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资源量】

水资源总量 106.08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100.60 亿立方
米，比上年多 66.4%，比多年平均值多 27.9%。人均水资源量 1085 立
方米。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9.230 亿立方米，比年初增加
3.413 亿立方米。

2024年全市各地水资源总量与2023年及多年平均比较

【供水量】

全年宁波市总供水量为 23.15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 1.7%，其中
地表水源供水量为 22.53 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源供水量 0.01 亿立方
米，污水处理回用及雨水利用量为 0.61 亿立方米 （不包括用于河湖生
态补水的再生水利用量）。在地表水源供水中由境外引水工程 （跨流
域调水工程） 为生活及工农业生产提供的供水量为 2.95 亿立方米。

全市城镇公共水厂总供水能力 564.63 万吨/日 （其中县级以上生
活水厂 22 座，总供水能力 376 万吨/日），总供水量为 11.31 亿立方
米，其中由水库供水 10.93 亿立方米 （占 96.6%）。向市区供水的七座
生活水厂供水量 6.22 亿立方米，其中由水库供水 5.94 亿立方米。

【用水量】

2024 年宁波市总用水量为 23.15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1.7%。其
中：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5.51 亿立方米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4.48 亿
立方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为 1.03 亿立方米），基本与上年持平；
生产用水量为 16.88 亿立方米 （第一产业用水 6.98 亿立方米，第二产
业用水 7.15 亿立方米，第三产业用水 2.75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1.7%；生态环境用水量 0.76 亿立方米。另外，全市河湖生态配水量 7.11
亿立方米，较上年增加 4.9%。

各区 （县、市） 用水量：海曙 1.80 亿立方米，江北 0.86 亿立方米，
镇海 2.47 亿立方米，北仑 3.43 亿立方米，鄞州 2.89 亿立方米，奉化 1.73
亿立方米，余姚 3.25 亿立方米，慈溪 3.29 亿立方米，宁海 1.79 亿立方
米，象山 1.64 亿立方米。

【耗水量】

全市总耗水量 12.37 亿立方米，耗水率 53.4%，其中生活用水耗水
量为 2.31 亿立方米，生产用水耗水量为 9.35 亿立方米，生态用水耗水量
为 0.71 亿立方米。

【城镇污水处理量】

全市共有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 33 座，处理规模 301.55 万吨/日，
全年处理污水量 9.70 亿吨，同比增加 11.2%，实际日均处理量 265.58
万 吨 ， 平 均 运 行 负 荷 率 88.1%； COD 削 减 量 19.00 万 吨 ， 同 比 增 加
10.1%；氨氮去除量 1.81 万吨，同比增加 11.0%。

【节约用水】

与 2023 年相比，2024 年全市节约水资源量新增 1860 万立方米，其
中农业节水 110 万立方米，重点用水单位节水 450 万立方米，城市节水

（包括居民生活和公共用水） 1300 万立方米。

【用水指标】

2024 年全市人均综合年用水量为 237 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
水量为 13.8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0.1 立方米，按可比价计
算，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18.3%和 15.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624，亩均用水量为 301 立方米，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56.7 立方
米/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 55.0 立方米/年 （含取水、供水环节
的输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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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岙水库。（宁波市水利局供图）

记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扩大有效投资工
作，请问水利部门准备怎么抓？

张晓峰：我市水利部门将紧抓国家持续支持“两
重”“两新”等政策实施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统筹
推进水利重点工程建设，计划全年完成投资 200 亿元
以上。具体来说，主要抓好“三件事”。

第一，抓提速。着力推进余姚下姚江堤防整治、
海曙沿山干河等 70 项重点续建项目，实施“一项目
一策”，加大对重大项目施工方案的服务指导力度，
确保 40 项以上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

第二，抓前期。压实压细前期推进中各控制性节
点目标，充分利用重大项目“1245”统筹协调推进机
制，针对前期涉及的项目审批、土地报批等问题，逐
一破解并推进。计划新开工甬江防洪治理、大嵩片区
水资源配置等重点项目 10 个以上。

第三，抓谋划。2025 年力促 10 个重大项目前期
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积极争取将一批重大项目纳
入水利发展“十五五”等省级以上规划和实施方案。

