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兰县沿滨河大道长河湾附近水稻田。

银川节水公园。

如何让节约用水变成内在动力，让“水
资源”变成“水资产”，这是改革必定要面临
的问题。

贺兰县是水资源变“水资产”的试点
县。2023年 5月，宁夏共创土地运营开发有
限公司收储了宁夏西夏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40万立方米工业用水权，成为全区首笔国企
参与的管网用水权有偿收储。西夏嘉酿的
40 万立方米水是企业深挖内部潜能得到
的。“收储”意味着一旦有企业购买，西夏嘉
酿节约出来的水就可以变现。

节约出来的水可以卖给工业企业，用水
权可以抵押贷款。2023年 11月，宁夏北伏
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光华活性炭有限责任公

司、宁夏贺兰磷肥有限责任公司共用“水权+
土地”综合抵押的方式，获得 1700万元授信
贷款。其中，宁夏北伏科技有限公司获得
1000万元贷款。该公司总经理王斌说：“这
1000万元流动资金，帮我们解决了实际困
难，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

截至目前，银川市立足用水实际，以县域
为单元，全面推进用水权确权，已完成农业、工
业、养殖业确权工作，实施银川市三区和永宁
县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监管项目建设，建立了
《银川市金融支持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方案》等
20余项改革制度，累计实现用水权交易71笔，
交易水量近 6.83亿立方米，交易金额 7.06亿
元，有力推动了水资源向“水资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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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至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
考察时强调，保护好
黄河和贺兰山、六盘
山、罗山的生态环境，
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
的基准线，要深化资
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完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实
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

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核心在水、
关键在水、难点在水。

用好水资源、做
好水文章，近年来，银
川市全面践行“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思路，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深
入践行“四水四定”原
则，全面提升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
更大作用，为先行区
示范市建设提供坚实
保障。

银川市精心搭建了“1+3”政策框架，联
合宁夏水利科学研究院等专业团队，形成了
《银川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示范市“四水四定”专题研究报
告》，会同清华大学和宁夏银川水联网数字
治水联合研究院探索构建“四水四定”多目
标优化模型，科学测算银川市基于水资源承
载能力的人、城、地、产及生态建设目标和控
制要求。

在科学调研基础上，银川市出台了《银
川市建设“四水四定”试点市实施方案》《银
川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示范市“四水四定”实施方案》《关于
落实水资源“四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

革实施方案》等方案，全面推进以水资源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用水权改革，控制
总量、优化用量、盘活存量、提高效率。

“各类方案的出台，充分体现了银川市
呵护黄河安澜、保障水资源安全的坚定决
心，是银川市统筹保护黄河与经济社会发
展，坚定不移、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
的有力措施，推进先行区示范市建设。”银川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董建华说。

今年3月28日，银川市建设“四水四定”
试点市现场推进会召开，通过学习观摩各县
（市）区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做法，
更加坚定了深入开展“四水四定”试点市建
设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推
广高效节水技术、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达
成了节水和增收双目标。

蔬菜种植基地是耗水大户，银川又是蔬
菜供应基地，如何平衡“水与菜”的关系？在
贺兰县常信乡桂南村的菜心种植基地，随处
可见节水喷灌、滴灌、水肥一体机。“科技节
水技术实施后，再也看不到大水漫灌的情形
了。”桂南村党支部书记王健说。在瓜菜种
植方面，银川市普遍推广膜下滴灌、微喷灌、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及自动化精准灌溉技术，
节水效率提高50%以上。

2022年以来，银川市逐年压减水稻种植
面积，积极推广耐旱作物。同时，通过提高水
稻品质、稻渔综养和三产融合等路径，稻田产
值逐年增加。即便是在传统的玉米地里，银川
市也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每亩玉米可节水
30%以上，节肥50%以上，产量提高30%以上。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现高效节水农业

的重要途径之一。2023年秋冬季，银川市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面积达到 46.87万亩，建
设片区 55个。截至 2023年底，银川市建成
高标准农田 147.1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提高至0.56。

作为改革试点的贺兰县，成立了 5家智
能节水科技公司，管理着全县52.5万亩耕地
的用水。“管水员负责放水，渠口的 4G自动
化水闸门只有管水员才能打开。”贺兰县水
务局负责人说。节水公司要定期检查水渠，
防止破损渗漏，还要培训管水员，因地制宜
研究节水措施。2023年，贺兰县农田节水
量达1167万立方米。

渔业方面，近年来，银川市改造集中连
片渔塘 3.2万亩，建设设施养殖 15万平方
米，大力推广三池两坝、稻渔综养、鱼菜共
生、复合生态沟塘、温棚微生物降解等水质
净化模式，渔业面积稳定在10.05万亩，适水
产业规模和效益稳步提升。

