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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大背景下,结合亳州实际情况,亳州市委、市政府对亳州环境建设提出了“地净、路畅、水活、

天蓝、林拥城”的目标要求,实施“水活”工程,进一步改善亳州市水资源生态环境。但由于亳州市长期存在着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水资源自

净能力减弱等突出问题,因此,亳州市水利局治理水污染的任务比较艰巨。本文基于亳州市水资源环境现状,为亳州市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市水污染；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水环境建设 

 

引言 

良好的水资源环境是一个城市的重要文化形象,代表着一个城市的

文化品位,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技术特色,是直接促进一个城市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建设和完善城市水资源环境对发掘城市文

化内涵、提高城市环境品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亳州市的水资源环境依

然脆弱,水资源环境建设体系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何全面提升亳

州市水资源环境建设,建立长期有效的水污染防治机制,相关部门需要

积极发挥职能作用。 

1 亳州市水资源环境建设现状 

1.1亳州水资源现状 

亳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南端,距省城合肥330公里,

北依河南省商丘市,西与周口市鹿邑县接壤,东部与淮北市、蚌埠市相倚,

东南部与淮南市为邻,面积8374平方公里。亳州市多年的平均降水量为

827.3mm,平均水资源量为24.88亿m³。按全市常驻人口523.7万人计算,人

均水资源量为487m³,不及全省人均水资源量1100m³的1/2,不及全国人均

水资源量2200m³的1/4。亳州市作为安徽省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水资源极

度缺乏,是安徽省水资源贫乏的干旱地区之一。亳州市辖区内流域面积1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367条,分属淮河水系和洪泽湖水系。主要骨干河流有

涡河、西淝河、茨淮新河、芡河、北淝河等。亳州市境内现有防洪水闸378

座,其中大型防洪水闸有四座：大寺闸、涡阳闸、蒙城闸、阚疃闸。污水

处理排灌站有2818处,装机7.0万kw,万亩以上中小灌区19处,万亩以上中

小灌区机井5.3万眼。亳州市工业企业和城市生活用水长期依赖中深层和

深层地下水,人们集中、超强度地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较为明

显。另外,亳州市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含氟量超标,部分地区地下水含铁、锰

量微超标。 

1.2亳州市“水活”工程规划落实情况 

亳州市政府及水利部门根据本地水资源环境建设现状,提出并实施

《亳州市中心城区水系贯通规划方案》(2015版),对扩大后的亳州城区水

系进行全面、综合的规划。包括：“一涵四闸”水系贯通控制工程；宋汤

河四期工程；宋汤河五期工程；宋汤河六期工程；凤尾沟二期工程；凤尾

沟三期工程；龙凤新河(亳芍路—亳芜大道段)工程；团结沟工程等。 

亳州市水利局一直秉持着深化学习、终身持续学习的思想观念,全面

提升亳州市城区水系贯通治理工作的管理水平。为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业务

能力,水利局组织水系项目处及有关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单位分赴六安、

池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汲取其他城市的水系治理经验。相关部门通过实

地考察、实例研究,不仅开拓了视野,找出了与其他城市水系治理之间的差

距,完善本市原有方案中的不足,还全面提升了自身水系贯通治理工作的

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2)与项目法人签订移民安置协议,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移民安置

目标责任书。 

(3)与项目法人共同委托移民监督评估单位开展移民综合监理和监测

评估工作。 

(4)根据移民安置规划和项目法人的年度移民安置计划建议,在与项

目法人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组织编制并下达本行政区域的下年度移民安置

年度计划,按要求上报移民安置实施项目和资金使用统计报表。 

(5)负责按照批准的移民安置规划,拨付、使用和管理移民安置资金、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组织对单项移民工程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 

(6)根据移民安置协议,负责专业项目恢复改建,并组织竣工验收和移交。 

(7)负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移民来信来访,建立健全移民信息公开、参

与、协商、诉求表达等机制,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 

(8)负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库底清理及移民安置验收(自验)工作。 

(9)负责移民信息统计,建立健全移民工作档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管理。 

(10)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移民培训和移民干部培训工作。 

(11)配合项目法人办理建设项目临时用地手续、依法办理移民安置区

建设用地手续。 

3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挑战,应该正确看待水库移民搬

迁安置重要性,充分契合区域实际情况,在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基础上,制定

各级政府移民安置职责,坚持以人为本规范化组织管理,提升组织管理效

率的同时,切实维护水库移民切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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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亳州水环境质量改善阶段性成果 

