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政办发〔2024〕32 号

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同市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大同经开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相关企业：

《大同市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已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大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8 日

（此件删减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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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现代水网先导区

建设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建设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统筹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问题，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贯彻落实国家水网建

设规划纲要，按照《水利部关于做好第二批省级水网先导区、第

一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做好国

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完善大同市级水网格局，提高水安全保

障能力，为我国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农牧交错带、河源聚集

区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大同模式、大同经

验，制定本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期限为 2023-2025 年。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治水思路， 以“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急用先行、突出重

点”为原则，奋力 “走在前，做示范”，立足大同市水情工情，

以先导区建设为契机先行先试，坚持高站位、高标准、高要求，

在已有水网骨架基础上，联网、补网、强链，主动融入国家、省



- 3 -

级水网，织密市县水网， 以强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

水网格局、加大引黄水利用、推进智慧水利建设、创新建设管理

体制机制等为突破重点，逐年度制定水利建设项目清单，全面完

成规划任务目标。

（二）基本原则

1.系统谋划、有序推进。坚持系统化、协同化、绿色化、智

能化定位，统筹水资源配置、水灾害防御、水生态保护等功能，

紧紧依托国家及省级水网，加强各类水工程协同调度和市县层级

水网协调衔接。深化重点水利项目论证，实施年度项目储备并动

态调整，全力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高点定位、突出特色。大同市作为山西对接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桥头堡，是拱卫京津冀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肩负“一泓清

水进北京”的重要使命，高标准推进现代水网建设，充分发挥大

同水网谋划超前、 自然地理优越、生态功能显著等优势，立足大

同实际，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

3.改革创新、示范带动。创新现代水网建设管理体制和机制，

加快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科技创新驱动作用，

积极推进水网数字化、调度智能化、监测预警自动化，提升水网

工程科技和智慧化水平。 总结提炼大同市现代水网示范区建设典

型经验做法，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4.突出重点，分期分批。坚持问题和目标双导向，先急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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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安排条件成熟、实施效果显著、解决关键民生问题的重点工

程。综合考虑项目前期工作、财政投资等情况，先干后支，先易

后难，分期分批，分步实施，突出急用，谋划储备，合理安排建

设时序，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5.市县联动，社会参与。建立健全系统化全域现代水网建设

推进机制，明确市县（ 区）、市各功能区责任分工，强化绩效考

核。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引导作用，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水利建设，为加快大同

水网现代化进程赋能增色。

（三）建设目标

按照“三横四纵、五库连通”的大同现代水网总体布局，高

质量推进水网先导区建设，有序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加快

完善水网功能体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

效益相统一。

到 2025 年，建成一批水网骨干工程，现代水网体系框架初步

形成。市级水网覆盖率达到 68%，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7.36 亿 m3

以内，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分别下

降 11%、10%，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农村规模化供水人口比例达到 45%

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1，新增供水能力 1.1

亿 m3，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现有病险水库安全隐患全面消

除，病险水库动态化除险加固；5 级及以上堤防达标率达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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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采区地下水位得到回升，遏制城头会泉、水神堂泉岩溶大泉水

量衰减趋势，地下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全市水土保持率达到

73.85%；纳入生态流量（水量）保障重要名录的河流达到省水利

厅确定的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初步建成天空地一体化水利物联感

知体系、全市一体化水利应用平台，“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能力明显提升，水网智慧化调度水平显著提高。

二、重点突破方向

（ 一 ）突出重点，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推进天阳盆地地下水

置换工程（ 一期）、大同市水神堂、城头会泉域保护及水源置换

工程、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实施骨干河

道防洪治理、重点河段河势控制，根据需要适时开展提标建设，

加快构建大同现代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强市级与县级水网的

互联互通，推进中小河流综合治理、河湖水系连通，加快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织密现代水网之“ 目”；全面完成孤

峰山、十里河水库等中型水库工程除险加固及水神堂泉域保护与

修复，提升水资源调控和防洪调度能力，打牢现代水网之“结”，

构建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生态河湖、数字孪生“四张网”，

形成“三横四纵，五库连通”的大同现代水网“一张网”，为市

域“一带两屏七区、一心两轴多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全

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水支撑和水保障。（ 牵头单位：市水务

局，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行政审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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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

