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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四定”宁夏在行动之石嘴山篇

星海湖北域的均质调节池。

石嘴山三五排入黄段人
工湿地内建设的水陆交错
带、生态廊道系统等。

6月 27日，石嘴山市惠农区兴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智能化信息监测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控制电子阀门
对农田实施精准灌溉。灌溉片区泵站调蓄池内的水经高
效利用，可满足该片区 3个村一年近 100万立方米的灌溉
用水需求。公司董事长王林华介绍，公司盘活区域内水
利水电灌排设施、乡村振兴产业等有效资产，推动农业灌
溉用水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管理。在惠农区罗家园子葡
萄产业基地，通过沿山井灌区水源代替项目，实现高效节
水面积0.92万亩。

惠农区通过“四水四定”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灌
溉用水净量从过去的亩均 310立方米降至现在的 180立
方米左右，有效提升了水资源利用率。同时，推广水肥一

体化等技术提升农业亩均产值，达到“降水控盐”的目
标。燕子墩乡汪家庄村种植户董学文告诉记者，自从实
施高效节水灌溉后，水能精确滴灌到农作物根部。原来
一亩地水费 100元左右，现在只需 60元，节约下来的劳动
力还可以外出务工，总体可实现亩均增收400元左右。

石嘴山市严格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对未经审批新增
的灌溉面积限制供水，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50.38
万亩，高效节溉率 30.13%。2023年，全市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为 0.559，较 2020年提高 6.27%；创建获评自治区
节水型企业 9家，2023年规上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达 97%；推动河湖保护修复，完成星海湖、沙湖、镇朔湖、
第五排水沟惠农段、第四排水沟健康评价，今年截至目

前，沙湖补水 1510万立方米，星海湖补中水 490万立方
米，切实增强了生态水量保障能力和河湖生态稳定性、可
持续性。“面对水资源紧缺现状，全市逆转实现农业用水
负增长。”该市水务局负责人表示。

石嘴山市坚持以水定产定地，锚定产业转型示范市
目标定位，引进实施润阳硅材料、晶体新能源、氟峰新材
料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改造，光伏、锂电池等 8条产业链集群成势，2023年工
业技改投资增长 22.2%，规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
业分别增长 149%、94.9%，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业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连续 3年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通
报表扬。

破解水瓶颈，寻得新法子

配置净水机的楼宇加装灰水回收箱，利用地下车库
下凹式地形建立雨水、灰水智能收集系统。2023年，共
收集雨水、灰水、净水机尾水近 130万升，全部用于卫生
保洁和绿化浇灌，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倡导办会减少
配置瓶装水，营造公共机构节水护水新风尚……一幕幕
节水新图景，注解了石嘴山市全面实施深度节水控水行
动，促进水资源综合、循环、高效利用的新成效。近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等发布公共机构水效领跑
者名单，石嘴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被确定为公共机构
水效领跑者之一。

石嘴山市坚持以水定城定人，努力实现人水和谐。

深度实施城乡生活节水，2023年 19个新建、改建公共建
筑和住宅建筑项目全部使用节水器具，供水管网漏损率
为 9.69%，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9.87%，累计建设农村卫
生厕所 3.3万座。加快节水载体达标建设，创建节水型学
校 90所、幼儿园 8所，节水型公共机构创建率达 95.5%；
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累计实施海绵城市项目 21个，
总投资 2.9亿元，逐步构建了“自净自渗、蓄泄得当、排用
结合”的城市良性水循环系统。科学规划城镇绿地布局，
新建、改建城市绿地时通过选用节水耐旱型植被、采用点
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持续推进城市绿地节水和节约
型园林绿化，2023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为 39%，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25.97平方米。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将太阳能系列产品运用到

建筑和环境设施中，在学生浴室安装了“导流承压式全玻
璃真空管太阳能集热器”的洗浴系统。在校园安装了
6个太阳能提水系统，在学院 4#、5#学生宿舍楼安装了太
阳能热水系统，学生浴室配套有洗衣房等服务设施，洗衣
房内设有 20台投币洗衣机。洗衣机、开水房全部使用刷
卡取水、投币式取水，减少了水浪费，节约了水资源。多
年来，学院高度重视节约型校园建设，先后被国家有关部
委评为第一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被自治区有
关部门评为节水型高校。

“节”字先行，人水共和谐

晨光沐浴下，星海湖碧波荡漾。“这一湖碧水来源于
大武口区第一污水处理厂生成的再生水，在星海湖湿地
经过多次净化后才补充进来，实现湖水内外双循环。”石
嘴山市水务局二级调研员李艳敏说。在星海湖北域

潜流湿地出水口，从地表下奔
涌而出的汩汩流水映入

眼帘。湖水清澈
透亮，水草摇

曳其间，鱼
儿 游 弋
其中。

作为国家湿地公园，星海湖周边既长有参天树木，也栽植
着八宝景天等娇艳花草，更兼蜿蜒小径和潺潺流水……
坚持“人与河湖和谐共生”，漫步幸福河湖间，赏景鉴绿陶
冶情操，成为当地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筑牢水保障基石，统筹解决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问题，成为该市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示范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石嘴山市持续推
进全域水生态安全，完成入河（湖、沟）排污口排查、监测、
溯源工作，强化人工湿地运维管理，保障稳定发挥环境效
益；5个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
优于Ⅲ类；持续优化水资源配置，严格用水总量控制，优
化配置各行业用水，留足生态用水；加强再生水循环利
用，实施市第二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和经开区中水
回用工程，投资 3.69亿元实施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项目，已通水试运行。2023年，再生水利用率达 51%，比
上年提高 12个百分点；完善现代水网体系建设，加快银
川都市圈西线供水工程建设，累计完成管道安装 64.95公
里，水库工程坝体填筑、反滤层填筑完成 2.65万立方米，
完成投资10.32亿元。

