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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十四五”时期，是盐城市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践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历史使命，推动

“强富美高”新盐城建设再出发的重要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在长三角前列的关

键阶段。按《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总体发展目标与空间布局对水利支撑

和保障的需求，盐城市水利局组织编制《盐城市“十四五”水利

发展规划》，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专项规划之一；规划

主要阐明“十四五”时期水利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

任务和措施，是全市“十四五”时期水利发展的重要依据。本规

划规划期从 2021 年至 2025 年，远景展望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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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制性要素，水的承

载空间决定了高质量发展的成长空间。“十四五”时期，是全市

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

键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水利改革、着力强化水安全保障和水生态

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谋划好“十四五”的水利发展战略、思路、

目标及重点任务，制定相应的措施，对于完善全市水利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现状及需求分析

（二）发展现状

1．“十三五”水利发展成就

“十三五”时期，全市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加快水利

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策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紧紧围

绕省、市“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和水利现代化规划确定的目标，

以水安全保障为核心、水生态保护为重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

约保护为抓手，有序推进水利规划、建设、管理各项工作，水利

防洪减灾能力有效提高，水资源供给和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社

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水利基础支撑和保障。“十三五”期间全市完成工程总投资

200.3 亿元，较“十二五”规划期净增 15.8%。

（1）水安全保障措施持续推进

继续实施了海堤加固工程、黄河故道干河治理和后续工程，

实施江河支流治理及新一轮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川东港拓浚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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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骨干工程，启动实施里下河洼地治理工程和总渠南堤加固工

程。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市本级防洪、排涝、水环境治

理工程同步实施，新增排涝流量 365 秒立米、新增引水流量 26

秒立米、整治河道 46 条（段）146.2 公里，工程效益、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显著；各县（市、区）城市防洪取得突破。实施完成灌

区改造工程、中小河流重点县、高效节水灌溉、千亿斤粮食等项

目建设任务，有力推进农村河道生态治理和村庄河塘整治，完成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任务。

到“十三五”期末，流域防洪、区域防洪除涝标准基本实现

预期目标，海堤、灌河堤基本达 50 年一遇高潮位加 10 级风浪爬

高，总渠、入海水道堤防洪基本达 100年一遇，废黄河（中山河）

堤防洪达 20年一遇。区域骨干河道防洪基本达 20年一遇，里下

河腹部地区排涝标准接近 10 年一遇，其它地区排涝标准 5～10

年一遇。城市防洪盐城市区防洪 50～100 年一遇、排涝 10～20

年一遇，其中第Ⅲ、Ⅳ、Ⅵ、Ⅶ、Ⅸ防洪区防洪标准达 100 年一

遇（5 个防洪区面积 464.5 平方公里，占防洪规划面积 816.7 平

方公里的 57%），其他防洪区防洪标准达 20～50 年一遇（防洪

区面积352.2平方公里，占防洪规划面积 816.7平方公里的 43%）；

各县（市）县城及沿海港城防洪 20～50 年一遇，排涝 5～10 年

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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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十三五”水利基础设施重点工程

流域、区域防洪：自 2015 年以来完成省水利重点工程 51 项，重点完成黄河故

道整治，灌河、川东港、射阳河、新洋港蟒蛇河中段、新洋港城区段整治和中小河

流治理工程，实施黄沙港越河、黄沙港南段河道、潮河等里下河洼地治理工程，沿

海水利四卯酉闸下移工程投入使用，滨海、射阳等地新建一批海堤防护、保滩工程，

有效缓解了海岸侵蚀，有效提高了流域、区域的防洪排涝标准。至 2020 年底全市水

利基础设施网络初具规模，全市沿海（海堤及灌河堤沿线）大中型水闸共 37 座，鉴

定为三四类闸 9 座，大中型水闸完好率 75.68%，流域防洪达 50～100 年一遇，区域

骨干河道防洪基本达 20 年一遇，形成“防洪、排涝、灌溉、降渍、御卤”五套工程

体系。

盐城市城市防洪：按市政府批准的《盐城市城市防洪规划》，“十三五”期间市

区城市防洪新建和改造闸站 101 座，新增排涝流量 365 秒立米；实施了城市核心区

（第Ⅲ防洪区）保水活水工程，新建、改建、拆建 41 座闸站工程，新增引排流量 26
秒立米；实施完成市区核心区水环境整治工程，整治河道 46 条（段）146.2 公里；

至 2020 年底，城市防洪 10 个防洪区，除第Ⅴ防洪区防洪体系尚未建设完成外，其

余防洪区基本建成了完整的防洪体系，现状已建各类堤防 384.4 公里，第Ⅲ、Ⅳ、Ⅵ、

Ⅶ、Ⅸ防洪区防洪标准基本达到 100 年一遇，第Ⅰ、Ⅱ、Ⅷ、Ⅹ防洪区基本达到了

50 年一遇，第Ⅴ防洪区达到了 20 年一遇。市区排涝 10 个防洪区已建泵站数量合计

173 座，排涝流量达 1326.5 秒立米，目前第Ⅱ、Ⅶ、Ⅷ防洪区排涝达到了 20 年一遇，

第Ⅲ、Ⅳ、Ⅸ防洪区排涝标准达到了 10 年一遇或接近 20 年一遇，第Ⅰ、Ⅹ、Ⅵ接

近 10 年一遇，第Ⅴ防洪区在 5 年一遇左右。

盐城市城市防洪规划排涝工程与已建工程一览表

防洪

区

总面积

（km2）

规划近期 2020 年 规划远期 2030 年 已建泵站及流量

现状

标准排涝

标准

排涝

流量

（m3/s）

排涝

标准

排涝

流量

（m3/s）

泵站

（座）

排涝

流量

（m3/s）

Ⅰ 117.8 5～10 年 208 10～20 年 214 28 202
近 10 年

一遇

Ⅱ 28.3 10 年 50 20 年 54 12 56 20 年一遇

Ⅲ 108.7 20 年 260 20 年 260 19 234 近 20 年

一遇Ⅳ 135.6 20 年 272.5 20 年 304.5 25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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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99.5 5～10 年 166 10～20 年 182 25 88 5 年一遇

Ⅵ 113.3 10 年 168 20 年 228 9 136
近 10 年

一遇

Ⅶ 39.1 10 年 72 20 年 86 10 88 20 年一遇

Ⅷ 57.2 5～10 年 94 10～20 年 104 20 116 20 年一遇

Ⅸ 67.8 10 年 108 20 年 134 17 110 10 年一遇

Ⅹ 49.3 5～10 年 68 10～20 年 90 8 52
近 10 年

一遇

合计 816.7 1466.5 1656.5 173 1326.5

县城（港城）城市防洪：东台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191.7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标准

50 年一遇，排涝 10～2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 159.16 平方公里达 50 年一遇，占比

83%，32.54 平方公里达 20 年一遇，占比 17%；排涝标准 14.6 平方公里达 20 年一遇，

占比 7.6%，177.1 平方公里达 10 年一遇，占比 92.4%。大丰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191.7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标准 100 年一遇，排涝 10～2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全部达到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中心城区 98.8 平方公里达 20 年一遇，占比 73%，其他排水标

准达 10 年一遇。大丰港区防洪规划范围 160.9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标准 50 年一遇，

排涝 1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全部达到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全部达 10 年一遇。射

阳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193.5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标准 100 年一遇，排涝 20 年一遇；

现状防洪标准达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达 10 年一遇。射阳港经济区防洪规划范围 330
平方公里，规划位于达标海堤以外，主要任务为防潮，规划挡潮标准 50 年一遇加 10
级风浪爬高，现状基本达到规划标准。建湖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178.2 平方公里，规划

防洪标准 50～100 年一遇，排涝 10～2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 58.9 平方公里基本达

100 年一遇，占比 33%，其他达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 18.7 平方公里达 20 年一遇，

占比 10.5%，其他达 10 年一遇。阜宁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216.3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

标准 50～100 年一遇，排涝 10～2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 103.8 平方公里基本达 50
年一遇，占比 48%，其他达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 103.8 平方公里达 10 年一遇，占比

48%，其他不足 10 年一遇。滨海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202.7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标准

50～100 年一遇，排涝 10～20 年一遇；现状中心城区 96.8 平方公里达 50 年一遇，

占比 48%，其他达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中心城区 96.8 平方公里达 10 年一遇，占比

48%，其他不足 10 年一遇。滨海港工业园区防洪规划范围 181.2 平方公里，规划防

洪标准 100 年一遇，排涝 2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基本达 10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不

足 10 年一遇。响水城市防洪规划范围 37.1 平方公里，规划防洪标准 50 年一遇，排

涝 10～20 年一遇；现状防洪标准全部达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中心城区 15.0 平方公

里基本达 10 年一遇，占比 40%，其他不足 10 年一遇。响水陈家港区暂未有城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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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规划。

农村水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78.5 亿元，实施完成了灌区改造

工程、中小河流重点县、高效节水灌溉、千亿斤粮食等项目建设任务。大力推进农

业节水，实施农业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推动农业农村生产“节水、降本、增收”。共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87.9 万亩、高效节水面积 18.49 万亩，每年节水量达 0.69 亿方、

