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厘清了各部门节约用水职责
范围。

本条例从镇江实际情况出发，对
节约用水工作职能较重的水利、发改、
住建等部门的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
此外还对教育、工信、财政、资规、城
管、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事
务等主管部门的相关责任做了要求，
各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做好节约用水
工作。

二 是 细 化 了 节 约 用 水 的 管 理
方式。

节约用水的核心在于实施计划用
水管理制度，为此，《条例》对节约用水
管理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编制节约
用水规划和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实行
居民用水户和非居民用水户分类管理
制度，居民用水户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制度，非居民用水户实行水价超定额
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行计划用水
管理；对计划用水户定期开展水平衡
测试、对重点计划用水户定期进行用
水审计、建立用水统计制度、要求供水
单位、计划用水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安装和使用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设
施等等。

三是强化了节约用水的主要措施。
为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条例强

化了节约用水措施，例如：新、改、扩建
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节水设施，供
水企业、非居民用水户应当加强对供

水、用水和节水设施的巡查堵漏。还
对各行业节约用水提出了具体要求，
例如，在工业节水方面，规定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间接冷却水循环率等指
标应当达到国家或者行业标准；工业
集聚区逐步推行循环用水、串联用水、
再生水利用等节约用水技术，支持节
约用水技术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在
农业节水方面，推广管灌、滴灌、喷灌
等节约用水灌溉方式和水肥一体化等
农业节约用水技术，发展节约用水高
效现代农业，禁止非法侵占、毁损农业
节水灌溉设施等等。

四是突出了非常规水源的管理
和利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规
划建设再生水输配管网和设施，对再
生水实行资源化利用；鼓励单位和个
人投资建设再生水利用系统，从事再
生水经营活动。在具体措施中，严格
控制地下水开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和单位建设集雨工程，科学开发利用
雨水，减少常规水使用量；绿化、景
观、环卫等用水应当优先使用非常规
水源等等。

五是拓展了节约用水的保障
措施。

《条例》拓展了节约用水保障措
施，包括：资金的保障，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节约用水投入机
制，加大财政投入，对节水型社会示

范区、节水型载体建设、水平衡测试、
节约用水技术改造和非常规水源利
用等项目给予支持。鼓励社会资金、
民间资本投入节约用水产业。规定
了水权交易制度，鼓励区域间、行业
间、取用水户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水权交易；建立节约用水目标责任
制和考核评价制度；规定对节约用水

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奖励等等。

下一步，我市将以《条例》的施行
为序章，全面提升水资源集约安全利
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河湖生
态保护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美丽镇
江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镇江市水利局供稿）

三、《镇江市节约用水条例》共分六章34条，其主要内容和特色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镇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辖
区内水网密布，河道众多，共有骨干河
流 47条，总长 680余公里，全市水库、
塘坝总库容量约 4.3亿立方米。镇江
市多年平均降雨量 1091.3毫米，多年
平均水资源总量约为13.35亿立方米，
其中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总量约为
12.45亿立方米。从以上数据看，我市
水资源总体比较丰富。但由于我市大
部分为丘陵山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匀，

且过境客水较多，加之渗漏、污染等原
因，我市总体可用水资源并不丰富，据
统计，实际人均占有不到420立方米，
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一个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均 1000立方米
的临界值，甚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
破解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方面的
难题，将长期以来我市节约用水方面的
有效制度用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的大
力支持下，自去年起，镇江市水利局积极

推进《镇江市节约用水条例》的地方立法
工作，《条例》于2021年正式列入市人大
常委会立法项目，明确由市水利局牵头，
并聘请河海大学法学院作为第三方参与
起草。其间，共征集各方意见建议322
条，经过4轮修订形成《条例（草案）》，市
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并于2022年6月
28日通过，7月29日经省人大批准，自今
年10月1日起施行。《镇江市节约用水条
例》作为江苏省第四部，我市第一部关于
水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的地方性法规，
必将推动相关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镇江市节约用水条例》立法背景及实施

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水资源保护节约工作，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新思路，
把水资源保护节约作为推动绿色转
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抓细
抓实。

一是通过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将单位GDP用水量纳入各地
高质量发展指标，提升水资源刚性约
束，推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参
与节水工作。

二是着力提升行业管理水平，采取
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等制度，督促
指导重点行业落实节水措施，改进节水
技术，加大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

三是大力开展节水载体建设，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全社会营造良好
的节水氛围。通过以上举措，我市节
水社会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用水总量
41.746亿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较
2020年下降11.43%，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8.5%，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655（全国平均
水平约 0.58，江苏省平均水平 0.61），

全市有效灌溉面积率为 95%（全国比
例为 54%），丹阳市、句容市、丹徒区、
镇江新区创成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县（区），累计创成部级节水型
高校 3所，省级节水型学校 73所、企
业 30家、机关（单位）25家、居民小区
（社区）50家，县、市级各类节水载体
400余家，全市“节水、爱水、护水”的
社会氛围日益浓厚。

一、我市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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