强
节水器具普及，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市政中水利
用工程，加大非常规水源的利用量。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设深度开发利用节能监
管平台、实施用水设备设施改造，节水工作获得
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荣誉，是第一批国家级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第一批国家级能效领
跑者示范验收单位、“校园节水·供水安全·智慧
管理”样板示范校。

目前，内蒙古累计建成节水型高校38所，建
成率达71.7%。

近年来，内蒙古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指引下，坚持以水
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
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严格区域用水总量控
制，强化用水效率准入条件，将全区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逐级细化分解到盟市、旗县，地下水进一
步细化分解到371个地下水管理单元，为水资源
开发利用确定了“上限”。

——管网覆盖范围内年用水量5000立方米
以上的工业、服务业用水户全部纳入计划用水
管理；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基本实现
用水计量全覆盖，建成农业灌溉机电井“以电折
水”平台，65万眼农灌机电井实现地下水取用计
量在线监测。

——先后出台了自治区地下水保护和管理
条例、河湖保护和管理条例，印发了《强化水资
源最大刚性约束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的实施意见》《农业节水实施方案》，为推进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成立了“自治区水资源节约利用专项
组”。出台《内蒙古自治区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总体方案》等方案，明确全区水资源节约利
用总体目标和具体推进措施，细化各盟市重点
任务。

——扎实推进国家节水行动，做好黄河流
域深度节水控水，加快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
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

在农业节水增效方面，内蒙古加快实施大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全区 20 座大中型灌区
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范围，已下达资金
19.83 亿元，完成 13 个灌区的改造建设任务；全
区已实施 4594 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河
套灌区秋浇水量较常年减少45%。

“农村用水原是本‘糊涂账’。过去我们按
土地面积收水费，一些乡村常常通过少报面积
来少缴水费，而且‘水从门前过，不用便是错’的
想法根深蒂固，粗放灌水成为习惯。”河套灌区
水利发展中心乌兰布和分中心供排水科相关负
责人说，“2023年用水权确权后，用水量透明了，
节约用水成为共识。”

工业节水减排方面，内蒙古严格高耗水项
目取水许可审批，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工业
项目严禁取用地下水，用水效率须达到行业用
水定额先进值。自治区水利厅联合自治区工信

厅推进节水型企业、园区创建工作，建成自治区
级节水型企业 57 家、节水标杆企业 16 家、节水
型园区3家。

2023 年6 月至9 月，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牧人乳业有限公司，企业对用水设备及工艺进
行了节水改造，主车间引进安装了氯利昂冰水
机组，牛奶冷却系统及空调冷却系统水循环使
用。同时生产车间实现清污分流，回收中水循
环使用。据介绍，用水设备及工艺改造后，节水
效果显著，在原用水量的基础上节约水量达
2000立方米，节水比例达到30%。

城镇节水降损方面，内蒙古持续开展县域
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全区 73 个旗县达到节水
型社会标准，建成率达到71%。

迈进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水资源保
障提出更高要求，内蒙古迎难而上。

开源——再生水循环利用
开辟水资源“第二空间”

再生水是指废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
的水质指标，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
使用的水，被喻为城市“第二水源”。

作为典型缺水地区、水环境敏感地区、水生
态脆弱地区，乌海市 2022 年成功入选国家再生
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2023 年成功入选全国再
生水利用配置优秀试点城市。

乌海市多年来坚持将再生水、雨水、矿井
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全市水资源统一配
置和集中调度系统，并逐年扩大再生水利用规
模，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再生水已成为支
撑全市绿色低碳发展的“第二水源”。

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乌海市一
家新材料生产企业。2022 年，内蒙古东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改进污水处理工艺，以“绿色脱
盐”技术替代原先的双膜法脱盐工艺，大幅提升
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
成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使用绿色脱盐工艺技术，企业的水资源利
用率大幅提高，纯盐水的吨水能耗降低 95%以
上。”内蒙古东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动力事业部
工作人员介绍。