节工约 94 万个工日、增加效益 2.95 亿元。“十三五”期间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

比由 90.27%增加到 94.7%；旱涝保收田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由 77.26%增加到 84.3%；

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由 47.41%增加到 59.3%。围绕“节水优先”的治水思路，

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为重点，通过实施小农水重点县、大中型灌区节水改

造、新增千亿斤粮食、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十

三五”灌溉水利用系数由 0.615 提高到 0.632。推进农村河道生态治理。全面完成全

市农村河道生态治理三年行动，疏浚土方 1.52 亿方，建成农村生态河道 327 条。开

展村庄河塘整治，按照“一村一河”的原则，共疏浚整治村庄河塘 2875 条，建成村

级生态河道 100 条。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任务。通过对已建工程进行配

套、改造、升级、联网，以及水源保护、水质保障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供水入户率、

供水保障率和工程管理水平，共完成投资 14.53 亿元，全市区域供水入户率保持

100%。

（2）水资源支撑体系不断完善

完善供水体系，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支撑能力。

江水东引北调骨干水源工程体系基本建成，“两河引水、三线送

水”供水线市域内东线、西线基本建成，中线工程起步实施，沿

海、渠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完善，为市域水资源配置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省市县三级用

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启动开展区域可用水量确定和河道水量分

配方案编制工作；落实节水优先理念，深入推进国家节水行动，

阜宁、东台、大丰、射阳、建湖等 5 个县（市、区）创成国家节

水型社会达标县，东台、大丰、盐都、亭湖、阜宁、建湖、射阳、

滨海等 8 个县（市、区）建成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市、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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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行业节水机关建成率 100%，累计创建各级各类节水型载体

500余个。

实现区域供水一体化全覆盖，生活用水保证率达到 97%以

上，重点工业用水保证率达到 95%以上；农业灌溉用水保证率

渠北地区 70%、沿海垦区 75%、里下河腹部 80%。“十三五”期

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全面实现省定目标要求，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较 2015 年下降 31.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15 年下降 36.6%，均完成了“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河道

生态用水、沿海闸下港道冲淤保港用水得到有效保障。

专栏 2 “十三五”水资源支撑体系指标

总用水量。2020 年，全市用水总量为 49.24 亿立方米，控制在省下达的 57.24 亿

立方米用水总量指标以内。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率。2015 年，全市用水总量为 54.41 亿立方米，GDP 为

4244.99 亿元，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28.2 立方米/万元；2020 年，全市用水总量为 49.24
亿立方米，GDP（2015 年不变价）为 5581.78 亿元，万元 GDP 用水量为 88.2 立方米/
万元，“十三五”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率（较 2015 年）为 31.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2015 年，全市工业用水量（含火电，下同）为

5.53 亿立方米，工业增加值为 2065.25 亿元，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26.8 立方米/
万元；2020 年，全市工业用水量为 3.36 亿立方米，工业增加值（2015 年不变价）为

1976.13 亿元，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7 立方米/万元，“十三五”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下降率（较 2015 年）为 36.6%。

（3）水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有效推进，大纵湖退圩还湖和废黄

河、蟒蛇河、潮河、梁垛河、淤黄河等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完成，

黄沙港、收成河、北青沟河等水生态修复工程起步实施，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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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修复取得突破性进展。强化水功能区管理，推进城市（农

村）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全市大部分地区水域环境明显改善，

全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82.7%，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达到 100%；水域面积率不低于 2015 年水平、其中城市水

面率不低于 8%；强化地下水水量水位双控管理，全市地下水累

计封井 1661 眼，占全省封井任务总数的 24%，全市地下水累计

压采 4646 万立方米。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取用水

监管水平提升，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日趋完善。

专栏 3 “十三五”水生态保护指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率。全市共有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8 个，其中县城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14 个，乡镇区域供水水源地 4 个。通过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

局、市住建局的联合推进，18 个饮用水源地均已完成达标建设任务，通过达标建设验

收，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率为 100%。

地下水年开采量。2020 年，盐城市地下水用水总量为 0.33 亿立方米（含浅层地

下水和深层地下水），其中：浅层地下水 0.1885 亿立方米，深层地下水 0.1415 亿立

方米。小于省 2020 年初下达的地下水用水总量目标任务 0.44 亿立方米。

（4）水文化建设成绩显著

坚持创新理念，依托水利资源，指导各地建设水清岸绿、人

水和谐的水利风景区。“十三五”期间创建了大丰中华水浒园、

盐都仰徐和大马沟 3 个省级水利风景区。结合大纵湖退圩还湖和

蟒蛇河整治工程建设，助力建成大纵湖景区和蟒蛇河水上游线。

（5）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水利规划体系基本建立，顶层设计得到加强。编制了 20 多

项专项规划，实现水利治理专业规划全覆盖，有效指导全市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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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水利事业发展。

水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和综合执法能力持续增

强。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水行政审批服务效能。全市水利系统

干部职工水法规普及率达到 100%，骨干河道巡查覆盖率达到

90%，当年水事违法案件结案率达到 98%以上。

水土保持工作不断深化，监督管理得到加强。累计审批水土

保持生产建设项目近 130 件，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近千万。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完善水资源管理节约用水

管理制度，水资源管护和节约用水管理能力建设和服务支撑水平

明显提升。

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取得新进展。“河湖长制”管理体制和

机制全面建立；水工程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累计创建国家级、省

级水管单位 35 个，完成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河道、省管湖

荡以及大中型闸站管理范围划界工作，划界总长近 1.5 万公里；

全市骨干水利工程设施完好率达 88.3%。

水利科技与信息化不断加强。继续加大水利科技课题研究和

新成果推广应用，以盐城市水利数据中心建设为重点，推进盐城

水利电子政务等 8 大信息系统建设，科技创新能力、信息基础设

施、水利信息资源和业务应用等四个方面均有较大幅度提升。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全面完成。完成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

制改革和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10.04 万座建筑物全部颁

发了产权证书；水利站改革全部完成，水利站管理职能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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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全部完成，完成改革面积 920.38 万亩，

基本实现农村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三峡移民后期扶持持续推进。组织实施了 586个三峡移民后

期扶持项目，安置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专业技术队伍职称结构、年龄结构、

学历层次得到改善，人才结构达标率达 85.8%。

盐城市“十三五”水利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表

指 标
指标
属性

“十三五”规划目标 2020年完成情况

防洪
减灾

流域防洪标准 预期性

海堤、灌河堤全面达到 50
年一遇，总渠、入海水道
堤防巩固 100 年一遇，废
黄河（中山河）堤巩固 20
年一遇

海堤、总渠南堤基本达规
划目标，其他达规划目
标，堤防达标率 95%

区域防洪除涝
标准

预期性

区域骨干河道防洪标准达
到 20 年一遇；除涝标准里
下河腹部地区达到 10 年
一遇，斗南、斗北、渠北、
沂南地区力争达到 10 年
一遇

区域防洪堤防堤防达标
率 82%，区域排涝里下河
腹部圩区达到规划目标，
其他区域 5~10 年一遇

城市防洪除涝
标准

预期性

盐城市区防洪全面达到
50~100 年 一 遇 ， 排 涝
10~20 年一遇；各县（市）
县城及沿海重点港城防洪
达到 20～50 年一遇，排涝
达到 10 年一遇

盐城市区防洪除第Ⅴ防
洪区（亭湖区），其余防
洪区基本达标；各县城防
洪在 50 年一遇、排涝在
10 年一遇左右

水资
源支
撑

总用水量
（亿立方米）

约束性 57.24 49.24

供水保证率 预期性

生活用水保证率 97%以
上，重点工业用水保证率
达 95%以上，农业用水保
证率 80～90%

生活用水保证率 97%以
上，重点工业用水保证率
达 95%以上，农业用水保
证率 70～80%

万元 GDP 用水量
（立方米）

约束性 110 88.2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立方米）

约束性 15（不含火电）
10.4（不含火电），

17（含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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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指标
属性

“十三五”规划目标 2020年完成情况

水生
态保
护

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

预期性 82 82.7

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约束性 100 100

地下水年开采量
（亿 m3）

预期性 0.55 0.33

农村
水利

旱涝保收农田占
耕地面积比（%）

预期性 90 84.3（ 由 77.26 增 加 到
84.3）

有效灌溉面积占
耕地面积比（%）

预期性 不低于现状水平
94.7（ 由 90.27 增 加 到
94.7）

节水灌溉面积占
耕地面积比（%）

预期性 65 59.3（ 由 47.41 增 加 到
59.3）

灌溉水利用系数 预期性
渠北地区 0.6、沿海垦区
0.65、里下河腹部地区 0.7

0.632（由 0.615 提高到
0.632）

2．主要存在问题

总体上看，全市水利的改革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要

进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支撑和保障，但按

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市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全方位

巩固，高质量发展走在长三角前列，高品质生活大幅跃升，高效

能治理成效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良好开局。”总体目

标对水利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1）水安全标准仍然不高

全市防洪除涝工程体系已具规模，但标准依然不高，发展也

不平衡。主海堤防护工程建设和苏北灌溉总渠堤防存在薄弱短

板，新围垦海堤标准低；区域防洪除涝和城市防洪除涝达标率仍

需进一步提高，工程老化现象严重，湖荡萎缩、调蓄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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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区域骨干河道标准不足，沿海闸下港道淤积、外排出路不足；