记者：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请问水利部门今年在提升防洪安全体系和
能力上，有哪些新思路？

张晓峰：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大汛大旱，我市
将秉持“预字当头、以防为主”的原则，锚定全年

“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出险、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

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和确保城乡供水安全”的总体目标，
推进“三个体系”建设。

一是完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全面推进甬江防洪治
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姚江北排二通道的效益，加快推
进姚江北排新通道实施。同时，加强对水利设施的除险
加固工作，计划完成 90 项包括水库、河道闸泵、堤防
等在内的安全鉴定，对 10 座水库实施除险加固，整治
45 座山塘，确保病险水库山塘实现动态清零，并全面
完成小型水库的系统治理任务。此外，还将继续推进海
塘安澜工程，确保 107 公里省问题海塘全部竣工并发挥
实效。

二是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建设。健全雨水情监
测预报“三道防线”，新增 1278 个水文监测点，以实现
小流域山洪雨量监测预警、平原内涝水位监测、大中型
水库泄洪影响村落水位监测预警，以及高坝屋顶山塘自
动水位监测的全面覆盖。同时，进一步完善甬江流域预
报调度一体化平台和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系统，积极探
索 AI 大模型在防洪调度中的创新应用。

三是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修订 《宁波市洪
水预警发布方案》，建立全年全时段预警工作机制，并
进一步完善小流域山洪、平原内涝及小型水库、山塘溢
流的预警规则；优化水利防汛物资储备布局，完善水利
工程抢险物资队伍保障机制，以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
水旱灾害防御体系。

记者：宁波作为全国水利改革发展的排头兵，如何
通过改革创新做优“水文章”？

张晓峰：我市将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健全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旱灾害防御、河湖生态管护、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管理等机制，奋力推动宁波水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首先，高质量落实国家试点改革任务。完成典型地
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建设任务，实现全年再生水
利用量超过 3 亿立方米。同时，全面启动具有防洪功能
的 18 座大中型水库的矩阵建设，完成 1017 个工程的

“六项机制”建设。此外，全国水预算管理试点进入试
行阶段，将出台配套制度政策和技术标准。

其次，完善水利工程现代化管理机制。打造 18 个
开放共享水利工程，完成 25 个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实
现 100 项标准化创建，并全力推进水利工程县域一体化
管护体制改革试点。

再次，构建完善数字孪生体系。加速推进数字孪生
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建设，推动垂直大
模型在水利领域的应用。上线甬江流域数字孪生水资源
应用系统，基本建成宁波市区“供水、污水、雨水”三
网数字孪生系统。建立“工程带数字孪生”机制，全面
启动 21 项数字孪生工程项目，并完成白溪水库、亭下
水库等 7 项数字孪生工程项目。

记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市如何推进全
域幸福河湖建设，带给老百姓实实在在获得感？

张晓峰：我市将强化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
动，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优势，更好地发挥河湖富民惠民
效应。

一是统筹城乡污水一体化治理。完善市、县两级专
项规划，全面开展污水管网专项调查，完成污水管网隐
患排查 1000 公里以上，实现城镇建成区污水管网的隐
患排查全覆盖。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今年治理 242 个行政村，完成省民生实事 35 个城中
村纳厂任务，新增治理农户数 7 万余户。

二是融合打造幸福河湖标志性成果。全年计划建成
幸福河湖廊带 3 条，创建幸福河湖 25 条 （个），新增城
乡亲水节点 50 处，建设滨水活力绿道 45 公里及新增水
上运动场所 10 处。此外，还将同步推出第二批水文化
研学线路、水旅融合景点等幸福河湖建设成果。加快清
水环通项目建设，启动塘河治理行动，完成中小河流治
理整治 40 公里，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150 公里，河湖库塘
清淤 120 万立方米。

（撰文 王博 陈飒）

大力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 为水利现代化先行提供样板经验
——访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峰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先行市的关键之年。我市水利系统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按照水利部、省水

利厅和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建设水利现代化先行市为目

标，以全国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主要抓手，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

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力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取得

了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成果。

站在新征程上，我市如何扛起使命，为水利现代化先行提供样板经

验？日前，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晓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2024年全市各地用水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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