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局起步的重要一年。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
神，锚定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路径，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
进水利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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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重大问题科技攻关

深入开展国家节水行动

实施用水总量强度双控

健全完善节水支持政策

全面强化河湖长制

强化机制保障作用

加快完善工程布局

加快建设国家水网
主骨架大动脉

强化农村供水保障

健全河湖生态
保护标准

加快构建数字
孪生流域

加快补齐防御短板

推进重点区域水网
规划建设

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

全面实施母亲河
复苏行动

推进数字孪生
水网建设

加大河湖保护
治理力度

加快建设数字
孪生工程

加快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

构建水利智能业务
应用系统

推进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

抓早抓细抓实
灾害防御

坚持人民至上、
生 命 至 上， 坚
持 安 全 第 一、
预 防 为 主， 加
快完善以水库、
河 道 及 堤 防、
蓄滞洪区为主
要组成的流域
防洪工程体系，
扎实做好水旱
灾害防御工作。 

数字孪生水
利是水利高
质量发展的
重 要 标 志。
按 照“ 需 求
牵 引、 应 用
至 上、 数 字
赋 能、 提 升
能力”要求，
统筹建设数
字孪生流域、
数字孪生水
网、 数 字 孪
生 工 程， 构
建 具 有“ 四
预” 功 能 的
数字孪生水
利体系。

坚 持 科 技
是 第 一 生 产
力、人 才 是
第 一 资 源、
创 新 是 第 一
动 力，深 入
实 施 人 才 强
国 战 略、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加 快
完 善 水 利 科
技创新体系，
支 撑 引领 新
阶 段 水 利 高
质量发展。

实施全面节
约 战 略， 落
实节水优先
方 针， 全 方
位 贯 彻“ 四
水 四 定” 原
则， 不 断 推
进水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 

进 一 步 破 除
体 制 性 障 碍、
打 通 机 制 性
梗 阻、 推 出
政 策 性 创 新，
善 用 法 治 思
维 和 法 治 方
式 推 进 各 项
水利工作，更
好 发 挥 法 治
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
保障作用。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把稳方向、锚定目标、
力求突破。 

以联网、补网、
强 链 为 重 点，
加 快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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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家 水 网， 着 力
提 升 水 利 基 础
设施网络效益。 

坚 持 循 序 渐
进、稳扎稳打，
因 地 制 宜、 注
重 实 效， 扎 实
做好农村水利
各 项 工 作， 推
进乡村振兴建
设 水 利 任 务，
加快解决农业
农村发展最迫
切、 农 民 群 众
反映最强烈的
涉水问题。 

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
统筹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治
理，推动重要江
河湖库生态保护
治 理 和 休 养 生
息，维护河湖健
康生命。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 述
精神，按照党的二十大及二十
届中央 纪 委二次全 会决 策部
署，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
责任、“一 把 手”第一责任人
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
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
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推动新阶段水 利高质 量发
展提供坚强保障。 

完善省市县水网体系

因地制宜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网络

实施水质提升专项行动

健全农村供水问题排查监测和动态
清零机制

全面检视国务院批复的七大流域防
洪规划实施情况

水库建设

河道及堤防建设

加快七大流域新一轮防洪规划修编

蓄滞洪区建设管理

全面开展重点环节部位汛前检查

加强关键期水文监测预报

动态模拟预演洪水演进和工程
调度过程

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

强化抗旱保供水保灌溉

及时完善水工程调度方案

抓好山洪灾害防御

积极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

统筹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
田灌排体系建设

加快编制全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

加强灌区标准化现代化管理

深入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

力争实现永定河全年全线有水

继续开展西辽河流域生态调度

全面开展河湖健康评价

持续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压紧压实采砂管理责任

实施小水电绿色改造和现代化提升
工程

认定、复核一批国家水利风景区

加强山区河道管理和乡村河湖管护

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监管

以县为单元确定地下水取水总量、
水位控制指标

在重点区域，探索实施深层地
下水回补

全面推进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
综合治理

开展地下水储备制度建设，加
强地下水储备监管

基本完成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

实施《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2023—2025年）》

抓紧完成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修编

完善南水北调工程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有序推进区域水网规划建设

推进水源调蓄工程建设

完善区域水资源配置体系

加快推进省级水网规划建设

推进市县级水网建设，完善市县
水网布局

高质量推进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

加强水库除险加固等各环节工作

编制新一轮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
方案

加强水文现代化建设

编制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

加快水利标准“走出去”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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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好水利部重大科技项目计划等

强化水利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发挥水利专家智库作用

推广 100项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成果

深入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

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单位计划用水管
理全覆盖

强化非常规水源利用

拓展节水科普宣传教育

加快用水权初始分配

大力推广合同节水管理

推进水效标识、节水认证等机制创新

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节水领域

抓好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学习宣传贯彻

统筹推动涉水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纂

强化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水行政
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落地见效

加强水事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和调处化解

深化水利“八五”普法

建立完善河湖长动态调整机制等

加强各级河湖长履职情况监督检查、正向
激励、考核问责

充分发挥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作用

积极推动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持续推进水资源税改革

健全流域规划体系

完善流域治理项目台账

实施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

进一步理顺流域管理事权

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利用规模

更大力度利用中长期贷款和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

深入推进PPP模式规范发展、阳光运行

推动REITs 试点项目实现突破

全面完成 94项先行先试任务

建成 50万亿次双精度浮点高性能
算力资源

建成覆盖省级以上水利部门的数字
孪生流域资源共享平台

实现水利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 13
个重要信息系统数据安全防护

基本建成数字孪生三峡等重点工程

开展技术攻关

实施已建工程智能化改造

强化数字赋能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编制数字孪生国家骨干水网建设方案

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数字孪生水网建
设取得标志性成果

积极推进市县等层级数字孪生水网建设

推动出台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基本完成全国跨省重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

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管理等

制定水资源短缺地区、超载地区判定标准

全面完成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改提升

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管理考核内容

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
优良的水利人才队伍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等

完善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关机制

充分发挥部际、部省、省际联动机制作用

全面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健全落实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

加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

巩固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全面实行行政许可清单管理

建强管好水利宣传出版阵地等

健全完善水利标准体系

加强水利战略人才培养

强化流域治理管理

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 深化水价形成机制改革

推进“两手发力”，
激发治水管水活力

九

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

增强各级
党组织功能

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

强化正风
肃纪反腐

基本实现大江大河重点防洪区域“四预”
业务功能

推进全国取用水平台整合等

持续拓展业务应用

建立生态流量监测预警机制

加强河湖生态流量监管

建立健全标准和技术规范

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优化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

加强水土保持考核等

加快推进七大流域水土保持规划编制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
工作的意见》

持续实施部省两级全覆盖水土保持
遥感监管等

加大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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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水利法治体系

中国水利杂志

中国水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