（ 二）精准施策，加大引黄水的利用。在深入实施节水控水

行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黄河水，优化全市水资源配置格局，重

点开展引黄工程县域水网延伸工程建设，打通城乡供水 “最后一

公里”，加大地下水超采区和岩溶泉保护区地下水置换和关井压

采力度。进一步理顺黄河水与其他水源供水价格比价关系，对于

引黄水供水覆盖区，探索建立水价补偿机制，补贴城镇公共供水

企业因扩大利用黄河水而增加的供水成本，使城镇供水水价不致

明显增加。（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

单位：市财政局、市供排水集团、各县（ 区）人民政府）

（ 三）补齐短板，推进智慧水利建设。补齐水利现代化、信

息化短板，加快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和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推

进水利移动应用和水利物联管控平台建设。以桑干河流域为重点、

以水网重点骨干工程为试点，逐步建成全市数字孪生流域和数字

孪生水网工程。（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配合单位：各县（ 区 ）

人民政府）

（ 四）深化改革，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水价改革。充分

发挥税收调控作用，调整基本水价，实现水资源税价内征收，税

价联动，促进供水结构优化，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形成

再生水、地表水、黄河水、地下水供水价格梯度提高的价格运行

机制，有效遏制地下水超采。推进水权水市场改革。建立用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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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分配制度，明晰区域水权、用水户取水权，完善用水权交易

机制，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用水权

制度体系，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集约安全利用。积极开展

桑干河流域水权水市场交易改革试点，逐步启动全市水权确权与

交易。创新水网工程投建运管机制。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现代水

网建设与运行管理。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落实水网建设责任

主体和建设任务，根据项目性质，给予一定的项目资本金支持。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构建集投资、建设、运营于一体的市场

化治理模式，推行全生命期管理。鼓励社会资本方作为投建运管

实施主体，参与水网项目投融资、建设和运营。（ 牵头单位：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水务局）

三、建设互联互通的水资源配置网

坚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开源节流并重，按照“全面搞节

水、用好黄河水、严控地下水、优先地表水、保障生态水、鼓励

再生水”的原则，科学规划建设水资源配置工程和水源工程，实

施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加强互联互通，加快形成战略性输水通

道，优化水资源宏观配置格局，增强流域间、 区域间水资源调配

能力和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 一）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聚焦流域区域发展全局，

兼顾生态用水保障，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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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动天阳盆地地下水置换工程（ 一期）调概报批工作并尽快完

工，开工并建成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以及大同市水神堂、城

头会泉域保护及水源置换工程，推进赵家窑水库城市应急备用水

源及供水工程开工建设。（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配合单位：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行政审批和服务管理局、相关

县（ 区）人民政府）

（ 二）推进重点水源调蓄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列入规划的

水源工程建设，提升水资源调蓄能力。推动阳高县守口堡水库、

浑源县王千庄水库 2 项在建工程尽快完工；开工建设白登河水库

以及绿苑水库 2 座调蓄库。（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配合单位：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县（ 区）人民

政府）

（ 三）加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对灌溉水源工程、渠

系工程、泵站等进行节水改造，加强计量监测设施与信息化建设，

提升灌区供水保障能力和供用水管理能力，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实施唐峪灌区、兰玉堡灌区、册田灌区、大众渠灌区、广益灌区、

下河湾灌区、北跃灌区、黄黑水河灌区、蕙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节水改造灌溉面积约 30 万亩。（牵头单位：市水务局、

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

（ 四）完善区域水资源配置体系。加强县域水网与市级重大

引调水工程、重点水源工程互连互通，加快建设县域配套水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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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提升区域水资源调配保障能力；加快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保障农村供水安全。推动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逐

步提高非常规水利用率。（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城市管理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各

县（ 区）人民政府）

四、建设安全可靠的防洪减灾网

结合市级水网布局， 以流域为单元，完善以水库为节点、堤

防为基础的防洪工程体系，形成“一心六河两库、六城八河五库，

上蓄中疏下排”的防洪总体布局，进行流域系统治理，实施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加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开展山洪灾害防治，提

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一）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完成孤峰山、十里河 2 座中型水库

及 5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及时开展新增的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动态消除病险水库，建立水库安全管理常态化机

制，确保水库防洪安全。（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相关县（ 区）

人民政府）

（ 二 ）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完成 9 段流域面积 200km2 以上河

流防洪能力提升工程，治理河长 126km，对淤积严重的河段进行疏

浚整治，对防洪不达标河段进行达标建设，对支流入河口进行系

统整治，对不满足要求的穿堤建筑物进行改造，补齐防洪短板弱

项。（牵头单位：市水务局、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

（三 ）山洪沟治理工程。按照“护、通、导”相结合的要求，

根据重点山区河道地形、地质条件， 因地制宜采取清淤疏浚、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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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排洪渠建设等措施，加强工程措施，降低致灾因素，加强山

