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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界 要 闻  

我国发布实施用水定额 330 项，节水标准定额体系建设成效明显 
日前，我国节水标准定额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国家和省级共编制修订用水定额项，

发布实施 330项，超额完成年度工作任务。其中，水利部共组织编制修订用水定额 47项、

已发布实施 28项，宾馆、机关、学校 3项服务业用水定额属首次在全国范围对服务业领域

用水进行严格约束，小麦灌溉用水定额是国家层面第一个农业用水定额。2019 年以来，水

利部聚力打好“打好一个基础，制定完善节水标准定额体系”的攻坚战。在全面梳理现有节

水标准定额的基础上，按照 “抓基础，快突破”和“先理论后实践、先大后小、先粗后细”

原则，针对现行节水标准定额对主要用水行业覆盖不全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了牵头编制的

由 147项标准定额组成的体系，覆盖主要农作物、工业产品和生活服务业。为加快推动节水

标准定额体系建设，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组织制定节水标准定额三年（2019—2021）推进计

划，拟编制或修订节水标准定额 100项。 

部 门 动 态  

让数据说话！长江委节水机关建设深度体检报告出炉 
 

近日，由我分会会员单位北京国泰节水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水利部长江委机关大院

节水型机关建设完成深度体检。2020 年 1月，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历时 21 天三个周期的连

续监测，再经数据分析、水平衡测试参数计算，长江委机关大院首份最全面、最详实的水平

衡测试报告新鲜出炉，专家审查认为该报告为长江委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成效提供了有力

佐证，也为下一步提升成效指明了方向。水平衡测试成果显示：长江委机关大院主要用水环

节为办公生活、食堂、绿化、消防、外租用水，占比分别为 76.3%、15.0%、5.8%、0.8%、

1.3%；综合漏损率为 0.8%。测试期间人均用水量为 57.2-63.9 L/（人·d），同比降幅 40%

以上；一级、二级计量率分别为 100%和 99.2%，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为 0.01%；两处总量为

320立方米雨水收集利用池，日均供水量 15.4立方米，非常规水利用率 8.5%。监测数据表

明，长江委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成效是靠得住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 
 



 

黄委部署开展 2020 年节水机关建设 
近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发 2020 年节水机关建设实施方案，全面部署开展委

属各单位节水机关建设，旨在深入贯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及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精神，坚持节水优先，积极践行“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

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为节水型公共机构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方案提出，委属各级参公机

关以及委直属企事业单位，要按照“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分类推进、务实有效”的原则，

于 2020年底前完成节水机关建设任务。 

海委严格方案审查 推进委系统节水机关建设 
为深入贯彻“节水优先”方针，认真落实“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

革发展总基调要求，进一步推进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日前，海委组织开展了委直属各管

理局及局属单位节水机关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审查，并召开蓝信视频会议，

研究推进委直属各管理局节水机关建设工作。《方案》明确了海委直属各管理局及局属单位

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建设任务、建设标准、建设程序及保障措施，

提出计量器具及用水器具改造、再生水利用系统改造、雨水集蓄设施建设、用水实时监控平

台建设、节水管理制度建设、节水宣传教育等六个方面节水措施。修改完善后的《方案》将

作为委直属各管理局开展节水机关建设工作的依据。 

地 方 动 态  

上海：将推行合同节水列入 2020 年节水工作要点 
2020年 4月 22日，上海市水务局印发《2020 年上海市节约用水和水资源管理工作要

点》，《工作要点》提出将“积极组织开展节水型高校建设，推广合同节水管理，推动建设

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节水型高校。纳入创建范围的区水务局完成水务行业节水机关建

设，为本区节水型单位建设提供示范。 

河南：郑州印发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出台的《郑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到 2022年，万

元 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15年分别下降 30%和 38%，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达到 94%，通过节水行动全面推进，把郑州市建设成为国家节水行动市级先行示范

区。《方案》中提出了 “1+5+6”的主体框架，即一个主要目标、五项重点行动、六大示

范项目。其中，将推行高校合同节水作为六大示范项目之一，提出要借力合同节水开展“节

水型学校”创建活动，提高学校的节水专业化管理水平。 

 