盐城市区第Ⅴ防洪区尚未形成防洪包围圈，滨海、响水县城防洪

体系虽已建立，但部分防洪区防洪和排涝能力不足。

（2）水资源支撑能力依然不足

本地区虽然降雨较为充沛、过境水量较多，但时空分布差异

较为明显，加之缺少调蓄工程，本地径流及过境水难以充分利用，

骨干引调水水源工程引水规模受境外水源工程规模的制约，规划

外调长江水源入市域 526 秒立米，现状只有 385 秒立米，缺额

141秒立米，存在标准内供水不足和季节性缺水问题；随着沿海

开发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对淡水资源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加，沿

海垦区资源性缺水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工业、城市节水工

程建设需加快推进，用水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3）水生态保护形势严峻

盐城地处淮河流域和里下河地区的下游末梢，境内河道在引

排的同时也接纳了上游污水入境；随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

加快发展，污水收集处理滞后；农村河道河坡耕翻种植造成水土

流失、河床淤积，城市建设存在占用河道、水域的现象，降低了

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水环境污染的现象仍然存在，水生态保护措

施仍需强化，水生态修复措施仍需大力推进。

（4）水文化建设相对薄弱

翻开历史篇章，盐城的发展史即是一部盐城人民“兴水利、

除水害”的文化史，目前主要存在对水的文化属性重视不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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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承载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对水文化历史遗产整理、发掘、

保护的力度还不够；水文化研究和建设力量比较薄弱，与解决水

安全等现实水问题的结合不够紧密。

（5）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水利管理与服务是水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涉水事务

管理制度尚不完善，河湖管理工作规范化程度低，水利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的力量还不足，水利信息化和自动化管理还有待加

强；水利人才队伍结构尚不能满足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人才

开发机制不够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到位率不高，稳定增长的

水利投入、多渠道筹集水利资金的机制尚需完善。

（二）需求分析

从“十四五”开始，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期间，赋予

我省“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重大使命。江苏省委

省政府指明盐城“面朝大海、向海发展、赋能未来，成为绿色转

型的典范”的发展方向。盐城市委市政府围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坚持“三市战略”，坚定“两海两绿”路径，

推进“四新盐城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取得良好开局。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基础设施，必须紧紧围绕新发展阶段战略目标，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战略思想，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全面谋划水

利发展新篇章，为盐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利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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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全方位巩固，高质量发展

走在长三角前列，需要更高标准的水安全支撑和保障。

打造全国典范的绿色循环大工业基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需要更大力度建设水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现代水网，巩固海堤防

潮标准并局部堤线调整，除险加固流域性堤防，综合治理区域骨

干河道，完善城市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全面提高流域防洪防潮和

区域、城市防洪排涝标准，为全市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承接长三角及沿江重大生产力转移，打造长三角北翼产业新

高地，需要更高标准的水资源有效供给的支撑。扩大“两河引水、

三线送水”江水东引北调水源工程规模，增辟临海引江供水线，

完善水资源配置输配水工程体系，巩固里下河腹部地区、提高沿

海地区及重要经济增长节点水资源配置标准，为全市“面朝大海、

向海发展、赋能未来，成为绿色转型的典范”提供水资源支撑。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需要

标准超前、配套齐全的农村水利支撑。实施事关民生的农村河道

整治、圩区治理、灌区改造、饮水安全、节水灌溉等农村水利设

施，全面提高农村水利配套标准，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前列提

供支撑和保障。

2．高品质生活大幅跃升，需要文明和谐的河湖水生态体系

支撑。

放大世遗效应，建设高标准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打造世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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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会客厅，需要加快水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城乡水利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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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乡村生态振

兴，以安全为前提、生态为基底、美丽为形象、幸福为目标，高

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高品质实施河湖水系连通、生态幸福河

湖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展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治水愿景。

3．高效能治理成效彰显，需要更大力度依法治水与改革创新。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大力推进依法治水，强化水利社会管

理，健全依法决策、民主决策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政

务公开；继续深化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

水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改革，加强水利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

准的研究和实施，落实水利公共服务、市场监督、社会管理等职

责，合理划分分级事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水行政管理效

能；突破传统治水、管水思路，策应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思路，加快构建完善的水利建设、管理、改革创新体系，积

极探索水利创新发展新路子，提升水利创新发展能力，增加水利

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份额。

二、指导思想及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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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指示精神，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紧紧围绕“两海两绿”路径和“四新盐

城”建设，以全面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与水利现代化建设为统领，

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水资源节约利用与河湖保护，统筹

“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文化”四篇水文章，以水灾害防

控、水资源调配、水生态保护功能为一体的现代水网构建为重点，

补齐短板弱项，为盐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与保障。

（二）发展目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服务大局、系统治理、改革创新

的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良好开局为总体目标，

保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助力绿色协调发展和农业

农村现代化，践行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的盐城典范。

1．水安全保障

到 2025 年，水安全风险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全面解决防

洪防潮突出的薄弱环节，堤防达标率流域达到 100%、区域达到

86%以上，流域防洪 100 年一遇，防潮 50 年一遇加十级风浪爬

高;区域防洪基本达到 20 年一遇、排涝基本达到 10 年一遇，城

市防洪市区达 50～100 年一遇、排涝达 10～20年一遇，县城及

沿海港城防洪达 20～50 年一遇、排涝达 10～20 年一遇；区域水

网构建有效提升，旱涝保收农田占耕地面积比达到 90%。到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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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基本建成与市域现代化进程相协调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防

洪排涝基本达标，区域堤防达标率达 92%以上，旱涝保收农田

耕地面积达到 95%。

专栏 4 水安全标准相关规定

流域防洪（潮）标准。防洪，根据《淮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以及《江

苏省“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淮河水系洪泽湖及下游防洪保护区的防洪标准达到

100 年一遇、并向 300 年一遇过渡，确定入海水道北堤、总渠南堤的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防潮，根据江苏省水利厅文件，关于印发《江苏省江海堤防达标建设修订设

计标准的通知》（苏水管【1997】80 号），海堤设计标准按设计潮位加堤顶超高确定。

设计重现期为 50 年一遇（P=2%）高潮位作为海堤的设计潮位，堤顶超高为十级风浪

爬高加安全加高，同时根据省“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海堤的目标是巩固 50 年一

遇防潮标准。

区域防洪标准。根据《江苏省区域水利治理规划》（江苏省水利厅，2020.02），区

域防洪标准，区域性骨干河道达到 20 年一遇；区域治涝标准，淮北地区、沿海地区

达到或接近 10 年一遇。农业圩区治涝标准为 5～10 年一遇，集镇圩区治涝标准一般

为 10～20 年一遇。

城市防洪标准。根据《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防洪区的

标准应根据防洪区保护对象的人口数量、社会经济地位和重要程度进行划分，根据江

苏省水利厅下发的《江苏省城市防洪规划若干技术要点》（苏水计【2014】121 号），

明确了江苏省城市防护区防洪（潮）治涝标准，盐城市城市防洪单个防洪区的防护人

口均在 150 万以下，防护区域洪水等级应为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应为 10～20 年一遇。

实际规划考虑到盐城市城市发展的要求和目标，以及各个防洪区重要性，按规范及规

定的最高上限确定各个防洪区的防洪标准，第Ⅲ、Ⅳ、Ⅵ、Ⅶ、Ⅸ五个防洪区防洪标

准为 100 年一遇，其余防洪区为 50 年一遇。

城市防洪工程等别及设计标准（规范）

城市防洪
工程等别

分等指标 设计标准（年）

防护对象的
重要程度

防洪保护区人口
（万人）

区域洪水 涝水

Ⅰ 特别重要 ≥150 50～100 ≥20

Ⅱ 重要 ≥50 且＜150 50 10～20

Ⅲ 比较重要 ＞20 且＜50 20～50 10～20

Ⅳ 一般重要 ≤20 2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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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资源支撑

到 2025 年，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配置格局明

显优化，骨干水源工程基本建成，水源工程供水保证率生活用水

97%以上，重点工业用水 95%以上，农业用水里下河地区达 80%

以上、渠北及沂南地区达 75%，一般干旱年份全市用水基本不

受影响，特殊干旱年份城乡居民饮用水和重点行业用水有保证，

河湖生态需水有保障；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基本建立，骨干跨市

县河流水量分配基本完成，全市规划期末年用水总量 57.64 亿立

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分别

下降 18%、15%，并完成省下达目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

比达 95%，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 70%，农田灌溉水利用

系数提高到 0.635。到 2035 年，生活用水保证率 100%，重点工

业用水保证率达 98%以上，农业用水保证率 85%，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分别下降 38%、

18%，并完成省下达目标，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达 98%，

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 75%，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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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水资源支撑规划指标

总用水量。根据《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联席会议关于下达 2020 年和 2030 年

全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控制指标的通知》（苏水资联〔2016〕5 号），省下达

我市 2020 年、2030 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 57.24 亿立方米、58.04 亿立方米，利

