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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  水  利  局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 2019 年度重庆市县域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工作总结的报告 

 

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根

据《水利部关于开展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的通知》（水资

源〔2017〕184 号）要求，2019 年我市在合川区、大足区、潼南

区、荣昌区等 4 个区开展了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工作。经自

评、技术评估和现场验收等考核，并向社会公示无异议，标志着

上述 4 个区达到了《节水型社会评价标准（试行）》要求，并通过

验收，按程序要求报请水利部复核。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开展情况 

（一）高度重视，整体谋划 

根据市政府印发《重庆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

“全市各级政府应当将节约用水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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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创建节水型城市，建设节水型

社会。全市各级政府应当把节约用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下

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内容”的要求。年初，局党组召开

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明确了

2019-2020 年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要求 2019 年底前合川区、大足区、潼南区、荣昌区 4 个区完成创

建工作，2020 年涪陵、长寿、梁平、垫江 4 个区县完成创建工作，

从而实现提前两年完成全市 30%以上县（区）级行政区达到节水

型社会标准的目标。 

（二）突出重点，分步推进 

根据局党组 2019-2020 年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目标

任务，重点在渝西地区和梁平、垫江等缺水区县进行先行先试。6

月 14 日，局党组分管领导谢飞同志组织召开了璧山、合川、涪陵

等 12 个区县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会议，由璧山、永川等

4 个创建成功的区分管局领导介绍经验，计划创建的合川、涪陵

等 8 个区县分别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和下步措施，

市水利局根据各区县完成任务情况和标准要求，考量对各区县的

资金奖补份额。2019 年市财政安排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型灌区节

水配套改造和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项目资金共计 36233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已顺利完成了对合川、大足、潼南、荣昌等 4 个

区的考核验收。2020 年底前再完成涪陵、长寿、梁平、垫江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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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同时鼓励其他区县同步

开展创建工作。 

（三）明确责任，狠抓落实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国

家节水行动方案》目标要求，今年市水利局先后 2 次牵头组织召

开了由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城管局等 18 个市级部门参与的

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联席会议，根据职能职责，明确责任、分解

任务、督导推进，现基本形成了政府统一指导、部门密切协同、

社会共同参与创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的工作机制和良好氛

围。今年由市水利局、市经信委、市城管局、市机关事务局联合

组成考核验收组，对荣昌、大足等 4 个区进行县域节水型社会达

标验收，进一步推进了达标建设工作的开展，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四）加强监督，确保实效 

严格实行计划用水监督管理，对重点地区、领域、行业、产

品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建立市、区（县）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

将年用水量 50 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全部纳入

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逐步建立节水目标责任制。完善监督考

核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作，严格节水责任追究，把节约用水作

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今年市节水办先后 3 次到区县

进行督导，检查《“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案》

和《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落实情况，现场指导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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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公共机构和节水型小区的创建工作。在今年创建的 4 个区的县

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考核验收中，邀请了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市水利发展研究中心等 5 名专家教授组成的技术评估组进行

现场评估打分，确保创建实效。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资金缺口较大。目前，大多数区县政府对节水工作认识

到位，能够主动作为，开拓进取，挖掘潜力。但随着经济下行压

力的影响，自身“造血”功能不强，政府的资金投入有限，引入

社会资金困难较多，对节水工作推动进度造成影响。 

二是全民节水意识不强。今年，我们充分利用“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活动，采取了报纸、广播电台、车站广告、商圈显

示屏，拉横幅、做展板、观污水治理过程，进学校、走社区、驻

商圈、入农户进行节水宣传，但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足，还

没有能够做到将节水宣传到千家万户，社会效应还不够明显，全

民节水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继续将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关工作纳入区县党委政府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实绩考核内容，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

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任务落实。 

二是引进先进企业，撬动社会资本，采取 PPP 模式吸引投资，

积极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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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节水意识。继续加大对节水宣

传的投入力度，采用传统模式与信息网络相结合的办法，深入学

校、小区，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重庆市水利局 

                                 2020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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