2.1“水活”目标初步实现 

近几年,亳州城区实施“水活”工程,对原有的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利

用涡河大寺闸上下游的水位差和自然坡降,自宋汤河小洋桥闸引涡河水,

已实现了涡河→宋汤河→凤尾沟→亳城河→赵王河水系、涡河→宋汤河→

凤尾沟→龙凤新河→赵王河水系、涡河→宋汤河→张河→赵王河水系、涡

河→宋汤河→赵王河水系等输水线路贯通,亳州城区涡河以南水系初步实

现“水活”目标。 

2.2分级换水改善城区水质 

“一涵四闸”等水系贯通控制工程的顺利建成,实现了亳州城区主要

水系整体分区分流调控、分级分流控制,促进河道水体自然调节流动,实现

主要水系逐段逐级分流换水,增强河道水体自主净化能力,改善了宋汤河、

凤尾沟、龙凤新河等城区主要河道整体水质。 

2.3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水活”工程的稳步实施,塑造了当地水景观、改善了当地水资源环

境、展现了当地水文化,为当地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锻炼的好地方,

对吸引更多的外地人士来到亳州市安居、创业、投资、旅游等发挥了极大

的作用。2016年1月1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同志参观调研“水活”工程

—亳菊路钢坝闸时,对项目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水活”项

目的实施,把亳州的历史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融合了起来,畅通了城市水

系,改善了水质,不仅城市环境得到治理,城市文化品位也得以提升。2019

年6月8日,台湾新竹农田水利会来亳州市考察交流亳州城区水系治理工作

时,对我市城区水系建设的科学规划、工程设施、建设成效给予了高度赞

赏,并表示其通过考察活动,汲取了亳州市治水的宝贵经验,此次会面有效

的推动了海峡两岸水利事业的共同发展。 

3 亳州改善水环境工作目前存在的不足 

3.1“水活”工程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目前,城区“水活”工程的实施,只有涡河以南水系初步实现了“水活”

目标,铁路以东水系如亳城新河等河道尚未治理,窑鸿沟、窑鸿支沟水系还

未深度治理,一些涵闸控制工程还需要新建和维修加固。水系贯通规划修

编后,还要增加黑风沟、涡包河等一些水系贯通治理和泵站提水工程的内

容,整体“水活”工程的建设任务还相当复杂艰巨。 

3.2“水活”工程的治污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水活”工程的实施可以通过水系贯通和涵闸控制工程调度实现换水,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水质,但治标不治本。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沿河

截污工作不彻底,遇大雨时、大量污水随雨水直排河道,严重污染水体。相

关部门既要解决城区水污染排放问题,还要督控让排污企业彻底排污治污,

沿河彻底截污,雨污处理管网彻底清淤。 

4 全面提升亳州水环境建设的对策建议 

4.1完善“水活”工程建设 

市水利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年度计划安排,根据《亳州市中心城区水

系贯通规划方案》逐步推进亳城新河(养生大道—高速路口)综合治理工程

的前期工作。因城区规划面积从原来的140km
2
扩大到现在的218km

2
,市水利

局及时对《亳州市中心城区水系贯通规划方案》进行了修编,逐步对北城

区、西城区、东城区的“水活”工程进行补充和完善；加快推进宋汤河六

期、窑鸿沟及窑鸿支沟工程建设；启动实施“一涵三闸”水系贯通控制工

程(窑鸿沟养生大道涵、窑鸿沟蔷薇路闸、亳城新河十九里闸、亳城新河

蒋庄闸)。 

4.2优化水质改善体系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水利部门密切高度关注宋汤河、凤尾沟、龙凤新河等主要河道整体水

质变化情况,及时组织调度“一涵四闸”等河道涵闸控制工程,对城区河道

主要水体进行逐段逐级清理换水,有效控制改善城区河道整体水质。水利

部门计划明后两年,对亳城新河等工程重点进行集中综合治理,全面实现

城区水系全线贯通,最终实现“水清、岸绿、景美、河畅”的集中治理工

程目标。 

4.3提高城市民众保护水资源环境意识 

一些重工业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机器生产带来的城市水资源

环境污染问题,再加上部分城市民众保护水资源环境的意识不强,往河道

里乱扔乱丢生活垃圾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城市水资源环境。上述行为使得我

国城市生活水体污染的情况呈不断加重的恶化趋势。另外,社会上对于水

资源环境污染源的防治、保护水资源环境的相关工作关注、支持力度不够。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亳州市城区水资源环境污染源多样,亳州市城区水资源

污染的防治工作与城市水资源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不断加大。政府及水利

部门要把“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作为综合治理城市水资源环境污染问题

的重要手段,紧抓城市生活污水与其他工业污水的污染源头,提高大部分

民众保护城市水资源环境的意识,这样也就可以从根本上有效杜绝各类污

染城市水资源环境的现象频繁发生。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亳州市水利部门有效地改善了本市水资源生态环境,为广

大市民营造了更加舒适、优美、宜居的城市居住环境,提升了亳州市的文

化品位。龙凤公园、望月潭公园等一些水体公园成为市民主要的户外游憩

景点,城区水系贯通河道综合治理工作的成效显著,基本达到预期的治理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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