洪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完成 5 条山洪沟道治理工程。（ 牵头

单位：市水务局、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

五、建设绿色健康的生态河湖网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扛起筑牢环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责任，

建设晋北和环首都生态涵养地及全国河源区示范市，织密“两屏”

“两河”“两泉”“多河源”为重点的生态河湖网，构建大同市

“两区六河多源头，一带两屏多廊道”生态保护格局，大力推进

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加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加强水源涵养与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加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河湖健康

状况。

（ 一 ）河流生态修复与保护。对于生态流量考核断面，根据

制定的生态流量目标值，落实生态水量保障方案，持续实施引黄

入桑、引黄入御，册田水库向永定河输水、孤山水库向下游输水

等补水工作。 以流域为单元， 以河流与湿地修复、河流生态廊道

打造、生态堤防建设等为重点，加强河流生态保护治理，大力推

进永定河生态廊道建设，实现“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

安全的河” 目标，全力确保“一泓清水进北京”。（ 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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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务局、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

（ 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大力弘扬大泉山治山治水精

神，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全面实施预防保护，持续巩固

水土保持生态治理成果，推进水土保持重点治理项目，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105 万亩。（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相关县（ 区）人民

政府）

（ 三）岩溶泉域保护与修复。通过水源置换工程，推进水神

堂、城头会泉域保护，逐步增加泉水流量。（ 牵头单位：市水务

局、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

（ 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程。加大地下水超采治理力度，

严格地下水取水审批，规范地下水开发利用行为，保障特枯干旱

年份水资源的应急保障与有效供给。（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市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相关县（ 区）人民政府）

（ 五）水美乡村和水文化景观建设。 围绕防洪保安全、优质

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推进农村水系

综合整治，注重集中连片、岸上岸下系统治理，着力恢复农村河

流功能、修复河道空间形态、 改善河流水生态环境，推进完成云

州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 牵头单位：市水务局、云州区

人民政府）

六、建设智能高效的数字孪生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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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

推动大同数字孪生水网与物理水网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

行，与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工程统筹建设，有效提升水旱灾

害防御、水资源管理、河湖生态保护等重点业务“四预”能力，

全面提高大同水网智能化管理调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

搭建一体化水利感知网，主要包括水位监测、水质监测、视

频监视、用水计量、工情监测等，实现基础数据感知及数据采集；

初步建成智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构建规范共享的数据底板、构

建实用智能的模型平台、构建丰富智能的知识平台；建成智慧水

利综合管理平台，接入已有业务应用系统， 同时建成水旱灾害防

御、水资源管理与调配、水雨情监测、水土保持、河湖监管、水

利工程管理各业务专题一张图业务应用。选取典型县构建具有地

域特色的 “智慧水网”综合应用体系，打造县级立体感知、精准

认知、科学决策、智能管理的智慧水网模式。

七、投资估算与实施安排

大同市水网建设按照“一网牵引、四网融合”的思路，以水

资源配置网为牵引，带动防洪减灾网、生态河湖网、数字孪生网

一体建设。2023-2025 年，现代水网先导区安排项目 59 个，工程

总投资 110.71 亿元，三年计划完成投资 80.27 亿元，其中 2023

年投资 20.18 亿元，2024 年投资 29.39 亿元，2025 年投资 3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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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项目库、逐年度制定实施项目清单，并根据项目实施条

件变化等作适当动态调整。 紧密跟踪国家政策动向，及时掌握了

解中央财政支持水利建设的领域和重点，积极对接争取中央投资

支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现代水网建设项目优先保障，地方政府

应积极落实应承担的项目建设资金。加强与企业合作，通过政府

投资引导、财政补贴、价格机制、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鼓励社

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具有一定收益的水

利工程建设运营，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 牵头单位：

市水务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各县（ 区）人民政

府）

八、保障措施

（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由市长担任组长的大同市

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工作专班，市水务局同步组建工作小组，统

筹深入研究推进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重大事项、解决重大问

题，全过程全周期跟踪问效。落实主体责任，市县水利部门要加

强系统谋划，各相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

成强大工作合力。

（ 二）加大政策支持。 强化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要素保

障，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用地、用林等予以优先配置，加大对用

地指标和规划许可等方面支持力度，加快推进项目落地。积极调

整优化支出结构，将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作为财政投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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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领域予以支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和地方债券资金支持，充分

