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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都河流域范围内对小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问

题十分严重,这些小河流大多为水资源的源头,其不合理开

发利用行为极有可能造成河流彻底断流或干涸, 所以面对

这样的情况与形势, 当地政府将开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

用与管理交由塔里木木河流域管理局进行统一管理, 但在

实行统一管理后,小河流水资源管理问题仍然突出,为此,文

章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对其当前开都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及管理进行了分析,明确其中问题所在,对管理工作的开

展提出具体的建议。

1开都河流域内小河流水资源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1.1水资源管理体制、管理机制不健全

针对开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府通过文件的颁布, 将开都河流域水资源问题交由塔里

木河流域管理局进行统一管理, 但至今管理工作也并未得

到有效。小河流水资源的开发使用人员仍在充当管理人员

的角色,导致当前利益矛盾问题十分突出。再加上并未针对

开都河流域水资源建立权威的管理体制, 管理工作严重缺

乏约束作用。

同时, 开都河流域范围内小河流基本处于独立的位置,

水资源管理主要以区域的方式进行, 针对每个小河流区域

建设了管理单位, 从而将小河流的管理划分给不同的市县,

各市县各自为政,无法统一管理标准与管理要求,从而导致

管理体制仍然粗放,无法对水资源展开高效统一的管理。另

外,各市县为了经济发展,依然过度开发水资源、地下水源,

生态水量持续减少。

1.2水资源利用不充分,水利工程管控缺位

新疆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严重, 各河流基本都属于季

节性河流, 只有在冰雪融化或暴雨季节才能有充足的水源

进行蓄水。但当前开都河流域内共有 9条小河流,其中只有

两条建立了水库,其它河流并未建设水利枢纽,从而导致各

灌区形成了春旱夏涝的恶性发展循环, 严重的浪费了水资

源。另外,开都河流域范围内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不到位,很多

小河流上游的水利工程已经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 根本无

法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地区无法充分利用资源,这不仅

是资源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

多地由于水利工程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洪水灾害成为地方

发展潜在安全隐患。

1.3生态水量逐年下降

开都河流域在合理有效利用水资源基础上, 每年可以

向附近湖泊提供补给水利 6亿多立方米, 但由于开都河各

小河流附近开荒面积不断扩展, 每年为湖泊提供的补给水

量,都供给给了农业灌溉；再加上湖泊周围建设了人工育苇

区,截断了小河流为湖泊提供补给的水资源,从而导致小河

流径流量逐年下降,已无法为湖泊提供补给水资源。有些地

区生态水量已超过最低警戒线, 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稳定

发展。

1.4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力度不足

水利厅设计流域管理机构, 监控开都河流域水资源的

开发利用情况,并通过管理措施落实水资源管理工作,实现

用水控制, 从而缓解当前开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

理的严峻形势。但从管理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管理机

构主要针对流域范围内主要河流进行管理与控制, 小河流

管理工作仍然未落实, 小河流水资源的管理权限仍然属于

使用者,从而导致小河流水资源仍无法得到合理利用。

2有效管理开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

2.1针对开都河流域内小河流水资源建立管理体制

塔里木河管理局应针对开都河流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

以及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要求小河流

流经内的管理机构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水资源管理,

明确管理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建立责任制,实现权责统一。而

且要加强对各市县范围内灌溉区水资源使用管理, 严禁出

现水资源浪费以及水资源过度开发的行为；要求各市县的

区域管理必须服从、依照流域管理进行。

2.2完善开都河流域内小河流水资源管理机制

近年来, 针对开都河流域内小河流的水资源管理一直

没有建立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以及管理规范,

开都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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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都河流域范围内,诸小河流基本都属于整个河流流域的水资源源头管理,但因管理部门未针对小河流建立完善

的管理机制,再加上小河流隶属关系不明确,导致小河流水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无法有效落实,从而引发的管理工作不到位、

责权不统一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整个开都河流域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而且各市县都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任务,过度开发开

都河流域内的小河流,导致开都河流域范围的生态水资源被大量挤占。为此,文章对开都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管理进

行了具体的论述,明确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开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措施

11- -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3期◆版本 1.0◆2018年 3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为此,管理局应全面了解开都河流域内水资源情况,重点了

解小河流水源情况,从而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河道

管理等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制定管理机制,并将管理机制深

入到流域附近的工业发展以及商业发展行为上, 尤其是小

河流流域内乱采砂石行为一定要严厉禁止, 并建立相应的

惩罚措施,保障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另外,上级部门也应重

视开都河流域内小河流管理问题, 加强对地方管理目标的

考核,一旦出现管理不到位以及管理工作缺位的情况,要及

时进行问责,从而强化行政管理的力度。另外,流域内小河流

水资源监控工作也要落实到位,及时了解小河流水质情况、

径流量变化情况、生态断面情况,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策略,维

护河道生态环境平衡。

2.3统一管理开都河流域内大、小河流的水资源

开都河流域小河流的调度、分级管理、节水控制、总量

测量应有具体的依据与原则。所以要求管理必须结合各市

县的实际情况制定用水总量控制标准, 重新整合当前开都

河流域小河流的水资源,合理分配,并在制定方案后交由上

级部门审核,审核通过批准执行后,再进行水资源利用。并且

各管理机构在统一管理要求下, 要定期向上级部门上交河

流水资源使用情况报告, 为政府统一调配提供可靠依据,同

时,当政府下达统一水资源调令后,各市县管理机构必须立

即执行。

2.4强化对小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许可管理

现阶段, 管理机构应对小河流水资源不合理开发情况

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许可制度,实现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统一管理, 严格审批所有水资源开发

利用上报项目, 组建专家队伍对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合

理性与科学性进行评估, 保障所有用水行为必须得到许可

后进行。另外,要加强执法监管,对于非法水资源开发利用行

为必须以法律手段追究责任。

2.5完善水利工程建设

针对流域内的山区地区也要做好水资源管理工作,首

先要明确山区地理位置特殊区域内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承载

能力,由专家制定这些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落实到地

方后,要组建专门队伍进行监管,实现科学部署。并针对山区

地质条件的特殊性, 完善水利工程以及控制性水利设施的

建设,缓解山区水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解决山区缺水问题。

2.6提升管理力度,完善小河流周围生态修复工作

提升管理力度,疏通各市县范围内的输水渠道,保障河

流水资源能够有效为湖泊输送补给水源, 限制当地人工育

苇的面积,控制其用水量,将其用水作为水资源统筹安排内

容,管理其拦截生态补给水源的行为。并加强小河流周围地

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防止水土流失等问题的出现,从而使

水资源利用与开发充分发挥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实现开

都河流域内合理用水、科学用水。

3结束语

综上所述, 水资源是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都河流域内, 由于水资源管理不

到位造成了小河流水资源浪费、不合理开发,从而影响了附

近市县的经济发展、生态平衡、和谐稳定。为此,应将开都河

流域内小河流管理权力与权限交由一个管理部门, 通过制

定统一的管理标准将管理权力下放到各市县, 从而保障管

理工作的落实,并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与体制,合理配置水

源,实现对开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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