用内插法，2025 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 57.64 亿立方米。

万元 GDP用水量下降率。国家省尚未下达该指标值，根据水利部 1 月 25 日在全

国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到 2025 年，全国万元 GDP 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6%，结合

我市万元 GDP 用水量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实际，确定我市“十四五”万元 GDP 用水量

下降率目标为较 2020 年下降 18%，并完成省下达目标。2020 年，我市万元 GDP 用水

量 2015 年不变价为 88.2 立方米/万元，2020 年当年价为 82.7 立方米/万元，2025 年全

市万元 GDP 用水量应降至 67.8 立方米/万元（2020 年不变价）以下，规划期下降率

18%。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国家省尚未下达该指标值，根据水利部 1 月 25
日在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到 2025 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6%。据水资源公报，2019 年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32.4 立方米/万元，我市

为 22.2 立方米/万元，低于全省平均值。因此，结合我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低于

全省平均值的实际，确定我市“十四五”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目标为较 2020
年下降 15%，并完成省下达目标。2020 年，我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015 年不变

价为 17 立方米/万元，2020 年当年价为 17.5 立方米/万元；2025 年，全市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应降至 14.88 立方米/万元（2020 年不变价）以下，规划期下降率 15%。

3．水生态保护

到 2025 年，全市河湖保护规划体系全面完成，研究推进幸

福河湖建设，水生态状况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恢复自由水面面

积不少于 5 平方公里，全市水域面积只增不减，整镇清洁小流域

治理有序推进，建设农村县乡生态河道 1000 条以上、达到省定

目标，骨干河道和省管湖泊湖荡生态水位保障目标满足程度达

90%，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和有效治理，水土保持率达到

96.5%，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面建立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体系，

河湖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成效显著，积极打造水生态涵养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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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生态示范河湖，开创盐城生态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全力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确保饮用

水源达标建设率稳定达 100%；控制地下水年开采量小于 0.58 亿

立方米。到 2035 年，建设农村县乡生态河道 3000 条以上；重点

河湖生态水位保障率 95%；水土保持率 99%；恢复自由水面面

积不少于 20 平方公里，全市水域面积不减少，地下水年开采量

小于 0.42 亿立方米。

专栏 6 水生态保护指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率。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饮用水水源地

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意见》（苏政办发〔2017〕85 号），到 2020 年，全省县级以上城市

饮用水水源地和乡镇区域供水饮用水水源地全部完成达标建设任务。目前，我市 14
个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和 4个乡镇区域供水饮用水水源地已全部完成达标建设

任务，饮用水源达标建设率达 100%。“十四五”期间，将根据水源地新建、迁建等情

况，全力推进达标建设工作，确保饮用水源地达标建设率稳定达 100%。

地下水年开采量。2014 年以来，盐城市通过永久填埋、封存备用、调整为监测井

等处理方式，共实施封井 1661 眼，地下水开采量得到有效控制。考虑到盐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和部分特种行业用水需求，根据《全国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和《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工作的通知》（办资管〔2020〕30 号）工作

要求，省水利厅反馈我市 2025 年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 0.58 亿立方米，故盐城

市“十四五”规划中“地下水年开采量指标”应小于 0.58 亿立方米。

4．水文化传承

以水安全保障为基础，把水情教育、水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汲取水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化内涵和生态文

明成果，牢固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推动水文化传承

和发展。

5．水利管理与服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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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涉水事务管理效能明显增强，水工程运行管理

安全规范，重点领域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水利基础设施完好率骨

干工程达 95%、小型工程达 90%，河湖及水利工程管护率达

100%，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监管率达 100%，受监水工程建设

及运行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率达 100%，水行政许可项目监管率达

100%，水事违法行为受理查处率达 100%；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建

设有效推进，主要骨干河道重点河段水文自动监测站点覆盖率

100%，预警预报系统县级覆盖率 100%，水利防汛信息系统乡镇

应用率 100%；人才结构达标率 87%。到 2035 年，水利基础设

施完好率骨干工程达 100%、小型工程达 95%；监测预警预报体

系进一步提升，预警预报系统乡级覆盖率 100%；人才结构达标

率 90%。

盐城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主要指标表

指 标
指标
属性

“十三五”
现状标准

“十四五”
规划目标

2035年展望

水安

全保

障

堤防达标率（%） 预期性
流域 95，
区域 82

流域 100，
区域 86

流域 100，
区域 92

旱涝保收农田占

耕地面积比（%）
预期性 84.3 90 95

水资

源支

撑

总用水量

（亿立方米）
约束性 49.24 57.64 58.04

万元 GDP 用水量

下降率 （%）
约束性

31.2
（较2015年）

18
（较 2020 年）

38
（较 2020 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下降率（%）
约束性

36.6
（较2015年）

15
（较 2020 年）

18
（较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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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指标
属性

“十三五”
现状标准

“十四五”
规划目标

2035年展望

水资

源支

撑

有效灌溉面积占

耕地面积比（%）
预期性 94.7 95 98

灌溉水利用系数 预期性 0.632 0.635 0.65

水生

态保

护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达标建设完成率

（%）

约束性 100 100 100

水土保持率（%） 预期性 95 96.5 99

河湖水生态空间

管控体系建设
预期性

骨干河湖水

系连通率

98%

建设农村县乡生态

河道 1000 条以上、

达到省定目标；骨干

河道和省管湖泊湖

荡生态水位保障目

标满足程度达 90%；

全市水域面积不减

少。

建设农村县乡生态

河道 3000 条以上；

重点河湖生态水位

保障率 95%；全市

水域面积不减少。

恢复自由水面面积

（平方公里）
预期性 5.5

不少于 5，（盐都大

纵湖 2.3，阜宁马家

荡 2.8）

不少于 20，（盐都

五荡 0.5，建湖射阳

湖 11，阜宁马家荡

8.5）

地下水年开采量

（亿立米）
约束性 0.33 小于 0.58 小于 0.42

三、发展布局及任务措施

（一）发展布局

以建设水灾害防控、水资源调配、水生态保护功能一体化的

水网为核心，通过强弱项、提标准，加快完善系统完备、科学合

理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按市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支撑和保

障要求，突出大工业基地、世界级生态会客厅布局和服务双循环

格局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求，结合水利区划分区，针对性

的提高流域防洪防潮、区域防洪排涝、城市防洪排涝和水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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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标准，推进水生态保护措施；强化水利行业监管，提升水利行

业管理和工程运行管理能力，提高各项水利设施的工程效益和社

会效益。全力推进水利重点工程建设土地空间规划的实施，确保

“十四五”水利发展各项措施在发展规划中有名录，土地空间规

划中有通道，切实保障“十四五”水利发展各项措施的落实。

沿海地区：突出沿海挡潮闸更新改造、侵蚀性海岸治理和海

堤完善工程建设，巩固高标准挡潮屏障，以盐城沿海“钢铁长城”

建设需求为重点，实施射阳港区、大丰港区等地区局部海堤堤线

调整工程，研究东台堤东地区海堤堤线调整方案并推进实施；实

施沿海引江第三通道建设，实施沿海输配水工程，为沿海开发提

供水资源支撑；推进垦区区域骨干河道治理以及县城、港城和重

点集镇防洪工程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区域防洪除涝能力；实施沿

海垦区骨干排涝河道扩容和延伸工程，推进四级水利区划之间的

水系连通，提高区域调蓄能力，改善区域水环境；加快推进大中

型灌区改造、农村河道整治等农村水利工程建设。

里下河腹部地区：突出新洋港闸下移、射阳河及斗龙港等区

域骨干河道整治和入海河口治理，研究推进射阳河第二入海通道

建设，继续实施城市防洪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除涝能

力。系统实施里下河腹部地区与沿海独立排区的水系大连通建

设，以充分利用沿海独立排区骨干排涝河道的入海河口资源，相

机为腹部地区代排涝水，预降腹部地区水位，加快梅雨期前期降

水速度，串活水源，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垦区沿海涵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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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保港条件。以“两河引水，三线送水”的江水东引北调骨干水

源工程为基础，实施通榆河射南段河道疏浚工程，恢复原设计标

准；积极协调推进市域上游的三阳河、大三王河、上官河以及兴

盐界河等水源工程建设。以第三次土地资源调查和土地空间规划

为契机，研究推进实施退圩还湖工程和河道水生态修复与治理，

加强重要引水河道保护，增强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全面提

升河湖健康和水资源支撑水平；加快推进农村河道整治、圩区治

理等农村水利建设。

总渠以北地区：突出海堤达标工程和海堤防护工程建设，实

施总渠南堤加固及流域、区域骨干河道治理，实施黄河故道地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水利配套工程，推进县城城市及沿海港城

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注重高亢地区水系配套完善体系建设；策应

滨海港工业园区发展，完善总渠灌区水源调整和通榆河北延应急

北送连云港的水资源配置，重点推进通榆河北段（射阳河～废黄

河）拓浚和大套四站工程建设；实施中型灌区改造、农村河道疏

浚、农村饮水安全等农村水利工程建设。

（二）任务措施

1．水安全保障

（1）流域方面

推进淮河入海水道二期、苏北灌溉总渠南堤加固工程建设，

实施新洋港闸、黄沙港闸、双洋闸、夸套闸、淤黄河闸、利民河

闸、运棉河闸、新建闸、姚湾闸等挡潮闸更新改造，研究推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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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河第二通道运粮河及挡潮闸扩容工程、大丰二卯酉闸建设，实