发挥国企融资优势，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 三）强化建设管理。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

续”的原则，扎实做好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项目前期论证，

抓好项目谋划、立项审批等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

开工一批、建成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 强化项目质量管理，建

立质量督查机制， 以过程管控实现目标管控。强化进度管控，科

学安排工期节点，压茬推进，全力加快施工进度。

（ 四）适时跟踪问效。进一步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承办单位

需跨部门协调的问题和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工作专班汇报。建立常

态化督导和信息化督办相结合的推动落实体系，对进度慢、作风

不实、成效不明显的及时督促提醒，抽调选派专业工作组下沉指

导、督导帮扶。各承办单位建立工作台账，对完成情况进行动态

管理，及时跟踪进度， 阶段性向工作专班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对

进度缓慢影响工作进度的，依托河长制平台，开展监督检查和考

核激励。

附件：大同市水网先导区建设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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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同市水网先导区建设项目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一）防洪减灾工程 46066.02 46066.02 9996.17 19686.26 16383.59

1

病险水

库除险

加固

直峪水库除

险加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500 500 500 2023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2
下河湾水库除

险加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658.17 658.17 658.17 2023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3
枕头河水库除

险加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497 497 497 2023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4

华山、王庄

水库除险加

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414 414 414 2023 年
灵丘县

人民政府

5
孤峰山水库除

险加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4866 4866 3580 1286

2023-2024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6
十里河水库除

险加固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2486 2486 1988.8 497.2

2024-2025

年

左云县

人民政府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7

桑干

河、大

清河流

域防洪

能力提

升

大同市口泉河云

冈区黑流水村至

王村段防洪能力

提升工程

河 道 治 理 长 度

1.65km，浆砌石堤

防 1690m

840.44 840.44 336 504.44
2023-2024

年

云冈区

人民政府

8

大同市西洋河

天镇县段河道

综合治理工程

（防洪能力提

升部分）

河 道 治 理 长 度

10.2km，新建堤防

14.1km，并结合筑

堤土方对主槽进行

适当疏浚

3327.46 3327.46 1985 1342.46
2023-2024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9

大同市南洋

河天镇县夏

小堡段防洪

能力提升工

程

河 道 整 治 长 度

14.13km，新建浆砌

石护岸7.3km，拆除

重建浆砌石护岸

0.49km，新建格网石

笼生态护岸8.56km；

支沟入河口防护工

程 0.2m2；新建、拆

除重建漫水路3处；

滩槽整治3.18km

4131.56 4131.56 226 3905.56
2023-2024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 19 -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10

桑干

河、大

清河流

域防洪

能力提

升

大同市阳高县南

洋河防洪能力提

升工程（贾峰村

段—董家庄段）

滩槽整治 8.497km，

护岸工程14.995km，

支流入河口整治 6

处。

4725 4725 2595 2130
2024-2025

年

阳高县

人民政府

11

淤泥河新荣

区段治理工

程

河道疏浚整治长度

14.9km，新建堤防

1.72km 等

4058 4058 2637 1421
2024-2025

年

新荣区

人民政府

12

壶流河广灵

县（梁庄-吕

家洼段）河

道治理工程

河 道 整 治 长 度

14.75km，堤防工程

22.62km，滩槽整治

13km 等

2949 2949 1355 1594
2024-2025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13

大同市源子

河左云县段

防洪能力提

升工程

河 道 治 理 长 度

22.65km，河道主槽整

治、疏浚12.2km，新建

浆砌石堤防1.21km，堤

防加高加宽7.13km，弯

道及支流汇入口堤防

防护1.42km，河道主槽

防护1.74km，现状堤防

防护3.16km，堤顶抢险

路7.13km，河道沿线退

水口修整改造

2564.18 2564.18 1376 1188.18
2024-2025

年

左云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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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14 桑干

河、大

清河流

域防洪

能力提

升

大同市天镇

县三沙河治

理工程（蔡

家庄村—孤

峰山水库）

河道治理长度

17.5km，新建堤防

3km，堤防加高加固

3.77km，滩槽整治

17.5km

4064.55 4064.55 1132 2932.55
2024-2025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15

浑河浑源县

段防洪能力

提升工程

浑源县麻庄至李千

庄段，河道治理长

度 22km

4458.66 4458.66 1338 3120.66
2024-2025

年

浑源县

人民政府

16
山洪沟

治理

阳高县镇大

沟山洪沟治

理

治理沟道全长

5.5km，其中河道疏

浚 5.5km、新建堤

防 2.79km、旧堤维

修 2.45km、土堤整

修 2.95km、新建格

宾笼固脚 2.95km、

改建过水路 2 条、

新建潜坝 2 座

1000 1000 1000 2023 年
阳高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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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17

