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16〕2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2016年水生态文明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郑州市2016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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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6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全会重要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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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时期治水思路,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水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推进我市水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建设走在前列,

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满足人民群众新期盼,把握水务新发

展,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改革创新为主线,以节约保护为先

导,以重大项目为支撑,以法制建设为保障,将水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融入郑州都市区建设和发展战略。按照 “全域水系、循环水

系”理念,以全国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建设为统揽,以水源开

辟、污染治理、提高防洪能力、重点区域生态景观建设为工作重

点,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以深化水利改革和依

法治水管水为保障,以供水安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为目标,统筹谋划,合理布局,着力打造生态水利、构建法治

水利、推行精准水利、发展民生水利,全力构建与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相适应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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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人水和谐,科学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

律,因水制宜、量水而行、人水和谐,发挥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

复能力,推动社会发展与水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

(二)坚持保护为主,防治结合

规范各类涉水生产建设活动,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强化监督

监测,着力实现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治理为主向

自然保护恢复为主转变。

(三)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

统筹考虑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文化建设,

合理安排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协调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流、地表水和地下水等关系。

(四)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动

加强政府引导,完善投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充分调动全

社会力量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

三、主要工作任务

(一)水源工程

1.郑州市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

利用牛口峪的引黄水,在圃田泽修建泵站,将水输送至花马

沟、白石滚潭沟、潮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熊耳河、金水河

等河道,线路总长度约50.5公里。工程总投资7.8亿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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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计划投资3亿元,完成一期工程年度建设任务,办理二期取水

泵站工程前期手续。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责任单位: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沿线各区。

2.郑州市牛口峪引黄工程

工程起点位于荥阳市牛口峪村枣树沟控导工程处,终点至西

流湖,规划线路全长34.84公里。工程主要包括:水源工程、干

线工程、支线工程,其中水源工程包括黄河取水口门、滩区一级

泵站、沉砂池及二级水泵站;设计最大流量15立方米每秒。

工程总投资约15.5亿元,2016年计划投资500万元,完成

前期工作,力争开工建设。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责任单位:郑州地产集团。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沿线各县

(市、区)。

3.郑州市石佛沉砂池至郑州西区生态供水工程

该项目引石佛沉砂池水至郑州西区 (郑州高新区、中原区和

荥阳市部分区域),在石佛沉砂池西岸新建提水泵站,线路经莲

花街、穿西四环、须水河后,向南沿须水河右岸穿越陇海铁路、

南水北调干渠到刘沟水库,管线全长14.34公里,总输水能力3

立方米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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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投资3.16亿元,2016年计划投资1.3亿元,完成年

度工程建设任务。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责任单位:郑州地产集团。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市黄河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市城管局、惠济区、中原区、郑州高新区。

4.郑州市" 西水东引" 工程

该工程共包括两部分:即现状东一干渠道改造和新修管线。

现状东一干渠改造为从陆浑水库灌溉输水洞末端起,到坞罗水库

止;新修管线从坞罗水库起到尖岗水库上游水磨村止。本工程输

水管线路总长约171公里,其中东一干渠长约105公里,新修管

线长约66公里,引水规模为1.8亿立方米每年。

项目匡算总投资17亿元,2016计划投资1000万元,做好

项目前期工作。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责任单位: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沿线各县

(市、区)。

5.从小浪底水库引水入郑州工程

为解决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水资源瓶颈问题,拟启动

从小浪底水库引水入郑州工程建设。引水线路从现有小浪底水库

南岸引水口门处引水至荥阳丁店水库调蓄后,再向郑州供水至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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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水库。线路全长140公里,其中,隧洞长约70公里,渡槽约

20公里,管道约50公里。设计引水流量7.8立方米每秒,工程

匡算投资约49.8亿元 (不含征地拆迁费)。

2016年要积极对接上级水利部门,做好从小浪底水库引水

入郑州工程前期调研论证工作。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沿线各县

(市、区)。

(二)河湖开挖工程

1.圃田泽工程

对位于七里河与贾鲁河汇合口处的圃田泽及贾鲁河、七里河

进行扩挖,形成湿地型湖泊。新增水域面积约为722.85亩,总

水面面积2534.85亩,总库容422.48万立方米。

工程总投资5.66亿元,2016年计划投资1000万元,做好

项目前期工作。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责任单位: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郑东新区、中