施下移三仓河闸、梁垛河闸工程；继续实施海堤达标、护坡、保

滩工程，推进侵蚀型海岸治理；实施射阳港区、大丰港区局部海

堤堤线调整，巩固流域防洪防潮能力；研究东台达标海堤堤线调

整结合三仓河闸下移工程建设。

（2）区域方面

总渠以南里下河地区：以扩大区域洪水外排入海规模为重

点，突出射阳河、斗龙港等区域骨干河道整治，继续实施里下河

洼地治理工程和城市防洪工程，实施冈沟河等中小河流治理工

程，实施三仓河东延、梁垛河整治、南直河疏浚、八丈河疏浚等

沿海排水河道，研究推进兴盐界河、串通河（新民河）等区域骨

干排水河道整治，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除涝能力，实现区域防洪

达 20年一遇，区域排涝达 10 年一遇。调整完善沿海独立排区的

治水思路，推进里下河腹部地区与沿海独立排区的水系连通建

设，实施八丈河、运棉河、利民河、王港河、竹港河西延扩容工

程，充分利用沿海独立排区骨干排涝河道的入海河口资源，相机

为腹部地区代排涝水，预降腹部地区水位，加快梅雨期前期降水

速度，改善垦区沿海涵闸冲淤保港条件，全面完成国家大中型泵

站改造滨海朝阳站拆建工程建设。

总渠以北地区：利用实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契机，推进

渠北地区退出洪泽湖超标准洪水行洪区的规划定位，实施渠北排

涝影响工程，推进淤黄河调尾工程，继续实施大中型病险水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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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加固，打造滨海港工业园区独立的防洪排涝体系；整治南、中、

北三条八滩渠，实施响坎河等沂南地区骨干排水河道治理工程，

提高总渠以北地区防洪排涝标准；注重高亢地区水系配套完善体

系建设，提高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区域排涝基本达 10 年一遇标

准。

（3）城市防洪

盐城市区以继续构建防洪屏障、提高排涝标准为重点。实施

10 个防洪区的防洪达标工程建设，全面完成防洪区防洪圈构建

任务；策应海绵城市建设，实施中心城区防洪区的排涝工程，兼

顾其他防洪区的排涝工程建设；城市核心区（第Ⅲ防洪区）、河

东新区（第Ⅳ防洪区）、第Ⅵ防洪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Ⅶ防洪区（高新区东区）、第Ⅸ防洪区（城南新区）5 个防洪区

达到规划排涝标准，其他防洪区基本达到规划排涝标准。具体项

目按《盐城市城市防洪规划》（2015～2030）的目标任务编制实

施方案落实，并按城市发展的要求适时推动各防洪区防洪排涝和

水系调整规划修编工作。

各县（市、区）城区及沿海港城继续完善防洪屏障，建设排

涝设施，提高防洪排涝标准；重点集镇启动防洪工程建设，基本

形成防洪有屏障，排涝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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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 各县城市防洪工程

东台，实施防洪（节制）闸工程 12 座，闸站工程 6 座、计 19 秒立米，疏浚河道

19 条、54.41 公里，加固防洪堤 3 公里。大丰（含大丰港区），实施防洪（节制）闸工

程 2 座，实施闸站工程 18 座、计 273 秒立米，疏浚河道 11 条、91 公里，加固防洪堤

50 公里，防汛道路建设，55.1 公里。射阳，实施闸站工程 4 座、计 46 秒立米，疏浚

河道 1 条、15 公里。阜宁，实施 4m 防洪闸 35 座、8m 防洪闸 1 座，实施闸站 228 秒

立米，疏浚河道 16 条、53.4km，加固堤防 110.9km。建湖，实施防洪（节制）闸工

程 14 座，闸站工程 23 座、计 51 秒立米，整治河道 3 条、13.3 公里，防洪堤加固 15.3
公里。滨海，实施防洪（节制）闸工程 8 座，闸站工程 3 座、计 110 秒立米，防洪堤

加固 9 公里及河道整治工程。滨海港工业园区实施防洪（潮）闸站 35 座、计 188 秒

立米，防洪堤加固 12 公里及河道整治工程。响水，实施防洪（节制）闸工程 4 座，

疏浚河道 24.6 公里，河道防护 7 公里。

（4）农村水利

推进农村水利建设走在前列，加快大中型灌区骨干农水工

程、信息化等提档升级，加快生态灌区、智慧灌区建设，完成大

型灌区和中型灌区共 280 万亩现代化改造，涉及堤东灌区、渠南

灌区、双南干渠灌区、龙冈灌区等，进一步提高骨干工程达标率、

配套率；建立农村河道轮浚机制，实现河道疏浚整治常态化；提

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启动实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按照“规模

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要求，进一步

加快农村供水管网更新改造、水源地达标建设和供水监测监管能

力提升，着力构建“同水源、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的城乡

供水一体化体系。

2．水资源支撑

（1）水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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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河引水，三线送水”的江水东引北调骨干水源工程为

基础，完善总渠灌区水源调整和通榆河北延应急北送连云港的水

资源配置，策应滨海港工业园区发展，重点实施通榆河南段（泰

东河～射阳河）疏浚，恢复设计输水 100 秒立米规模并实施防护

工程；研究推进通榆河北段（射阳河～黄河故道）拓浚和大套四

站工程建设，争取增供废黄河灌区及滨海港、陈家港工业园区

50 秒立米规模；协调推进市域上游的三阳河、大三王河、上官

河以及兴盐界河等水源工程建设，实现“三线”输水入境 526

秒立米，其中东线 107秒立米、中线 164 秒立米、西线 91 秒立

米，内部河网 164 秒立米。

（2）配置工程

实施里下河腹部地区兴盐界河、冈沟河等输水河网工程，完

善河网配供水水系，结合串场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发挥其南北串

通的优势，提高引水供水能力；沿海地区加速沿海引江第三通道

建设，实施三仓河、二卯酉河东延等水源配置工程，全面完成国

家大中型泵站改造大丰草堰站拆建工程建设，为沿海开发提供水

资源支撑；渠北地区继续依靠长江扎根长江，扩大江水北调规模，

为滨海港工业园区等重要经济增长点以及渠北地区提供水资源

支撑；沂南地区进一步完善通榆河、废黄河灌区配供水体系，拓

浚响水海堤河，提高响水沿海港区供水保障。远期利用淮河入海

水道二期工程建成的平原河川水库，进一步完善输供水体系，优

化水资源配置。结合水源配置条件，按市县饮用水源基本实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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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水”的要求，实施东台市应急饮用水源工程。

（3）节水工程

组织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加快防渗渠道、低压管道、喷灌、

微灌等高效农业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加快工业节水技术改造和以

区域供水、管网改造、节水型器具推广为重点的城市节水工程建

设，全面提高各行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建成国家节水达标县 4

个，省级节水教育基地 2～3 个；试点开展节水型园区创建工作；

建成节水示范项目 24 个以上，创建企业、单位、学校、社区等

各类节水型载体 200 个以上。

3．水生态保护

（1）水生态保护

到 2025 年，全市生态河湖示范建设规划体系、制度体系全

面建成，水生态状况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水域面积只增不减，

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面建立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体系，河湖资

源集约高效利用成效显著，积极打造水生态涵养区，创建省级幸

福河湖。完成新一轮国普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并向县、乡河

道延伸。加强水域动态管理，建立水域管理与保护调查评价制度，

定期开展水域调查评价，确定基本水面率、水域布局、功能、范

围和保护措施，动态监测河湖水域，保证水域面积总量只增不减。

（2）水生态修复

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争做示范，按整镇推进计划安排加快推

进水土保持工程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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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其中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生态清洁小流域 15 个、市

级生态清洁小流域 11 个，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200 平方

公里。按构建格局合理、水流通畅的河湖连通体系，有效改善河

湖水生态环境的总体要求，实施南青沟河、北青沟河、收成河、

向阳河、兴盐界河、冈沟河、蟒蛇河、南周河、利民河、运棉河

等水源调度河道整治工程，连通水系、串活水源，保障生态水位；

实施串场河、新洋港、通榆河全流域治理和城市生态保护圈“三

河一圈”工程，着力打造中西部湖荡湿地“生态圈”。

（3）生态幸福河湖建设

生态幸福河湖建设争当表率，以县为单元开展幸福河湖建

设，争创省级幸福河湖。在区域骨干河道治理的基础上，推进农

村河道、村庄河塘生态治理，建设县乡生态河道 1000 条以上，

达到省定目标；以第三次土地资源调查和国土空间规划为契机，

结合里下河湖荡湿地特点，全面完成大纵湖退圩还湖工程，研究

推进盐都“五荡”、建湖“一湖六荡”以及阜宁境内射阳湖退圩

还湖工程规划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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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水生态保护工程

