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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都区位于四川省川西平原腹心地带，是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成德绵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地处

成都城市发展北中轴线上，是“蓉欧快铁”和“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本文在对新都区水务事业“十

三五”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对存在问题综合分析，明确“十四五”期间新都区水务行业发展总体

思路和主要目标，为今后行业发展，项目策划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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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ying in the core region of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Xindu District is one of Sichuan provincial 
most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and is an important node of Chengdu-Deyang-Mianyang 
economic belt, located on the north central axis of Chengdu’s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city of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and Southern Silk Roa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water industry in Xindu Distri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situation, and clarifies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main goals of the water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Xindu Distri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
riod. It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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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建设与践行新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现代水务发展体系，是构建高品质发展的重要组成，是水利工

作的重要使命，建设水利强国，必须紧紧围绕加快构筑中国水安全屏障这一战略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水利建强、打好、用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十四五”时期

(2021~2025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北京[1]、南京[2]、哈尔滨[3]等多地

在水安全保障，水务行业建设等领域提出了各自的规划及思考。同时“十四五”时期也是四川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的五年，是成都进一步做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

核”、提升成都都市圈“主干”功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关键五年，更是新都区

抢抓战略机遇建设“成都都市圈北部中心”的关键五年。新的形势下，结合省市水利水务行业规划部署，

借鉴各地经验，对新都区本区域水务行业发展现状进行充分分析，提出“十四五”期间水务行业发展思

路，对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提供坚实的水务支撑和保障尤为重要。 

2. 水务行业发展基础与面临形势 

2.1. 发展基础 

“十三五”期间，新都区水务行业坚决贯彻中央、省、市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面

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围绕“防汛安全可靠、供水水质优良、河流环境友好、水务管理高效”的

目标，以“保供水、防洪水、治污水、护水质、育水景”五水并重为抓手，不断完善大中小微结合、利

农利工利商利民的水务综合体系，实施构筑高效管理的节水体系类、水旱灾害防御类、生态文明建设与

保护类、水利基础设施类等项目共 65 个，成投资 40.38 亿元。至“十三五”末，新都区节水建设及供水

保障成效明显，水旱灾害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水生态与水环境持续改善、水生态与水环境持续改善、农

田水利基础保障不断夯实，为新都区建设现代化国际范成北新中心城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水务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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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面临形势 

2.2.1. 新阶段国家治水策略为水务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未来五年水务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围绕农村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和

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政策机遇，坚持以“新农水”为统领，以乡村水务为突破点，

健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推进“两新一重”、国家水网等重大工程，解决防汛薄弱环节，为加

强水务建设带来新机遇。 

2.2.2. 新时期治水思路对水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四川省水利厅提出了新时代实现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的“3226”总体工作思路[4]，系统谋划了“十

四五”四川水利改革发展新蓝图。落实节水优先，要求加快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保障水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把握空间均衡，要求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原则，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刚性约束。坚持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揽，聚焦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加快构建“116N”成都水务高质量发展战略格局[5]，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和新的动力源提供有

力水务支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天府和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构筑坚实的水务保障。 

2.2.3. 新时代新都区发展定位对水务工作赋予了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成都天府新区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指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

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6]。公园城市是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表

达，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承载，成都从“首提地”到“示范区”，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全局

的考虑，肩负着探索可持续发展新形态的历史使命。《成都市新都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通过细化落实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塑造大美公园城市形象

品质，打造彰显公园城市魅力国际化交流窗口，使得新都区综合交通体系、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更加健全，

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价值转化更具创造性，文化软实力持续增强，

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公园城市形态和宜居生活品质愈发凸显[7]。 

3. 问题分析 

3.1.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与市民安定生活需求之间有差距 

部分江河防洪标准不高。城镇、农村区域部分河段因未进行系统治理，未达到防洪标准；此外受历

史原因、规划限制因素的制约，部分河段未按规划实施，存在防洪不达标的情况。 
部分河渠功能演化导致行洪能力不足。一些城区内原渠道发生功能转变，由灌溉渠道转化为行洪河

道后，未进行相应的整治，由于高程较高，过水断面较小等原因，不能满足现状行洪需求。河道维护管

理不足。河道实行分级管理后，存在各级监管力度与掌握标准存在差异，大多存在监管与执法不严的问题。 
内涝现象时有发生。以老城区为代表的部分雨水管网设计标准较低，管径偏小，滞后于城市发展需

求；片区开发过程中，部分区域未考虑洪水关系，高程设置及坡向不合理，一旦发生超标雨水，极易产

生内涝。目前全区实行内涝点位动态管理，部分地区内涝防治标准不高，内涝管理压力较大。 

3.2. 水资源保障能力与人民生活需求存在差距 

水资源较为短缺。新都区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较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92 亿 m3，单位面积水

资源量约 38.71 万 m3/km2，人均水资源量 234 m3，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低于 500 m3则为极度缺水[8]。 
本地水源占比小。本地水源仅占全区总供水量的 32%左右，供水自主性较低，供水安全保障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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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应急保障措施缺失。新都区现状本地水源和主要外购水源原水均属都江堰—岷江水系，在原水