牟县。

2.常西湖新区河湖开挖工程

计划在常西湖新区开挖秀水河、市民湖、九曲莲湖等。在须

水湖处开口,建设秀水河,东引须水水源至西流湖,沟通须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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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贾鲁河,全长5.15公里。在秀水河北建设市民湖,水面约69

亩。在中原路南开挖九曲莲湖,水面117.6亩,在南部与常庄水

库、植物园湖形成湖泊群。

工程总投资4.3亿元,2016年开工建设秀水河,完成市民

湖、九曲莲湖的前期工作。

责任单位:常西湖新区管委会。

(三)河道生态治理工程

1.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

贾鲁河综合治理项目主要内容为:一是对贾鲁河尖岗水库下

游至中牟和开封交界段河道进行综合整治;二是河道两岸生态修

复1959万平方米,形成2条生态廊道;三是修建各类配套建筑

物107座 (主要指:拦水坝船闸、排水涵闸、桥梁防护);四是

开挖4处湿地湖泊 (荥泽湿地、贾鲁湿地、祥云湿地、圃田泽湿

地);五是石沟拓宽分洪工程:新开挖及拓宽河道20公里,修建

各类配套建筑物76座,两岸生态修复121万平方米。

工程估算总投资138.8亿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81.1亿元,

工程征地拆迁及附属物补偿投资57.7亿元。积极探索蓝线内水

利工程及截污治污采取PPP建设模式,两岸绿化、配套等景观

建设统一规划、分县 (区)实施。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责任单位:郑东新区、金水区、中原区、惠济区、中牟县。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各县 (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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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

2.贾鲁河 (万三路桥—农科所桥)生态治理工程

工程建设内容为:河道疏挖治理8.9公里,新建节点广场

12个、亲水平台7个、景观平台5个、码头4个,园路铺装

20.39万平方米、卵石驳岸8742平方米、景观亭 (廊)6个、景

观小品94个、景墙158米、茶室4座、管理房4座,植物绿化

面积175.08万平方米;重建桥梁3座、防洪闸4座、排水涵闸3

座,新建液压升降坝2座。

总投资56702万元,2016年计划投资6000万元,工程建设

完工。

责任单位:中牟县水务局。

配合单位:市水务局、中牟县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国土资

源局、环保局、规划局及相关乡镇。

3.建成区河道生态提升工程

2016年继续对索须河进行生态改造提升,计划实施索须河

中州大道桥至祥云寺段生态改造景观提升示范工程。主要对索须

河中州大道桥 (桩号16+060)祥云寺 (桩号22+255)约6公

里的河道实施水面扩增、堤防改造、堤岸景观绿化、休闲游憩设

施建设等。

工程总投资8000万元,2016年计划投资8000万元,力争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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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惠济区、金水

区。

4.潮河上游南曹村桥至小魏庄水库段生态治理工程

为改善河道环境,提高河道防洪能力,实施潮河上游生态治

理工程。主要对潮河南曹村桥至魏河小魏庄水库段长约5公里河

段实施河道疏挖及局部防护,堤防填筑及沿线绿化,拦蓄水建筑

物及景观节点建设等。

项目匡算总投资1.3亿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5000万元,

拆迁费用8000万元。2016年投资1000万元,完成前期工作并

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管城回族区。

5.须水河生态治理工程

工程起点从现刘沟水库上游至化工路,全长7.1公里。主要

包括全段整治、在刘沟水库现址开挖人工湖、在须水村开挖须水

湖。全段控制蓝线90—200米,绿线各50米。工程总投资5亿

元,2016年完成须水河上游中原路南的整治。

责任单位:中原新区管委会。

6.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河道生态治理工程

计划于2016—2017年对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高路河、

梅河干流、梅河支流进行生态治理。其中,高路河为景观型河

道,分为4个子工程,规划全线总长8940米,蓝线宽度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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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梅河干流为公园型河道,工程起点位于南水北调干渠,终点