一是农村河道生态治理整镇推进。目前全市共有乡镇 128 个，县级河道 440 条，长度 5433
公里，乡级河道 4483 条，长度 15838 公里，其中通榆河以西共有乡镇 69 个，国土面积 6015
平方公里，县级河道 187 条（段），长度 1990 公里，乡级河道 2195 条，长度 7195 公里。2021
年～2022 年，计划实施东台市梁垛镇、大丰区刘庄镇、盐都区大冈镇、亭湖区便仓镇、开发

区步凤镇、城南新区伍佑街道、建湖县高作镇、射阳县四明镇、阜宁县罗桥镇、滨海县农业

园区、响水县陈家港镇等 11个镇（街道、区）为农村河道生态治理整镇推进示范乡镇。经初

步测算，共需疏浚土方 1089 万方，建设生态河道 504 条，新建改造水系连通建筑物 146 座，

新建河坡绿化 12543 亩。2022～2025 年，将每年持续开展农村生态河道生态治理整镇推进工

作，优先选取通榆河以西乡镇的县乡河道全部建成生态河道。通榆河以西乡镇偏少的地区每

年选取一个乡镇开展农村河道生态治理整镇推进工作。共计建成县乡生态河道 7000 公里。

二是县乡生态河道治理。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要求，加大县乡生态河道建设力度，

未列入农村河道生态治理整镇推进专项行动的乡镇，每年建设一定比例的县乡生态河道，建

成县乡生态河道 2000 公里。

三是村庄河塘建设。继续开展村庄河塘整治工作，按照平均每个行政村一条河道的原则，

“十四五”期间计划疏浚整治 10000 条，建设村级生态河道 500 公里，在全市每个行政村，

优先选取对群众生产生活影响较大、群众诉求多、脏乱差、黑臭、淤积深度达 0.5 米以上的 1
条村庄河塘疏浚。

4．水文化提升

大力弘扬新时代水利精神，讲好历史和当代的治水故事，挖

掘串场河盐文化史，废黄河古海关口岸史，海堤演变史、沿海垦

植史、沿海挡潮闸建设减灾兴利史，里下河地区区域演变史，通

榆河中低产田改造和苏北灌溉总渠大型灌区建设历史，并结合水

情教育基地建设，展示盐城水利发展过程及历史沿革，进一步提

升全社会治水、爱水、惜水意识；结合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

治理工程设施建设，努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水利风景区。

5．水利管理与服务体系

（1）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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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确定全市可用水量，探索建立用水结

构调控和用水增减平衡机制，推广重点用水行业和领域合同节水

管理模式。结合我市可用水量及用水定额，实行“预测评估、统

筹分配、保证重点”调控方式，从严控制年度用水计划，全市用

水总量、用水效率指标达到省控目标要求。落实“四定”要求合

理分水，开展开发区水资源评估，推进跨县（市、区）河湖水量

分配，以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布局和协调发展，

提升水资源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及重特大项目落户的保障能力。开

展定额管理、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三同时”等管理，规范取水

许可申请、审批、验收、发证、延续等全过程监督管理。全面落

实国家节水行动，推进实施盐城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充分发挥

国家节水达标县、省级节水示范区的节水示范效应，高质量建成

一批节水型载体。针对我市农业用水量占比较大的现状，深入挖

掘农业节水潜力，大力推广计量供水体系，改进耕作面积用水定

额的考核体系，进一步提升全市单位 GDP 用水量高质量发展水

平。推进新一轮地下水封井压采，持续巩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达标建设成果，定期开展水源地长效管理与保护评估。完成全市

12 条重要河道的生态流量（水位）确定工作。

（2）安全生产管理

全面落实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水利生产经营

单位主体责任；强化危险源的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完善局系统各单位安全生产应



—— 35 ——

急预案体系（综合预案、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组织开展

应急演练；指导各县（市、区）水利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体系，推广重点岗位应急处置卡应用，提升应急救援能

力；全面推进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推行“安

全监管+信息化”监管模式的运用；健全完善执法机制，提高执

法精准化、规范化水平；健全安全投入机制，加大安全投入，强

化安全生产宣教培训，着力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3）建设管理

推行专职项目法人+代建制管理模式，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和

水平；制定项目法人工作清单，强化项目法人履职考核；完善从

业单位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标后监管；推进建管智能化系统

建设，提高项目管理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推进“支部

建在工地上”，强化工地党风廉政建设；制定市级文明工地创建

制度，开展市级文明工地创建活动。

推行项目法人工作绩效评价与通报制度，强化履约考核、行

政执法和信用管理；强化水利规划管理和项目管理，探索创建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系统，租用云服务，按工作职责清单编列系统工

作界面并提供指导，实现水利规划管理、项目管理和工程建设管

理工作标准化与智能管控。加强市县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全面应

用质量监督 APP 软件，采取市县联动监督、委托第三方机构稽

查等方式，切实提升质量监督效能。

（4）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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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河湖堤防岸线巡查管控，建立河湖堤防信息化管理体

系，构建“全面覆盖、层层履职、段格到底、人员入格、责任定

格”的河湖堤防巡查网格体系和“制度完善、巡查规范、执法有

力、处置得当”的巡查监控和分类处理机制，河湖及水利工程管

护率达 100%。结合内河航道网布局和发展规划，科学调度河道

和其他相关水利设施的运行，充分发挥河道综合功能，促进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基层运管单位能力建设，全力提升闸站工

程规范化管理水平，大力推进管理考核和精细化创建，到 2025

年，骨干水利工程完好率达 95%，小型水利工程完好率达 90%，

水管单位创优率达 70%，全市已达省一级以上水管单位全部创

成精细化管理单位。逐步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和农村河道长效管护

工作，鼓励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范畴，实行“多位一体”

综合管护。继续开展乡镇水利（务）站和灌区管理单位能力建设，

切实提升基层水管单位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5）执法监管

落实《盐城市水利监督规定》，重点抓好水利重大决策部署、

依法行政、安全生产、审批项目等监管，强化监督成果运用。加

强执法层级监督，组织执法案卷评查，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运用，提升水行政执法工作水平。

（6）智慧水利建设

抓好顶层设计，加强智慧水利建设，解决信息资源碎片化、

分散化问题。从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水利工程调度运行、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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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计量能力入手，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信息

资源协调共享与更新机制，推动信息技术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

（7）水事制度建设

深化“河长+警长”双长联动机制，推进“两法衔接”，强化

市县水利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加强河湖动态管理，建

立水域管理与保护调查评价制度、河湖自然资源总量控制、节约

集约利用和违规退出制度。强化水资源“双控”管理，建立水资

源总量控制预警机制。立足“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区域评估

制度，进一步扩大承诺制审批范围。继续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进一步完善农业水价形成、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工程建设和管

护、用水管理机制，重点是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多元化

发展，规范组织运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与服务效率。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不断提升水政综合执法能力。

（8）水土保持监管

强化水土保持工作监管力度，以人为水土流失监管为核心，

以严格监督检查为抓手，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着力提升管理效能，构筑基础扎实、协同高效、全面覆盖的水土

保持监管体系。及时掌握全市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治理成

效，完善水土保持监管制度体系和目标责任考核，强化生产建设

项目全过程监管及水土保持市场主体监管。

（9）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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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基层党

组织、领导班子和队伍带头人，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和选拔力度。

抓牢“人才”核心，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施“菜单式”培

训，发挥名师带徒、首席技师引领等作用，努力建设适应新时代

水利现代化事业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水利人才队伍。

（10）水文事业发展

优化、调整站网布局，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水文站网

体系，满足防汛防旱、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环境保护、社

会管理与经济发展需要，全面建成水情、水资源、水环境监测站

网体系。

优化和完善水文站网布局。新建、改建各类基本水文站点共

101处，新设墒情基本站 46 处，建设覆盖全市 9 个县（市、区）

行政区界水量监测站网，布设 172处控制断面，对全市省级水功

能区 134 处监测站点、市级水功能区 75 个监测站点、全市主要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设置的 18 处监测站建立标识。完善水生态监

测站网，在大纵湖布设水生态环境监测站点 2 个，建立城市水环

境监测站网，设置城市水环境监测站网 8 个，完善地下水水位监

测站网，建设地下水基本监测站 84 处。水文综合监测体系建设。

建成自动化水文监测体系，全面提升水文监测能力，基本水文测

站、巡测基地、水环境监测（分）中心基础设施达标率 100%。

水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水文预测预报能力建设，完成水文

综合业务系统建设，提供产品化水文服务，水文业务系统水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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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业务需要，水文预报合格率达 90%，为水利及社会服务的产