“我们以节水型园区建设和用水权改革
为抓手，全面落实‘四水四定’原则，通过出
台鼓励节水控水支持政策，全面推动园区水
资源利用向集约式转变。”银川经开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先后实施节
水改造项目 40 余个，创建节水型企业 21
家，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达98%。

同时，园区投资 1.7亿元建设再生水储
存设施和输配管网，将再生水引入中环、隆
基、西夏热电等重点企业，全面提高再生水
使用率。“自企业建成后，投入专业设备，企
业的绿化用水、循环冷却用水、消防用水、锅
炉制除盐水全部使用再生水。”哈纳斯东部

热电厂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银川市还通过实施冷却水循环回

用、再生水利用、废水处理再利用、蒸汽冷凝
水回收利用等措施，深度挖掘企业节水空
间，工业节水增效成果显著。

2023年，银川市（不含宁东）工业取水
量 8170万立方米，占全市用水总量的 4%，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8.8立方米/万元。

“十四五”前三年，银川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下降 22.8%，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5%以上，累计完成节水型企业创建 33家，
超额完成《银川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四水四定”实施
方案》指标任务。

银川市以整治突出水环境问题为导向，
将水污染防治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和民生工程来抓。

近年来，银川市采用“一沟一策”的治理
方法，对挡浸沟、银东干沟、城市四排沟、银
新干沟、第二排水沟、西大沟、平伏桥四清沟、
陈家圈沟、满城街东侧排水沟等 9条城市黑
臭水体进行治理。随后，又实施了银新干沟、
第二排水沟、西大沟生态修复及品质提升工
程。目前，9条城市黑臭水沟全部消除，部分
水沟还变成了景色宜人的带状休闲湿地。

源头控污方面，银川市加快实施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16座污水处理厂全部实现一
级 A排放标准，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以上，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 85%以上，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50%。中段提升

方面，银川市大力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绕城高速公路内全面禁止施用化肥、农药、
除草剂，禁养区的畜禽养殖场关停搬迁，小
散乱养殖场全部退出城区，大型规模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 100%。末端兜底方
面，银川市大力开展人工湿地建设，建成了
滨河水系，南北贯通 50公里，串联湿地 8处，
形成面积 1.1万亩的水系，种植水生植物持
续生态治理，确保排入黄河的水质稳定。

去年以来，银川市开展美丽河湖建设，
实施了罗家湖公园等系列项目，河、湖、沟、
渠、库、湿地交织贯通的区域性水资源调控
体系和城市水环境生态圈正在形成。如
今，银川市各河湖湿地丰盈澄澈，飞鸟翩
翩，已成为市民健身休闲、摄影打卡的休闲
好去处。

再生水是城市的第二水源，科学合理利
用好再生水对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
重要意义。制定《银川市再生水利用规划》
《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将园林绿化
纳入再生水管网覆盖范围，拓宽再生水资源
利用空间。

银川市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生态补水、城市绿
化、车辆冲洗等。截至2023年底，累计利用各
类非常规水1.307亿立方米，城市再生水利用

率达到58.9%，比2021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制定《银川市再生水利用确权交易试点

实施方案》，明确试点区域再生水置换黄河
水的认定条件、程序交易收益分配原则。再
过一个月，银川市第二和第四污水处理厂片
区再生水河湖生态利用工程将运行通水。
与一般污水处理厂不同的是，这 2个污水处
理厂建成后，将实现银川市建成区再生水潜
流湿地“零的突破”，每年可置换黄河水指标
1900余万立方米。

1 优化顶层设计 全面落实“四水四定”

2 高效节水 拧紧农业用水“水龙头”

3 工业节水 深度挖掘节水空间

5 生态治理 打造城市水环境生态圈

6 用好再生水 拓宽利用空间

7 用水权改革 让水资源变成水资产

灵武夏能设施农业。
（银川市水务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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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宁夏蓝湾生态农业园区。

银川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0.886亿
立方米，多年年平均降雨量仅为 174毫米，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不足 800立方米，仅为
全国平均值的2/5。

盛夏时节，贺兰山下的西夏水库碧波荡
漾，这是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程的重
点水库。2017年，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
水工程启动。2019年工程完工，银川市西
夏区、金凤区、兴庆区 180万城乡居民喝上
了优质安全的黄河水。2020年 6月，贺兰县
和永宁县居民也喝上了黄河水。

2023年9月，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
程完工。该工程利用黄河青铜峡库区右岸的东
干渠首引水，进入吴忠市利通区和青铜峡市，
以及灵武市。至此，银川市实现了黄河水供水工
程+备用水源地两套城市供水方式的成功转型。

董建华表示，通过践行“四水四定”，如
今，银川市城镇建设规模发展有度，银川都
市圈城乡供水西线、东线供水工程运行平
稳，实现了地下水采补平衡，农村“厕所革
命”顺利实施，城镇最高日供水量由 95万立
方米稳定下降至81万立方米左右。

4 优质安全 城市供水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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