水源失效的情况下，缺少紧急应对措施。 
区域内供水不平衡。城区骨干环状管网有待完善，部分管网存在老旧病害等问题，导致个别区域供

水水压偏低、供水量不足。 
供水服务保障有待提升。新都城区部分老旧小区供水设施陈旧，对供水水质、水压影响较大；小区

二次供水设备质量参差不齐，用水安全性低；伴随着城区人口急剧增加和产业的高速发展，生活、生产

用水量出现大幅增长，同时在区域统筹供水体系初步建立之后，城乡供水范围不断扩大，供水日趋紧张。 

3.3. 水生态功能与市民对宜居环境需求之间有差距 

水生态空间难以保障。为保障城镇建设需要，城市规划区中部分划定的河道蓝线无法满足防洪、生

态建设用地需求，城市规划区外河道两岸多数为基本农田区域，在国家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背景下，

防洪治理用地保障较为困难。 
生态用水保障不足。清白江、毗河主要通过上级调配补水保障其生态用水，但区内其他主要河道因

缺少有效河道补水措施，部分河道会出现生态用水不足或断流的现象。 
发展中生态价值理念体现不够。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土地资源的开发，自然及人工河道空间不断

被挤压，例如为节约用地，城市部分河道建设只注重河道的功能性，采用了“三面光”的方式[9]，相较

于生态护坡渠道，环境承载能力降低，使得部分生物群种失去生存空间，流域生态环境退化。 

3.4.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与洁净水网建设之间有差距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的提升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新都区常住人口从 2015 年 84.86 万人增长至

2020 年的 155.85 万人[10]，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加之随着城镇发展，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增大，导致生

活污水量剧增，造成部分污水处理厂长时间满负荷运行。 
部分区域污水面临分区调整后去向不明确。新繁毗河以南部分、斑竹园毗河以南部分、三河绕城内

区生活污水需排入成都市第七净水厂和龙潭净水厂处理，两个净水厂均不属于新都区管辖，远期存在不

再接纳新都区界内污水的可能，下阶段该区域污水去向及处理存在不确定性问题。 
农村污水治理工作难度大。由于新都区农村居住呈“小聚大散”的格局，需铺设的管网长度较长或

增加污水处理站数量，导致农村污水治理实施成本高；因治理的区域工程面积大、污水量少、治理后带

来的经济收益低，导致资金筹措难度大、社会投资意愿不高；并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性强，污水水量、

水质波动大，对污水处理站稳定运行影响大，造成后期运管困难。 
雨污混流、病害管网导致污水下河风险。区内部分排水系统存在雨污混流、错接漏接等现象，污水

管道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监测、运维不到位等原因部分污水管网出现渗漏、破裂、脱节、沉积、腐蚀，

经初步调查，全区病害管道长度达 71 km，带压管道长度达 122 km。 

3.5. 水务管理与水务发展精细化管理需求有差距 

管理手段较为传统。水务基础信息的实际采集、监测、动态观测与处理系统尚未建立完善，智慧化

设备的缺失导致获取信息基础数据不全、缺乏时效性等问题，给管理决策带来阻碍；行业管理、改革创

新研究不够，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应用水平低，水务管理难以满足新时期精细化管理要求。 
管理体制不完善。机构改革后，区、镇(街道)、部门之间管理职责交叉、边界不清，存在区水务部门、

经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及属地(镇、街)交叉监管，监管主体不明确；部分水利工程、引水渠管理权限不

够明确；部分蓄水塘堰、干支渠、斗渠划定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不明确；水权、水市场改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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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的内生动力不足，市场化配置资源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3.6. 水文化培育与城市文化底蕴彰显之间有差距 

新都区水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尚存白螺泉[11]、乌木泉[12]等水利古迹，但是保护、开发和宣

传力度不够，部分古迹湮灭，传统“勤岁修”水文化习俗近年未得到发扬，农毛渠疏掏等工作没有受到

重视，未形成整体水文化发展体系；发展系统性和产业化与城市总体定位不匹配，使得新都区的水文化

遗产未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4. “十四五”期间发展思路 

4.1. 总体思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思路和治水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新发展理念推动水务高质量

发展，遵循人水和谐绿色发展、扎实推进提质升级、以水而定量水而行、依法治水科学管水、因地制宜

分类实施、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的原则，以建设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为主线，按照“162 + N”总体思路，

聚焦“提升水安全保障”总目标，着力构建全周期全要素治水“六大体系”，力争实现“两个突破”，

加快实施系列水务项目，推动水与“人城产”融合协调发展，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提供坚实的水务支撑和保障，为 2035 年基本实现水务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4.2. 发展目标 

“十四五”时期是新都区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区新征程的重要五年，是加快建设“成都都市

圈北部中心”、“公园城市”的关键五年，也是推进水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计划通过五年时间，

加快提升新都区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务设施从基本保障向高效化、便捷化、智能化提升；水务管理从粗