品合格率达 100%。

四、实施安排及投资估算

（一）重点工程实施安排

按照“先骨干后一般、先下游后上游、先节点后面上及年度

建设投资基本均衡”的原则，进行计划安排。

淮河治理工程重点完成江苏重点平原洼地治理近期工程和

苏北灌溉总渠堤防加固工程，继续实施海堤达标及防护、保滩工

程，推进海堤堤线调整工程建设；沿海水利实施新洋港闸下移、

黄沙港闸拆建、双洋闸拆建、夸套闸拆建、三仓河闸下移、梁垛

河闸下移以及利民河闸、运棉河闸除险加固工程；大中型病险水

闸除险加固实施滨海西坎套闸拆建、大丰草堰站拆建、滨海朝阳

站拆建；实施新一轮中小河流治理和灌区河道工程建设；区域骨

干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实施射阳河永兴段、海河及通洋港，斗龙港

中段，研究推进兴盐界河和串通河工程；城市防洪工程持续推进

市区城市防洪和县（港）城城市防洪工程；农村水利工程重点实

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进一步加强小型农田水

利管护；水资源配置工程实施沿海引江调水工程、推进通榆河射

阳河以北段拓浚工程、射阳河以南干河整治工程、大套四站工程；

水生态治理实施河湖水系连通、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推

进农村河道疏浚、生态河道治理整镇推进建设。

（二）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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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四五”期间水利建设目标和任务，结合当前水利投

入水平和加大水利投入的可能性，对建设项目进行统筹安排，初

步测算全市“十四五”期间水利发展总投资约 633.9 亿元（含淮

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 318 亿元，其中工程投资 180亿元、耕地指

标费 138 亿元）。投资结构：水安全保障工程 521.7 亿元（流域

治理工程 364 亿元，区域治理 65.8 亿元，城市防洪 47.9 亿元，

农村水利 44 亿元），水资源支撑工程 28.3 亿元，水生态保护工

程 82.4 亿元，水利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 1.5 亿元。投资主体：争

取省以上投资 428.6 亿元，市本级投资 24.1 亿元，县（市、区）

投资 181.2 亿元。不含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全市“十四五”期

间水利发展总投资约 315.9 亿元，投资结构：水安全保障工程

203.7 亿元（流域治理工程 46 亿元，区域治理 65.8 亿元，城市

防洪 47.9 亿元，农村水利 44 亿元），水资源支撑工程 28.3 亿元，

水生态保护工程 82.4 亿元，水利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 1.5 亿元。

投资主体：争取省以上投资 114.7 亿元，市本级投资 24.1 亿元，

县（市、区）投资 177.1 亿元。

五、保障措施

（一）政府主导推进发展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十四五”规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将

水利发展规划纳入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分解落实

水利发展规划目标和任务，实行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互动。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参与水利发展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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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

（二）依法治水服务发展

加强水法规体系建设，围绕推进民生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河湖管理、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等，完善地方配套

水行政措施；加强水管理制度建设，将社会主体的水事行为和政

府对涉水事务的管理、公共服务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健

全监督机制和水利突发性事件应急机制。坚持依法行政，加强执

法能力建设，提高水利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广泛开展水法律、

法规宣传，着力营造有利于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环境，拓

宽涉水法制的宣传面和受众率。加大执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

严厉打击各类水事违法行为。

（三）加大投入保障发展

建立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导，社会融资、群众投资多种形

式并举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水利投入机制。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

台作为市政府水利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功能，进一步拓展水利投入

机制；各级政府要按照经济发展情况，结合地方财力，适当增加

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依托

“一事一议”筹资政策，引导广大农民投资投劳受益范围内的水

利建设，发挥群众在农村水利建设中的作用。制定各种优惠政策，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引导社会资金向水利投

入，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水利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省对全市

水利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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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化改革支撑发展

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加快推动水

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进一步推进河湖管理的“河湖

长制”管理模式和“河湖长制”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围绕加快

水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强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水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完善河湖管理与保护制度、深化水利工程管理改革、

加快水利建设管理改革、创新农村水利发展机制、健全防汛防旱

应急保障机制、加强水利法治建设和科技创新、完善水利投入稳

定增长机制、构建水权制度和水价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要求，协调

推动改革，创新水利管理，进一步提升水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为“十四五”水利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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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重点工程项目计划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合 计 7301272 5079625 102500 6338772 860000

一、水安全保障工程 6074262 4797705 102500 5216762 755000

（一）
流域治理

工程
4201855 3926229 2500 3639355 560000

1 淮河治理
工程

（1）
淮河入海水
道二期盐城
境内工程

续建
洪泽湖防洪
300 年一遇

2022-2027 3640000 3598330 3180000 460000

拓挖深泓河道，
新建、加高堤
防，扩建枢纽、
穿堤建筑物和
沿线桥梁

淮 河 流
域 防 洪
规划

可研
已完成

水利部
淮委

（2）
苏北灌溉总
渠堤防加固

工程
新建

100 年一遇
防洪

2021-2025 20000 14000 20000 堤防加固及险
工段治理

江 苏 省
十 三 五
水 利 发
展规划

待编 省水利厅

2 沿海水利

（1） 新洋港闸
下移

续建 净宽 190 米 2020-2023 192000 90500 192000
挡潮闸 1 座、生
态闸 1 座，河道
开挖、疏浚

江 苏 省
十 三 五
水 利 发
展规划

可研批
复初设
在编

盐城市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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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2） 黄沙港闸
拆建

续建 净宽 100 米 2021-2025 40000 24000 40000 拆建黄沙港闸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盐城市
水利局

（3）

双洋闸、夸套
闸、淤黄河、
新建闸、姚湾
闸拆建以及
射阳利民河
闸和运棉河
闸除险加固

拆建 2021-2025 35000 21000 35000

射阳县
水利局
滨海县
水利局
响水县
水务局

（4） 三仓河闸
下移

新建 净宽 50 米 2021-2025 40000 20000 40000 下移新建三仓
河闸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东台市
水务局

（5） 梁垛河闸
下移

新建 净宽 75 米 2021-2025 30000 15000 30000 下移新建梁垛
河闸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东台市
水务局

（6） 海堤建设
工程

新建
50 年一遇
+10 级风浪

爬高
2021-2030 200000 140000 100000 100000 海堤堤线调整、

护坡、保滩工程
海 堤 建
设规划

待编
相关县
水利局

3
大中型病险
水闸除险

加固

（1） 滨海西坎套
闸拆建

续建 净宽 8 米 2020-2022 4855 3399 2500 2355 套闸拆建 1 座

大 中 型
病 险 水
闸 除 险
加 固 规
划

初设
已完成

滨海县
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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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二）
区域治理

工程
953371 614475.5 100000 658371 195000

1
江苏重点平
原洼地治理
近期工程

续建
5-10 年一遇

排涝
2019-2022 223294 162637 100000 123294 河道疏浚及建

筑物配套

淮 河 流
域 重 点
平 原 洼
地 治 理
规划

开工
建设

省水利厅

2
射阳河新港
建设（第二

通道）
新建 净宽 100 米 2021-2025 200000 120000 5000 195000 挡潮闸 1 座，河

道开挖、疏浚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省水利厅

3
大丰新港建
设（二卯酉闸

建设）
新建 净宽 50 米 2021-2025 40000 20000 40000 挡潮闸 1 座，河

道开挖、疏浚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大丰区
水利局

4 中型泵站改
造工程

续建

（1） 大丰草堰站
拆建

续建
20 立方米/

秒
2020-2022 6077 3038.5 6077 抽 水站 拆 建 1

座

中 型 泵
站 改 造
规划

可研
已完成

大丰区
水利局

（2） 滨海朝阳站
拆建

续建
12 立方米/

秒
2020-2022 4000 2800 4000 抽 水站 拆 建 1

座

中 型 泵
站 改 造
规划

待编
滨海县
水利局

5 中小河流
治理工程

新建
10 年一遇

排涝
2021-2030 150000 90000 150000

冈沟河、响坎河、窑头河-渔滨河、东塘河-渔
深沟、丁堡河-西潘堡、黄响河、八丈河、利民
河、运棉河、汛鲍河等

6 区域骨干
河道整治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1） 射阳河整治 新建
10 年一遇

排涝
2021-2025 100000 70000 100000

射阳河永兴段、
海河-通洋港河
道整治及配套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盐城市
水利局

（2） 斗龙港中段 新建
10 年一遇

排涝
2021-2025 50000 30000 50000 河道整治及配

套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在编
盐城市
水利局

（3） 兴盐界河 新建
10 年一遇

排涝
2021-2025 100000 60000 100000 河道整治及配

套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省水利
厅，盐城

市
水利局

（4） 串通河
（新民河）

新建
10 年一遇

排涝
2021-2025 80000 56000 80000 河道整治及配

套

里 下 河
地 区 水
利规划

待编
盐城市
水利局

（三）
城市防洪

工程
479036 0 479036

1
盐城市区城
市防洪工程

建设
新建

10-20 年
一遇排涝

2021-2025 120000 120000 排涝河道整治、
闸站工程建设

城 市 防
洪 工 程
规划

待编
盐城市、
亭湖、盐
都水利局

2
县城（港城）
城市防洪工

程建设
新建

10-20 年
一遇排涝

2021-2025 359036 359036 排涝河道整治、
闸站工程建设

城 市 防
洪 工 程
规划

待编
各县

水利局

（四）
农村水利

工程
440000 257000 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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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1 灌区现代化
改造