内蒙古共组织 4 个国家典型地区再生水利
用配置试点城市完成试点建设中期评估工作，
其中乌海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荣获优秀试点
称号。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全力推进再生水生产
和综合利用，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
生态环境质量，着力打造再生水循环利用“鄂尔
多斯样板”。把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变为活水，
激活水域流起来、活起来、清起来，这是鄂尔多
斯市对再生水循环利用的探索实践。

2022年10月，鄂托克旗棋盘井镇投入5亿元
实施统一供水工程，以黄河水为主水源，经过净
化处理，让当地10万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

鄂尔多斯市还构建再生水生态补水“冬储
夏灌”模式，为寒旱地区提供示范；惠民工程“再
生水进小区”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完善绿色生活
概念。

2024 年 1 月 31 日，鄂尔多斯市水利事业发
展中心与鄂尔多斯市水投康源水务股份有限公
司联合申报的科技重大专项《再生水等多水源
联合调度技术研究》项目启动。《再生水等多水
源联合调度技术研究》重大科技专项着眼于黄

河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绿色高质量发展
的迫切需求，旨在研发并集成应用鄂尔多斯市
再生水等多水源联合调度的关键技术，将为鄂
尔多斯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支撑。

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是常规水资源的重要
补充，接下来，内蒙古将以典型地区再生水配置
利用试点为重点，全面加强非常规水源在工业
生产、城市绿化方面的配置利用。

提效——用水权改革
释放水资源“增值空间”

“通过实施水肥一体化，每亩地纯收入比原
来增加60%-70%。”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金套海
苏木巴音温都尔嘎查的农民老杨说。

老杨是当地的种植大户，家里有 2000 多亩
农田。内蒙古黄河干流盟市间水权转让河套灌
区沈乌灌域的试点工程灌溉范围就包括老杨家
的这些农田。令他万分高兴的是，引黄滴灌带
来的收益远远超出预期。

如今，在河套灌区，“引黄滴灌”深受农民欢
迎。据监测评估，引黄滴灌能够普遍节水30%以
上，节省化肥30%以上，每亩地增产20%。

据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主任张广明介
绍，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千年基业”河套灌
区自 2000 年以来累计投资约 60 亿元，实施了节
水改造、排水畅通、大型泵站更新改造等一批重
点工程。

近年来，内蒙古积极推进用水权改革工作，
释放水资源“增值空间”。起草《内蒙古自治区
用水权管理办法》，在水利厅网站布设全国水权
交易系统。黄河干流盟市间水权转让二期工程
全面开工建设，首批节水工程已完工正在验收，
国家财政投资非水权转让节水工程已完成节水
量评估核定。

同时，内蒙古还探索和推动社会资本参与
节水，大力推广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对开展合同
节水管理的项目给予一定的节水补助资金，撬
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2023 年，累计签订
合同节水项目 10 项，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2.35 亿
元，涉及工业领域5项，公共机构领域4项，农业
节水灌溉领域1项。

内蒙古“节水贷”也在全面推广，开发和布
设“节水贷”服务平台，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内蒙
古分行启动“节水贷”融资服务，截至目前，已为
企业融资6.01亿元。

内蒙古水权转让缓解了水资源瓶颈制约，
促进了沿黄经济带协同发展，同时拓宽了水利
投资渠道，使得用水合作组织管理更加规范，信
息化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灌域面貌焕然一新，灌
区现代化初现规模，为建设美丽乡村奠定坚实
基础。

发展是硬道理，水资源是硬约束。内蒙古
将大力发展节水市场，持续推进水权交易工作，
力争2024年先期配置复兴灌域5000万立方米水
指标，参照水权转让模式，对国家财政投资非水
权转让节水工程节水量进行配置，解决沿黄盟
市部分工业企业用水紧缺问题。积极推广合同
节水和“节水贷”服务模式，不断扩大社会资本
参与节水的吸引力。

10 年间，内蒙古管好水资源，用好每滴水，
做好“水文章”，经济向上走，水耗向下降，以系
统治水思路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
保障。 （据《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