 

 



黑龙江：将进一步推广合同节水示范 
4月 9日，黑龙江省召开 2020 年第一次省河湖长制办公室主任会议暨作战指挥部调度

视频会议，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聚焦水资源保护、河湖清四乱、水污染防

治，凝聚合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在打好“水资源保护”攻坚战方面，会议提出要“推广

合同节水示范做法，推进节水型机关和节水型高校建设，以县域为单元建设节水型社会，全

面提高用水效率。” 

江苏：南京立法推行合同节水管理 
《南京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于近日公布。第三十八条明确提

出“鼓励高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商场、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以及高耗水服务业等重点领域

开展合同节水管理，提供节水技术改造和管理服务，分享节水效益，降低用水消耗，提高用

水效率。”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推行合同节水管理的城市。 

河北：十项措施推进全社会节水 
为推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全面完成全省节水工作任务，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

北省推进全社会节水工作十项措施》，明确了 2022年节水工作目标，将推行合同节水管理

作为一项重要的抓手。措施提出，各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采用合同节水管理等模式，加大

节水型高校建设力度，到 2022 年，15%省属高校建成节水型高校。 

广东：已有 25 家高校建成节水型高校 
为推进节水工作，广东推出节水重招，在最近出台的《广东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下

称《方案》）中，推出九条节水措施，明确 GDP用水量要较 2015年降低 20%以上县级行政

区要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目前广东正全力推进节水型机关建设、节水型高校建设等一系列

节水行动，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据广东水利厅数据，至 2019年底，广东省已有 44家省级

机关建成节水型单位。有 25家高校建成节水型高校，其中有 2家高校开展合同节水项目改

造，节水率达 30%。 

陕西：以节水破解水问题——积极推广和推进高校合同节水管理 
近年来，陕西省水资源因短缺、时空分布不均、水环境压力大、供需矛盾突出等条件制

约，人均和亩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节水作为治水兴水的关键环节，

成为破解陕西省新老“水问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为解决这些难题，陕西省狠抓落实，积

极推广和推进高校合同节水管理、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以及节水公共机构、节水企业、

节水小区、节水机关等示范单元创建工作，启动“灌区节水先行”，开展“寻找节水达人”

主题活动等。 

贵州：贵州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拟开展合同节水 
贵州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属贵阳市重点用水监控名录单位，由于院区管网老化且错综复

杂，加之医院基础建设不断，用水波动较大成为长期困扰医院成本控制的主要问题，贵阳市



节水办多次进行现场办公，提出须系统性开展水量平衡测试工作的要求，院方通过委托第三

方开展了测试，历经两年的反复核查和完善，彻底理顺了院内供水管网的分级关系，并对各

用水单元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提出医院下一步开展合同节水的工作建议，院方表示拟在 2020

年实施合同节水管理，以此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树立医院行业节水标杆意识。 

安徽：合肥探索高校合同节水市场化模式 
近日，合肥市水务局印发了《2020年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要点》。确定了合理

分水、管住用水、强化护水、全面节水及保障措施等 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2020年，合肥

市制定国家节水行动合肥市方案，启动“十四五”节约用水专项规划，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

加强灌区、工业园区节水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节水型高校等节水载体创建，探索水权交

易、高校合同节水市场化模式，建立节水评价机制，实现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全覆盖。 

山东：青岛市积极推进高校合同节水试点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关于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的通知》及水利部、

教育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节约用水工作的通知》（水节约〔2019〕

234号）等文件精神，推动青岛市高校合同节水试点工作，青岛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于近日组

织召开了全市高校合同节水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邀请了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科

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和青岛市节水先进优秀企业，市水务管理局有关领导、局有关处室参

加了会议。市水务管理局在会上重点介绍了全市开展高校合同节水试点的必要性、基本要求

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情况，与会各高校、有关企业分别介绍了本单位节水工作开展情况和节

水典型经验做法，就节水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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