该市实施“互联网+城乡供水”工程，大武口区累
计完成投资 6293万元，惠农区累计完成投资 651.86
万元，平罗县累计完成投资 2.88亿元，2024年各县
区农村饮水维修养护项目均已开工建设；构建抵
御自然灾害防线，重点实施了归韭沟防洪调蓄综

合治理项目、柳条沟中北路段治理工程、大峰
沟岔沟—大沟段治理工程（一期）长丝沟防

洪治理工程、入黄第三排水沟水环境治
理示范工程、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

治理工程等项目，巩固提升
了贺兰山东麓石

嘴山段山洪沟道防御能力。
水网是纽带，也是通道。近日，记者在贺兰山东麓防

洪治理工程石嘴山片区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台台
土方车、铲车、大型挖掘机正开足马力运输石料、疏浚河
道；工人们严格按照技术标准，选石、砌筑、勾缝……新修
建的堤坝不断向前延伸。“2023年，在贺兰山东麓石嘴山
市大武口区南片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水源替代项目施
工中，针对抗滑槽内土工膜上的砂垫层无法实现‘U’型
铺设的问题，采用稻草泥垫层代替砂垫层，最终找到了解
决办法。”该市水利工程建管中心主任李建军介绍，今年
石嘴山市实施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计划修建除险
加固拦洪库 3座，治理滞洪区 1处、拦洪池 4座，加固改造
和新建导洪堤 11条 12.91千米，治理大小泄排洪沟 88条
113.6千米。完善集“导、拦、滞、蓄、泄”于一体的防洪工
程体系，将大武口区防洪标准提高到一百年一遇，惠农
区、平罗县防洪标准提高到五十年一遇。该项工程的实
施，可有效保护耕地25.6万亩。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石嘴山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
科科长周军介绍，石嘴山市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强化水
资源刚性约束，加强取水用水管控。严控新上项目用水
审批，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全部开展水资源论证；
严格执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新增取用水项目全面实
施节水评价，制定下发《石嘴山市辖两区工业企业超定额
用水核查行动方案》，重点对市辖两区 30家工业企业开
展超定额用水核查；加强水资源超采治理，完成全市 33
家年用水量 50万立方米用水企业用水审计，推进企业深
度节水控水。完善水资源监控体系，市辖两区工业企业
自备井用水在线监测精准计量全面覆盖，实施了石嘴山
市水资源智慧管控和信息化管理平台项目，建设安装流
量智能感知站点127个，目前系统平台在线计量监测点

筑起安全网，水生态“软着陆”
“615万元，成交！”宁夏农垦前进农场与宁夏德泓太西经

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宁夏润阳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宁夏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水权网上完成交易，这是“十四五”期间宁
夏首例农业用水权交易，前进农场分别卖出用水权指标 450
万立方米、150万立方米，年限2年9个月。

一头，企业缺水，发展受限；另一头，农业用水方式粗
放。“借‘市场之手’两手发力，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激发水市场主体活力，提高水市场监管和服务能
力，通过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盘活水资源存量，激活水权水市
场。”石嘴山市水资源保护利用服务中心副主任蔡丹介绍，用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引导资源要素向高
质量项目和企业流动，完成用水权交易 68单，交易水权量
6345万立方米，交易金额3512万元。

石嘴山市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以农业用水权和工业用
水权改革创新为突破，一方面，争取总体用水指标，并对企业
进行用水量确权；另一方面，推进计量设施现代化，加强用水
监测管控。为深化用水权改革，该市印发了《石嘴山市与辖
区水资源税收入分配使用办法》《石嘴山市用水权分级收储
交易监督管理制度》《石嘴山市市场化交易细则》等制度。石
嘴山市跨区域单笔最大用水权交易和平罗县首例农业用水
权交易顺利完成；积极探索再生水利用交易试点，健全用水
权投融资机制，2024年石嘴山市共发放水权抵押贷款 330万
元，通过以用水权进行融资抵押贷款的方式激活了水资源商
品属性。

建立节水价格体系，制定城乡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
度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工业用水超出计划用量 10%后，
按照现行供水价格的 50%加价；深化农业水价改革，出台《农
业用水精准补贴办法》《农业用水节水奖励办法》，全市共建
立基层水利服务组织 21个，实行农业用水水费收取专户统一

管理、收支两条线。推进节水机制创新，自 2023年四季
度开始城市生活、工业公共供水管网计税环节由末端

征税改为取水端征收。
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近年来，石嘴

山市聚力推进保障水安全、保护水资源、改
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管护水域岸线

等重点任务，为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牵

引，加快推进产业转型示范市
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石嘴山篇
章提供有力水支撑。

以改革为牵引，突破机制藩篱

石嘴山市加快建设水资源智慧管控和信息化管理平台，
节出用水权指标。

共计5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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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
高效节水农
业示范区。

↑ 银河湾生态休闲旅游度假景区以黄河草滩、湖泊湿地为主线。

↓ 一沟碧水被人工湿地重重净化，化为清流，注入母亲河。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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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嘴山市扼守宁夏“北大门”，西依巍巍贺兰山，东临九曲黄河，是黄河流出宁夏进

入内蒙古河套平原的关键节点。虽依水而居，但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十余倍，是一座

典型缺水城市。缺水，让石嘴山市各行各业上上下下不得不“滴滴珍惜”“斤斤计较”。

近年来，石嘴山市多轮驱动打好“四水四定”攻坚战，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全社会、

各领域用水方式向节约集约化转变，该市被确定为全国 78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

试点城市之一，中期评估中石嘴山市荣获优秀等次，位列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78个试点城市中的第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