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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现代水网建设规划编制说明

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

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要求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实施国家水网

重大工程”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水利基

础设施网络建设，水利部将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作为推动新阶

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六大实施路径之一，要求协同推进国家、省、

市、县四级水网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中卫

市党委和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市水务局负责组织编制了《中卫市

现代水网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现

就规划编制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划编制过程

《规划》以“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新时期治水思路为指导，对标对表“三新一高”战略要求，遵

循“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原则，以解决中卫市在水

资源配置、防洪减灾能力、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水网智慧

化水平及水网建设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为主要导向，在深入分析

水网建设基础和面临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了规划思路和总体布

局，统筹谋划了30项主要工程，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卫市市级水网

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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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实地调研，2024年7月形成《规划》初稿，于2024

年8月征求了市发改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

业农村局、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工业园区管委会及各县（区）

水务局等单位的意见建议，认真采纳相关意见建议后修改完善了

《规划》（征求意见稿）。2024年8月12日组织召开了《规划》

（送审稿）专家评审会，进一步吸纳了专家意见建议，按照《宁

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为进一步完善《规划》，在

中卫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集社会公众对《规划》（征求意

见稿）的意见建议。

二、规划主要内容

经过修编完成的规划，共分10章，5个专栏：

第一章主要对全市的水情、建设基础进行了概述，全面分析

了全市水网的短板差距及建设中卫水网的重大意义。

第二章提出了水网建设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编制依据、规划范围与水平年、建设目标。

指导思想：《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深入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治水思路，全面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紧紧围绕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市使命任务，以推动新

阶段中卫水利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国家水网建设规划

纲要》为指导，以自然河湖水系为基础、输排水工程为通道、调

蓄工程为节点、智慧调控为手段、体制机制法治管理为支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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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存量和增量，加快联网、补网、强链，构建“系统完备、安全

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中卫市现

代水网，为全面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中卫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基本原则：本着立足全局、保障民生；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人水和谐、绿色生态；系统谋划、风险管控；改革创新、两手发

力等基本原则。

规划水平年：规划期限为 2021 至 2035 年，现状基期年为

2020年，规划水平年为 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50年。

以 2020年为基准年，规划期限为 2021年至 2025年。

规划目标：到 2035年，依托自治区级骨干水网体系，全面

建成中卫市级水网体系，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

配置能力、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水网智

慧化水平、体制机制法治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显

著增强。

水资源优化配置。全面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资源

配置体系，水资源统筹调配和供用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建

成“城乡一体、集约高效、格局合理、多源互补、丰枯调剂”的供

水安全保障体系。用水方式向节约集约根本转变，用水效率和效

益显著提高，到 2035年，市级水网覆盖全市 90%以上的国土面

积，城乡供水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0.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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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减灾。全面建成以河道及堤防、水库、淤地坝为主要组

成的防洪工程体系，黄河干流中卫段全面达标，清水河、红柳沟

等重要支流重点河段和中小河流及山洪沟道达到规划的防洪标

准，宁夏贺兰山东麓卫宁片区防洪体系全部建成，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县级以上城市防洪治涝能力全部达标，对承担任务的水库

进行库区淤泥清除和库区防护，增加水库有效库容，提高灌溉保

障能力，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显著提升。

水生态保护。以流域综合治理为重点，围绕清水河流域水土

保持治理区，把流域综合治理与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结合起来，

到 2035年，水土保持率达到 77.61%以上。生态环境根本转变、

持续向好，生态系统功能完善、稳定高效。河湖水生态空间得到

有效保护和管控，清水河确定了生态流量或水量的达到生态底线

要求，水源涵养与保护能力显著提升。

水网智慧化。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数字化

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全面推进算据、算法、

算力建设。基本实现水资源管理与调配“四预”，水网模拟仿真与

调度等应用取得突破，水网综合调度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 2035

年，水网要素感知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到 2050年，全面建成安全、生态、立体、功能强大的水网

体系，实现用水安全可靠、洪涝总体可控、河湖健康美丽、管理

现代化高效的战略目标。

为实现规划目标，以五个章节（第三至七章）重点阐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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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途径和支撑。

第三章全面实施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统筹当地水与过境水、

地表水与地下水、常规水与非常规水，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提

升水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全市供水网络，构架“总量控制、集约

高效、格局合理、多源互补、丰枯调剂”的水资源配置网。以全

面深化节水行动、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

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加快推进非常规水利用、提升

干旱应对保障能力建设提升水资源配置水平。以黑山峡水利枢纽

工程建设为龙头，规划建设估算投资1553.3亿元。

第四章以黄河干流和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为重点，加强

主要支流、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建设，完善区域

防洪减灾体系，提升防御工程标准和洪灾防御的调度指挥能力。

加快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实施黄河中卫段河道治理工程等

工程建设保障黄河中卫段长治久安；完善贺兰山东麓防洪工程体

系，卫宁防治区新建洪水拦蓄设施，增加洪水调控能力；疏通拓

宽泄洪、排洪沟道，提高排泄洪水能力。沙坡头治理区设计洪水

标准为20~100年一遇，堤防级别为2级；中宁治理区设计洪水标

准为20~50年一遇；实施清水河综合治理、红柳沟综合治理、中

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中小河流和山

洪灾害防治工程，补齐防洪薄弱环节，形成完善的河道防洪减灾

体系。估算投资33.0亿元。

第五章以提升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为核心，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等要素，加强河湖水生态空间管控，加快复苏河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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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以“治水、生态”两大策略为引领，

通过清淤工程、生态岸坡砌护、改造建筑物、生态拦污工程、环

境整治工程、巡护道路其他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等措施进行综合治

理，改善河道周围环境质量，打造生态花海、滨水湿地等多种形

态的生态恢复区，从而实现“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目标，

守好改善生态环境这条生命线。规划建设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

程、重点河湖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工程、引黄灌区盐碱地改良治

理工程、地下水超采治理工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估算投资

25.8亿元。

第六章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

的要求，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水网工程智能化改造与

建设，加快水网调度指挥体系建设，实现中卫水网建设的数字化

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提升水网调度管理智能化水平。

规划建立水网智能物联感知体系、夯实水网信息基础设施、推进

数字孪生水网建设、水网调度指挥体系建设，估算投资 11.6 亿

元。

第七章围绕“水网管理现代化”建设目标，按照“重创新、

建机制、激活力”的思路，从强化体制机制法治入手，建立完善

水网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水网建设公共管理和水

利服务水平，努力实现依法治水、制度管水。

第八章对 3-7章项目进行了汇总，遵循“确有需要、生态安

全、可以持续”的原则，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水平提升、防洪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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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能力提升、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提升、水网智慧化能力提

升等 4项重大行动 30个项目，总投资 1623.8亿元。

第九章实施中卫市现代水网建设规划，涉及重大引调水、骨

干输排水通道、控制性调蓄工程、大中型灌区、重点水生态治理

修复等工程建设，规划项目的实施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不利环

境影响，应进一步强化规划重大工程前期论证工作，通过采纳环

境影响评价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和采取相应的环境影响减缓措

施，规划实施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控制和减缓。在充分落实环境影

响评价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及各项不利影响减缓措施的前提下，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规划的实施基本可行。

第十章是强化规划实施保障的措施。本章节从加强党的领

导、强化组织协调、加快前期工作、加大资金投入、狠抓质量管

理、加强科技支撑六个方面提出了措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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