放式向规范化、精细化、智慧化提升。基本建成防汛安全可靠、供水优质节约、河湖生态友好、环境水

清岸美、管理智慧高效的现代水务综合保障体系。 

4.2.1. 构建“安全可靠、系统完善”的水旱灾害防御保障体系 
按照“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治理方针，进一步强化灾害风险管理和综合减灾，加快完善江河洪

水防御、城市内涝防治、防洪减灾指挥“三位一体”防洪减灾综合体系，全面解决防洪突出薄弱环节。

建立健全跨区域防洪协调管理机制，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提升河道防洪能力，使江河堤防达标率基本

达到 80%，河道防洪标准达标率基本达到 80%，主要中心城镇(新都主城区、新繁街道、石板滩街道等)
能防御 20~50 年一遇洪水。加快排水管网病害整治和主要内涝点位治理，主城区内涝防治标准能有效应

对 50 年一遇暴雨。强化洪灾防治，建立完善预警准确、信息及时、调度灵活、功能复合的监测预警和群

测群防为一体的洪灾防治体系。 

4.2.2. 构建“节约高效、配置合理”的水资源保障体系 
践行节水优先方针，按照深度节水控水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确定生活、生产、

生态用水指标。明确区域取用水边界，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制度化、标准

化。全面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节水行动，强化节水考核，建立健全节水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生产、

生活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立足全区水资源现状，统筹水与城市发展、土地开发、人口规模、

产业布局等的关系，加快改善缺水状况，科学开发本地水资源，积极推进中水回用，尽快推动形成符合

新都区发展实际的用水模式，初步形成现状水资源条件下的空间均衡。至“十四五”末，水资源利用效

率和用水效率显著提高，基本建成节水型社会，并建成以“三条红线”为管理目标、“双控达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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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机制，使水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4.2.3. 构建“健康持续、和谐自然”的水生态保障体系 
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理念，以河湖水系为基础、岸线绿地为关键、滨水空间为核心，加

快推进西江河、九道堰等河道“蓝网”建设，统筹推动自然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改善、多元业态融合，

水岸城一体化打造彰显文化底蕴、营造生活场景、引领城市发展的水生态价值体系，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河。加强水生态空间保护，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划定主要

河流涉水空间范围和水生态保护红线边界，明确功能定位和主要用途，强化涉水空间管控与保护。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

新都建设成为“水清、水活、水净、水美”、江河湖泊水景观交相辉映、蓝天碧水与绿色城市相互融合、

人水和谐的滨水生态城市。 

4.2.4. 构建“水清岸美、宜居宜业”的水环境保障体系 
进一步加强“河长制”管理，严格监督检查，强化日常巡查管护，深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

规范化。以流域为单元，以主要河流、重点区域、敏感水域为重点，强化源头控制，注重水质提升，水

岸统筹、点面兼顾改善河流水体的水环境质量。按照成都市“供排净治”一体化管理机制要求，加快补

齐污水收集治理短板，以“控源截污、河道清淤、清水补给、生态修复”为基本技术路线，实施水质净

化提升，健全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着力构建“厂网河一体化、全收集

全处理”的洁净水网。2022 年全区行政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率达 85%，20 户以上农民集中居住区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到 2025 年县城污水处理率基本达到 96%，乡镇污水处理率基本达到 87%。建成

水清、岸美、宜居的水环境体系，呈现“清水绿岸、鱼翔浅滩”的美景。 

4.2.5. 构建“高效创新、智慧现代”的水管理保障体系 
进一步完善行业治理体系，提升行业现代化治理能力。全面推进水务科技创新，夯实人才资源支撑，

构建高层次专业化水务人才战略，建立水务人才分类培养培训制度，加强水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水务

信息化建设，搭建智慧水务管理平台，建立智慧水务应用系统、智慧水务数据资源中心、智慧水务感知

网络，提升现代管理水平；完善区域、部门协同作战工作模式，加强联合执法、跨区域执法和交叉执法，

实现水务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智慧化。 

4.2.6. 构建“人水和谐、厚德载物”的水文化保障体系 
深入挖掘本地水文化资源，加大水文化保护工作，充分传承水文化价值，展现水文化魅力。不断挖

掘泥巴沱森林公园的文化特性，推进九道堰水文化融合发展项目，保护明代文化名人杨升庵的遗迹—升

庵桂湖和唐代名相李德裕开凿的东湖公园。依托“三香”传统文化，以水为脉，结合幸福河建设，把生

态绿道、城市森林公园等有机结合起来，打造生态环境示范区，塑造水文化品牌。 

5. 结语 

水是生命的起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和公共性的社会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作出了一系列加快水务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十四五”时期是新都

区深入贯彻习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落实省委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做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深化落实“北改”“中优”战略，实施“一心四区”总体部署，加快提升发展能级、变革发展方式、优

化治理体系、改善生活品质，奋力打造成都都市圈北部中心的关键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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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总结新都区“十三五”发展基础上，结合面临“十四五”发展新要求和新形势，系统分析了

“十四五”期间新都区水务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水管理和水文化六个保障体系的发展思路，为“十四五”期间建设现代化水务管理体系，继续

推动水务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可为其他类似地区水务行业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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