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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市坚持“四水四定”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十项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

“四水四定”，着力解决水资源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聚力打造

新时代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新标杆，现就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推进全市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出以下措施。

一、严格用水总量控制。坚持分级分区管控用水总量，将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落实到灌区、乡镇和各用水单元。实行水预算管理，

合理配置生活、农业、工业和生态用水。严格水预算审计和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将水预算执行情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绩效评价和党政履责“督考一体化”平台进行考核。水预算审计

结果作为县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严控新增耕地。农业生产布局应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

严禁新增耕地，不得布局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项目。地下水超采区

和用水总量超额县区禁止实施占补平衡、戈壁农业等项目；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开荒行为，坚决杜绝违规为开荒新增耕地供水的行

为。对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一般耕地实行周期性休耕，市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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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一定比例资金，对轮作和休耕耕地给予必要补助。限制高耗

水作物种植并逐年压缩面积，引导群众调整种植结构，构建与水

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三、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承载力约束，根

据可用水量，合理布局产业与规模，重大产业、项目布局以及各

类开发区、新区规划应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将水资源作为约束

性条件调整产业布局，优先满足保障国家安全、列入国家规划的

战略性项目用水需求。严格执行水资源利用负面清单。禁止对列

入国家淘汰类的高耗水项目立项，实行建设项目取水许可前置审

核，对未进行水资源论证或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前置审批(核)的

不予审批或核准项目。从严控制洗浴、洗车、人工滑雪场、洗涤

等高耗水服务业用水，鼓励洗车、人工滑雪场等特种行业全面推

广低耗水、循环用水等节水技术工艺，优先利用再生水等非常规

水源，限制使用地下水。推动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实

施节水型器具和设备改造，逐步淘汰耗水高的用水器具和设备。

四、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国土绿化要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

力，以雨养、节水为导向，以恢复灌草植被为主，推广乔灌草结合

的绿化模式，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城镇绿化要选用耐

旱型植物。统筹安排公益林灌溉用水。合理配置绿化用水，优先

使用符合标准的再生水、雨水、矿井水，推广节水灌溉。将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融入规划，建立雨水调蓄池，推动雨污分流改造，

提升雨水集蓄利用能力。严禁脱离实际建造人工湖、人造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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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将地下水、生活饮用水作为景观河、人工湖用水。

五、强化地下水超采治理。县区人民政府是地下水超采区治

理的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要严格落实超采区

治理专项规划，压实超采治理目标和任务措施，推动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落地见效。在地下水限制开采区，不得新增取用地下水。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严禁取用地下水，已有的机井制定关闭方

案，有序退出。除特殊干旱年份及重大突发事件外，不得动用储

备地下水。

六、建立地下水超采区水位约束机制。对超采区地下水位“近

三年滑动累计水位变幅”下降超２米的县区，由市政府主要领导

约谈，暂停申报除基本民生外的涉水专项资金，压减“三公”经

费,腾出财力用于地下水超采治理;对超采区地下水位“近三年滑

动累计水位变幅”下降超 1 米的县区，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约谈，

扣减相关财政专项资金统筹用于地下水治理工程。

七、实行超采区取水许可提级审批。严控超采区涉水项目准

入,提级审批超采区新增取水的取水许可，将超采区地下水取水

审批权限由县级审批的提至市级;超采区内暂停审批新增地下水

建设项目,严禁审批新建、扩建、改建高耗水项目,加强重大规划

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已获批未开工项目依法依规进行水资源

承载能力复核，从源头上杜绝新增不合理用水行为。

八、严格落实重点领域用水定额管控。严控地下水超采区农

业灌溉,加强计划用水管理,严格用水定额,加快工业节水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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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城镇节水降损,加大非常规水利用。在地下水超采区开展违

规取用地下水问题和计量设施安装核查,实现计量设施全覆盖,

严厉打击破坏计量设施行为，对存在超计划超定额用水、节水不

达标等问题的取用水单位,责令整改。

九、加强水行政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水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执法行动，强化以案示警，扩大执法效果。建立水行政联合执

法机制，组织开展常态化联合水行政执法，坚决纠治违规取用水

等违法行为和突出问题。完善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水行

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强化过程动态监管，规范取用

水管理秩序。

十、推进水权市场化交易。健全完善水资源交易制度，取用

水达到或超过可用水量的县区，应通过水权交易满足新增用水需

求。对水资源超载地区，除合理的新增生活用水需求，其他新增

用水需求原则上应通过水权交易解决。推进区域水权、取水权、灌

溉用水户水权、公共供水管网水权、水预算节余水量等水权交易，

实现节约水量跨区域、跨行业流转，促进用水效率和效益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