新建 2021-2025 170000 119000 170000

对堤东灌区、渠
南灌区、双南干
渠、龙冈灌区等
灌区现代化改
造、提档升级

相关县
（市、区）

水利
（务）局

2 农村供水保
障能力建设

新建 2021-2025 190000 133000 190000

加快供水管网
更新改造、水源
地达标建设和
供水侧键监管
能力提升

各县
水利局

3 农村水利工
程运行管护

维修
养护

2021-2025 80000 5000 80000

对全市农村河
道、小型水利工
程进行维修养
护

相关县
人民政府

二、水资源支撑工程 383000 234400 283000 100000

1
沿海引江调
水工程（第三

通道）
续建 接通 2020-2023 14000 8400 14000

河道开挖、疏浚
整治及建筑物
配套

江 苏 省
十 三 五
水 利 发
展规划

可研
在编

沿线水务
局（盐城
境内）

2
通榆河射阳
河以北段拓

浚工程
新建

新增引水
100 流量

2021-2025 200000 140000 100000 100000 河道拓浚及配
套

待编 省水利厅

3
通榆河射阳
河以南段干
河整治工程

新建 原规模标准 2021-2025 100000 60000 100000 河道整治及配
套

江 苏 省
十 三 五
水 利 发
展规划

待编 省水利厅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4 大套四站
工程

新建 引水 50流量 2021-2025 20000 12000 20000 新建 50 流量引
水站一座

待编 省水利厅

5 响水海堤河
工程

新建 2021-2025 20000 14000 20000 拓浚响水海堤
河

待编
响水县
水务局

6 东台市应急
水源工程

新建
有效蓄水量
210 万方

2021-2025 29000 0 29000 应急饮用水源
工程一座

省《2021
年 度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
治 目 标
任务书》

编制
初设

东台市
水务局

三、水生态保护工程 824400 40500 824400 0

1 河湖水系连
通工程

新建 2021-2025 50000 30000 50000
兴盐界河、三仓
河东延二期、利
民河、小洋河等

江 苏 省
十 三 五
水 利 发
展规划

待编 省水利厅

2
农村河道生
态治理整镇

推进
新建 2021-2025 509400 509400

整镇推进实施
生态河道建设，
水系连通、绿化
岸坡

各县
水利局

3 县乡生态河
道治理

新建 2021-2025 100000 100000 建成县乡生态
河道 2000 公里

各县
水利局

4 村庄河塘
建设

新建 2021-2025 150000 150000

疏浚整治河道
10000 条，建设
村级生态河道
500 公里

各县
水利局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5 水土保持
工程

15000 10500 15000

（1） 国家水土保
持重点工程

新建 2021-2025 15000 10500 15000 建设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 15 个

相关县
（市、区）
水利（务）

局

四、水利管理与服务
体系建设

19610 7020 14610 5000

1

里下河腹部
湖泊湖荡（盐
城市域）管理

能力建设

新建 2021-2030 10000 5000 5000 5000

新建盐都、建
湖、阜宁 3 个湖
泊管控站，配备
巡查装备、监控
设施，新建水
文、水质、水生
态监测站网等

江 苏 省
管 湖 泊
管 理 能
力 建 设
规划

省水利厅

2 工管单位
达标创建

新建 2021-2025 1500 750 1500

创建省级以上
工管单位 5 家，
精细化管理单
位 10 家

盐城市、
相关县
水利局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标准
与规模

起讫年限

工程投资（万元） 实施计划（万元）

工程主要内容
规划
依据

前期
工作
情况

主管单位
总投资

争取省
级以上
投资

2020
年底完
成投资

十四五
投资

“十四
五”结
转投资

3
盐城市用水
监控平台

建设
2021-2023 110 110

建设全市水资
源管理和节约
用水平台，涵盖
用水计量统计、
计划用水管理、
节水载体创建
及水平衡测试
等内容

盐城市
水利局

4 节水型社会
建设

2021-2025 8000 1270 8000

建成国家节水
达标县 4 个、省
级节水示范区
1 个；建成节水
型学校、企业、
单位、机关等
200 个以上，建
成节水教育基
地 2-3 个等。

相关县
人民政府



—

盐城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投资分类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标准
与规模

十四五投资
（万元）

省以上投资
（万元）

市级投资
（万元）

县（区）投资
（万元）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合 计 6338772 4285539 67.6% 241187 3.8% 1812046 28.6%

一、水安全保障工程 5216762 4076119 78.2% 137077 2.6% 1003566 19.2%

（一） 流域治理工程 3639355 3394479 93.3% 117500 3.2% 127376 3.5%

1 淮河治理工程

（1）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盐城

境内工程
洪泽湖防洪
300 年一遇

3180000 3138330 98.7% 41670 1.3%

（2）
苏北灌溉总渠堤防加固工

程
100 年一遇

防洪
20000 14000 70.0% 6000 30.0%

2 沿海水利

（1） 新洋港闸下移 净宽 190 米 192000 90500 47.1% 101500 52.9%

（2） 黄沙港闸拆建 净宽 100 米 40000 24000 60.0% 16000 40.0%

（3）

双洋闸、夸套闸、淤黄河、
新建闸、姚湾闸拆建以及射
阳利民河闸和运棉河闸除

险加固

35000 21000 60.0% 14000 40.0%

（4） 三仓河闸下移 净宽 50 米 40000 20000 50.0% 20000 50.0%

（5） 梁垛河闸下移 净宽 75 米 30000 15000 50.0% 15000 50.0%

（6） 海堤建设工程
50 年一遇+10
级风浪爬高

100000 70000 70.0% 30000 30.0%

3 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标准
与规模

十四五投资
（万元）

省以上投资
（万元）

市级投资
（万元）

县（区）投资
（万元）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加固

（1） 滨海西坎套闸拆建 净宽 8 米 2355 1649 70% 706 30%

（二） 区域治理工程 658371 424640 64.5% 7577 1.2% 226154 34.4%

1
江苏重点平原洼地治理近

期工程
5-10 年一遇

排涝
123294 89802 72.8% 1577 1.3% 31915 25.9%

2
射阳河新港建设（第二通

道）
净宽 100 米 5000 3000 60.0% 1000 20.0% 1000 20.0%

3
大丰新港建设（二卯酉闸

建设）
净宽 50 米 40000 20000 50.0% 20000 50.0%

4 中型泵站改造工程

（1） 大丰草堰站拆建 20 立方米/秒 6077 3038.5 50.0% 3038.5 50.0%

（2） 滨海朝阳站拆建 12 立方米/秒 4000 2800 70.0% 1200 30.0%

5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10 年一遇排涝 150000 90000 60.0% 60000 40.0%

6 区域骨干河道整治

（1） 射阳河整治 10 年一遇排涝 100000 70000 70.0% 30000 30.0%

（2） 斗龙港中段 10 年一遇排涝 50000 30000 60.0% 5000 10.0% 15000 30.0%

（3） 兴盐界河 10 年一遇排涝 100000 60000 60.0% 40000 40.0%

（4） 串通河（新民河） 10 年一遇排涝 80000 56000 70.0% 24000 30.0%

（三） 城市防洪工程 479036 12000 2.5% 467036 97.5%

1
盐城市区城市防洪工程建

设
10-20 年一遇

排涝
120000 12000

市直两座
大型泵站

建设
108000

区城市防
洪工程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标准
与规模

十四五投资
（万元）

省以上投资
（万元）

市级投资
（万元）

县（区）投资
（万元）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2
县城（港城）城市防洪工程

建设
10-20 年一遇

排涝
359036 359036 100%

（四） 农村水利工程 440000 257000 58.4% 183000 41.6%

1 灌区现代化改造 170000 119000 70.0% 51000 30.0%

2 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建设 190000 133000 70.0% 57000 30.0%

3 农村水利工程运行管护 80000 5000 6.3% 75000 93.8%

二、水资源支撑工程 283000 164400 58.1% 8000 2.8% 110600 39.1%

1
沿海引江调水工程

（第三通道）
接通 14000 8400 60.0% 5600 40.0%

2
通榆河射阳河以北段拓浚

工程
新增引水 100

流量
100000 70000 70.0% 30000 30.0%

3
通榆河射阳河以南段干河

整治工程
原规模标准 100000 60000 60.0% 40000 40.0%

4 大套四站工程 引水 50 流量 20000 12000 60.00% 8000 40.0%

5 响水海堤河工程 20000 14000 70.00% 6000 30.0%

6 东台市应急水源工程
有效蓄水量
210 万方

29000 29000 100.0%

三、水生态保护工程 824400 40500 4.9% 96000 11.6% 687900 83.4%

1 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50000 30000 60.0% 20000 40.0%

2
农村河道生态治理整镇推

进
509400 71000 13.9% 438400 86.1%

3 县乡生态河道治理 100000 5000 5.0% 95000 95.0%



—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标准
与规模

十四五投资
（万元）

省以上投资
（万元）

市级投资
（万元）

县（区）投资
（万元）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投资额 比例

4 村庄河塘建设 150000 20000 13.3% 130000 86.7%

5 水土保持工程

（1）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15000 10500 70.0% 4500 30.0%

四、水利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 14610 4520 30.9% 110 0.8% 9980 68.3%

1
里下河腹部湖泊湖荡（盐城

市域）管理能力建设
5000 2500 50.0% 2500 50.0%

2 工管单位达标创建 1500 750 50.0% 750 50.0%

3 盐城市用水监控平台建设 110 110 100.0%

4 节水型社会建设 8000 1270 15.9% 6730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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