位于规划边界 (炎黄大道),规划全线长度11472米,蓝线宽度

100米。梅河支流为公园型河道,工程起点位于园博园,终点位

于枣陈 (入梅河),规划全线长度6180米,蓝线宽度80米。

总投资22.2亿元,2016年计划投资11.1亿元,完成总工

程量的50%。

责任单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

(四)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示范项目

郑州市水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运用物联

网、地理信息系统、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与完善覆盖

中心主城区五区视频监控的水情、水质、地下水、闸阀、拦水建

筑物和视频六大水务监测系统,建设指挥调度中心、郑州市水务

云,开发郑州市水务管理信息应用系统平台一套。项目总投资

4723万元,2016年计划投资2000万元,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局。

(五)生态水系截污治污工程

1.双桥污水处理厂

项目位于西三环北延线东、索须河南、京广铁路西、开元路

北,本期建设规模污水处理20万吨每日,污泥处理处置规模

600吨每日 (以80%含水率计),再生水规模10万吨每日,配套

建设进厂污水主干管及再生水干管约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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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可研及初步设计审批,控制性详细

规划已通过审批,厂外管线及厂区已开工建设。2016年计划完

成污水处理区三大池土建工程,完成设备招标工作,厂外污水干

管和再生水干管完成50%。

责任单位: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配合单位:惠济区、郑州高新区。

2.再生水管线打捆工程

市污水净化公司拟随同2016年道路建设工程,铺设再生水

管线。包含迎宾路 (马头岗污水处理厂至龙湖段),江山路 (北

三环至连霍高速段),桐柏路 (航海路至西三环段),大学路 (南

三环至南四环段),南四环 (凯旋路至京广路段)等再生水管线

项目。

目前,迎宾路管线正在进行选线规划,其余管线已委托设计

单位开展整体设计工作。2016年计划完成管线工程选线规划等

前期审批工作,具备施工条件时,随同道路工程同步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配合单位:郑东新区、惠济区、二七区、中原区、郑州高新

区。

(六)完善水资源管理体系

制定出台生态水系管理办法、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办法等水利

行业法规,修订完善水资源管理条例、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等行业

管理条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健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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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两级的水资源管理 “三条红线”控制指标体系和监控评价体

系。按照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郑州市水资源管理工

作的通知》 (郑政文 〔2015〕217号)要求,对各县 (市、区)

水资源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摸清管理现状,理清管理体制,

扎实做好水资源管理取水许可、水资源费征收、计划用水管理、

执法监察等职能下放工作。

(七)全面深化水务改革

进一步深化水务改革,积极推进全市水务可持续发展。改变

传统水利建设相对滞后、管理机制不完备的状况,突出水利建设

的规范精细,着力推行精准水利,进一步提升水利的发展质量和

水平。我市在探索农田水利改革方面走在前列,新郑市成为我省

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县。2016

年以新郑市梨河镇、观音寺镇、城关乡、新村镇为试点进行水利

改革,以明晰设施所有权为核心,以创新良性运行机制为重点,

切实解决当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主体不明确,管理责任不落

实的问题,积累经验,实现 “以点带面”和 “以点促面”,全面

推进全市的水管体制改革工作,逐步实现农田水利设施" 产权明

晰、权责落实、经费保障、管用得当、持续发展" 目标。

四、工作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是贯彻十八大

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举措,也是我市加快推进水务改革发展的重

—21—



要载体。市生态水系暨水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要统筹谋划,协

调各方,强力推进,强化督导,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实施。各

县 (市、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

要亲自抓,科学安排,认真落实机构和人员,建立工作推进机

制,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逐项落实建设目标任务。要加强与各

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全社会参与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二)切实加强资金保障

创新投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和建立政府引导、市场

推动、多元投入、社会参与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投入机制,加大公

共财政投入和项目资金整合力度,积极探索水生态文明建设投融

资新模式,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水生态项目建设。按照 “两

手发力”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

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4〕60号)精神,

鼓励社会资本利用PPP等模式,投入水生态文明建设。

(三)切实强化依法管水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强化日常执法监督,建立

区域合作和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厉打击在生态敏感区、生态脆

弱区违规开发、乱占滥排、乱挖滥采等引发生态功能退化、破坏

水生态的行为,进一步夯实水生态环境监管基础。要不断完善水

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加强河湖管理,严禁建设项目非法侵占河湖

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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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切实加强督导考核

要根据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会同组织实施好水资

源" 三条红线" 主要指标落实情况的考核工作。按照郑州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评价标准,建立健全水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定期

发布各县 (市、区)水生态文明建设量化评价情况,引导各县

(市、区)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要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激

励机制,严格执行水生态文明建设行政首长负责制,确保落实各

项目标任务。对因行政不作为或作为不当,完不成水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任务的,要严格问责;对因监管不力、失职渎职造成重大

水生态环境事故、事件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在水生态

文明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附件:郑州市2016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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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水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三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2月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