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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峰：以水网先导区创建为牵引
建设水利现代化先行市

核 心 观 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水利现代化
先行市为目标，以全国首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牵引，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注重系统集成，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套，一以贯之抓好河长制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地见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建设和管理、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完善洪涝灾害防御体系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峰。

宁波水利工作历来走在全省
乃至全国前列，不仅被成功列入
全国首批市级水网先导区，连续
两届获得省水利“大禹杯”金杯
奖，还高分通过第四次国家节水
型城市省级复查，入选首批国家
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
市。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为契机，宁波水利如何学深
悟透、实干笃行，以全国首批市
级水网先导区创建为牵引，推动
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为此，记者专访了市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峰。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李旺欣 陈飒
本版照片由市水利局提供

A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章。请您谈谈
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认识。

张晓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回
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
路、改什么、为谁改、怎么改”等重大问
题，为水利工作下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要
推进水利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
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
制；要推进水等领域价格改革，优化居民
阶梯水价制度；要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运行、管理机制；要落实水资源刚性
约束制度，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

我们将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
开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
述精神，以建设水利现代化先行市为目
标，以全国首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主
要抓手，一以贯之落实河长制和水资源刚
性约束制度，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
行、管理机制，完善洪涝灾害监测防控措
施，推动新阶段宁波水利高质量发展。

时代盛会指引时代方向

B
记者：宁波水利系统在全面深

化改革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
些成果？

张晓峰：近年来，全市水利系
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十六
字”治水思路，坚定不移深化水利
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水利现代化、水生态、智慧水利、
再生水利用、数字孪生、水网、水
库运行矩阵、水利安全生产、水预
算 9 项工作入选国家试点，改革创
新的探索从专项向综合性试点转
变，水利改革发展成效显著。

一是水网先导区建设初显成
效。高品质供水保障体系基本成
型，全面建成了浙东引水工程，打
造了市区高速净水环网，大工业供
水体系成网；高标准防洪排涝体系
基本构建，海塘安澜工程已开工
210 公里、建成 190 公里，建成甬

江流域东、西高速分洪通道，沿江
泵 站 强 排 能 力 超 过 1700 立 方 米/
秒；河湖生态修复体系全面推进，
已建成幸福河湖 9 条 （个）、高品
质水美乡村 36 个、城乡亲水节点
43 个。

二是完成水务一体化改革。加
大资源型、战略性项目市级统筹力
度，探索投建管运一体化，实现对
原水、供水、排水、再生水的全过
程全领域行业管理。

三是水资源分质高效利用水平
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分质供水模
式，形成城市自来水和大工业供水
两大独立供水系统。全市分质供水
量达 2 亿立方米，占年工业用水量
的 29%；年再生水利用量超 2.3 亿
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达 27%。

四是创新水利投融资机制。构
建存量资产盘活利用、平台融资能
力拓展、基础设施和重点区块联动

开发等模式，积极争取水利项目专
项债券和特别国债，“十四五”以
来，我市已成功发行专项债券 71.8
亿元，争取到特别国债 34.6 亿元，
近五年每年完成水利投资百亿元以
上。

五是优化水利领域营商环境。
水利审批窗口 43 项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网上办、掌上办全覆盖。大力

推广安责险，完成安责险投保项目
476 个，保额 118 亿元，为企业减负
1000 余万元。

六是数字孪生先行先试。全市已
建成水利感知监测点位 1.1 万余处，
全面覆盖大中型和重要小型水利设
施；已建成宁波智慧水利平台，完成
数字孪生甬江流域和数字孪生周公
宅-皎口梯级水库全国试点任务。

水利改革发展成效显著

记者：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请您谈谈宁波水利具体的改
革方向和重点举措。

张晓峰：我们将注重系统集
成、坚持问题导向和民生导向，把
水网建设作为重点，统筹抓好水利
领域改革发展工作，为建设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提供强有力的水安全保
障。

一是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
制度，建立现代化水资源管理体
系。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合
理确定流域区域用水总量；建立水
预算管理制度；扩大分质供水能
力，再生水作为“第二水源”充分
纳入工业供水系统，完成全国首批
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
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量水而
行，落实重大建设项目布局规划、各
类开发区等的水资源论证工作；争
创“国家节水型城市”五连冠，实现
县级节水型社会建设全覆盖。严格
执行节水评价制度，落实节水“三同
时”管理，培育用水权交易市场，深
化农业水价改革，推广“节水贷”等

金融服务，健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机制。强化监督管理，严格审批取
水许可，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二是一以贯之抓好河长制，建
设全域幸福河湖。完善河长制组织
体系，健全河长履职评价机制。注
重源头治理，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三年行动，加快完成雨污合流管
改造，提高污水处理厂和管网的互
联互通能力。发挥河长的协调作
用，实施幸福河湖“八大工程”，
构建“十廊百河千村”全域幸福河
湖总体格局。建设幸福河湖数字化

“全域地图”，推动“管理全民参
与、成效全民共享”。

三是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机制，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加强甬江流域南排、奉化江建闸、
浙东水资源配置通道宁波段等重大
水利工程前期储备，健全专班服务
机制，建设高品质供水保障体系和
高标准安澜防洪体系。健全在建水
利工程工期优化机制。积极引入社
会资本，深化水利投融资机制改
革。加快建设水利工程全链条管控
体系，推进“水利建设工程项目相
关保险”平台与“安全生产六项机

制”平台相融合。完成全国现代化
水库运管矩阵试点建设任务。

四是以数字孪生为抓手，推进
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完善宁波空
天地一体化物联感知体系，扩展数
字孪生甬江流域业务应用；加快推
进水库、水闸等数字孪生工程建
设，建立“工程带数字孪生”机
制；构建“供水、污水、雨水”三
网数字孪生系统；推进数字孪生水
网建设，不断提升“点 （水源） —

线 （引水干线） —群 （水厂群） —网
（供水环网） ”的精准调度、旱情预
警智能化水平。

五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水
利管理体系。健全水利法治体系、水
利规划体系；深化水务一体化改革；
健全水利设施防汛责任体系；完善流
域统一调度机制、水雨情监测预警体
系；加强水利建设市场管理，优化营
商环境，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
场环境。

C 以水网建设为牵引保障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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