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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2021年度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情况的通报 

通政办发〔2022〕7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 

为深入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和节约

用水工作部署要求，2022年5月10日~ 6月9日，市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小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结

合2021年度日常管理情况，对各县（市、区）2021年度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进行了综合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南通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小组关于

开展2021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的通知》（通

水资考〔2021〕11号）要求，我市重点围绕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和

取、用水户规范化管理情况，组织成立取水户（地下水、地表水）

现场、用水户（自来水）现场、台账资料、信息化应用4个检查

小组，对全市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检查小组共抽查了80个取水单位、78个用水单位，并对每个

单位的取水、用水、耗水和排水全过程的合法性经济性进行了评

估。其中，取水户（地下水、地表水）现场组主要检查取水单位

取水许可及延续取水是否合规、取水工程设施建设是否规范、计

量设施是否定期检定校核、水资源费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等方面；

用水户（自来水）现场组主要检查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的科学性、



 

— 2 — 

用水定额执行情况以及日常用水管理等方面；台账资料组主要对

照市下达的2021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目标任务，逐项检查完成

情况和具体做法；信息化应用组主要查看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计划

用水户对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的熟练程度及系统录入内

容的完整度、准确度。 

二、考核总体情况 

从检查考核情况看，各地能够认真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按照“十四五”水

资源保护规划和节约用水规划，在基础工作上“强弱项、补短板”，

在制度执行上“强监管、求实效”，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得到有效

落实。 

（一）用水总量及用水强度有效控制。全市 2021 年用水总

量 39.29 亿立方米（考核口径），海安市、如皋市、如东县、启

东市、通州区、海门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

园区、通州湾示范区用水量分别为 5.06 亿立方米、6.38 亿立方

米、6.10 亿立方米、2.88 亿立方米、4.31 亿立方米、2.19 亿立方

米、1.33 亿立方米、0.26 亿立方米和 1.01 亿立方米，各地用水

总量均控制在目标值范围内。2021 年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

水量为 36.03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25.46 立方米，

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9.02%、9.56%；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649，用水效率指标均优于目标值。 

（二）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各地全面推进取、

用水户规范化管理，通过加强培训、定期检查、“四不两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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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方式，以“二严格二规范一加强”（即严格计划〈定额〉用

水管理、严格取水口管理、规范计量设施管理、规范台账资料管

理、加强监督考核）为抓手，扎实推动计划用水户完善内部用水

计量、台账资料整理和日常抄表统计分析，共完成取、用水户规

范化管理300家。依托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取、用水档案

资料和日常用水情况实行全过程数字化管理，组织开展信息系统

运用比武活动，2021年全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使用率达93.5%，

基本信息完整度达91%，取、用水计划申请、核定、下达、预警、

追加、考核等环节已全部实现网上流转。 

（三）节水型载体创建扩面提质。加大省、市、县三级节水

型载体创建力度，提升载体创建质量。2021年全市共创建34个省

级节水型载体、22个市级节水型载体和26个县级节水型载体。其

中，百威（南通）啤酒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获评省级水效领跑者；

沈海高速如皋服务区“苏高速·茉莉花+”节水服务品牌获评全省

首批节水型高速公路服务区；海门区实验初级中学创新设置融科

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亲水”课题，如皋市党建水文

化传承基地将党建与节水宣传教育相融合，两家均被命名为省级

节水教育基地；通州区、海门区、启东市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被

列入太湖流域片典型案例。 

（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按照《江苏省水权交易管理

办法》，积极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启东市完成一例地下水水权交

易，如皋市完成一例地表水水权交易，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水资源

的“存量盘活”。全面开展开发园区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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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启东市已完成开发园区水资源论证评估，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提前开展区域水资源论证评估工作，推行取水许可告知承

诺制度。目前，全市已完成1117张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的转换，颁

发全省首张县级电子取水许可证，市、县两级全面应用电子证照

系统。 

三、考核结果 

结合考核评分结果：第一等次为如皋市、启东市、通州区；

第二等次为海门区、如东县、海安市、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通

州湾示范区；第三等次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考核检查中也发现，各地还存在目标任务完成质量不均衡、

管理人员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节约保护水资源意识不够强、非常

规水源利用途径不够广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人员配置不到位。机构改革后，县（市、区）水行政

主管部门普遍存在机构设置不合理、人员编制不足等情况，影响

了正常的监管工作和年度目标任务的完成。 

（二）节水宣传不到位。由于我市滨江临海、河多水多的观

念深入人心，公众的水商品意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

展意识还比较淡薄。尽管水利部门已围绕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开展常态化宣传教育，积极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

市节水宣传周”等节点大力开展全民节水宣传活动，但落实到具

体单位，对水资源节约保护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远不如电、蒸

汽等其他能源，节水意识仍然淡薄，未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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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监管不到位。各地执行《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

《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江苏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等法规制

度不够到位，没有按照水资源管理和节水监督管理要求，加强日

常指导和培训、切实落实水务经理职责。考核检查中发现，有些

地区存在非法开采地下水、取水审批手续不完善、取水工程规范

化建设标准不够高、水平衡测试和用水审计报告质量不高、取水

设施计量检定不及时、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工作规范化、信息化程

度不均衡等问题。 

五、下阶段工作要求 

下阶段，各地、各部门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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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指示要求，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继续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各项制度，强化考核结果应用，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

利用水平，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南通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作出贡

献。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