山洪沟

治理

天镇县榆林

口沟治理

河道整修1.99km，新

建堤防3.58km（其中

格宾石笼防护

0.99km，重力式浆砌

石堤防1.84km，土堤

0.75km），新建跌坎

11座，新建漫水路1

座，新建排水涵管8

处。

1026 1026 800 226
2023-2024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18

广灵县唐山

口峪山洪沟

治理工程

建设堤防、潜坝、

疏浚河道等
1000 1000 1000 2025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19

广灵县圣眷

峪山洪沟治

理工程

建设堤防、潜坝、

疏浚河道等
1500 1500 1500 2025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20

大同市浑源

县碾槽沟大

窊沟山洪沟

治理工程

新建堤防和护岸

4.67km，沟道疏浚

2.1km

1000 1000 1000 2025 年
浑源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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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二）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工程 593960.21 499363.61 81195.58 197993 220175.03

21

骨干输

调水工

程

阳高县守口

堡水库工程

守口堡水库设计总

库容 980 万 m3，由

枢纽工程和工业供

水工程两部分组

成。工程建成后，

年提供工业用水

640 万 m3，农业灌

溉用水 687 万 m3，

改善灌溉面积

2.74 万亩

30681 4500 2000 1000 1500
2014-2025

年
市水务局

22
浑源县王千

庄水库工程

王千庄水库设计总

库容 378 万 m3。工

程建成后，每年可

提供城镇生活及工

业用水 460 万 m3，

农业灌溉用水

669.6 万 m3，改善

农业灌溉面积

4.12 万亩

10690 5500 1500 3400 600
2015-2025

年

永定河流

域投资（浑

源）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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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23

骨干输

调水工

程

天阳盆地地

下水置换工

程（一期）

天阳盆地地下水置换

工程供水范围涉及阳

高、天镇两县，区域

内存在局部地下水超

采现象，为有效遏制

地下水位持续降低，

实施天阳盆地地下水

置换工程。一期工程

实施后，置换地下水

3000万m3，置换井灌

区面积14.42万亩，

全线总长度13.63km

39846 20100 7577 7223 5300
2017-2025

年
市水务局

24

万家寨引黄

北干支线工

程

工程从万家寨引黄入

晋工程北干线调蓄水

库（大梁水库）取水，

经平鲁区、山阴县、

右玉县到达左云县，

为朔州、大同两市四

县（区）提供城镇生

活和工业用水，兼顾

生态补水。年引水量

5549万m3，其中左云

县3600万m3，平鲁区

1949万m3

158863 158863 10000 80000 68863
2023-2025

年

山西万家

寨引黄北

干支线水

务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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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25

骨干输

调水工

程

大同市水神

堂、城头会

泉域保护及

水源置换工

程

工程任务为向广灵、

灵丘两县提供生活、

生产用水，同时保护

和恢复水神堂、城头

会泉。年引水量2000

万m3，其中灵丘县

700万m3，广灵县

1300 万m3

62073 62073 7300 42000 12773
2023-2025

年

大同市武

灵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26

大同市赵家

窑水库城市

应急备用水

源及供水工

程

工程从万泉河向赵

家窑水库引水，为大

同市中心城区提供

应急备用水源及供

水，并向新荣区区

址、农村规模化和得

胜工业园提供常规

供水水源。年引水量

1214万m3，应急备用

水量188万m3，新荣

区生活工业多年平

均供水量715万m3

37330 25000 10000 15000
2024-2026

年
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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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27

调蓄库

工程

白登河水库

工程

工程为大同市天阳盆地地
下水置换工程的调蓄库，
库容191.3万m3

16277 15000 15000
2025-2027

年

阳高县

人民政府

28
绿苑水库工

程

工程为大同市天阳

盆地地下水置换工

程的调蓄库，库容

253.7 万m3

10387 10000 10000
2025-2027

年

阳高县

人民政府

29

县域水

网工程

天镇县城供水

改扩建工程

城区配水管网改造

87.7km及附属建筑物
3771 3771 3771 2023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30
石佛寺水库

供水工程

新建泵站1座，输水

管线29.58km，新增

灌溉面积1.8万亩

9018 7018 3500 3518
2022-2024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31

浑源县王千

庄水库供水

工程

工程由取水工程、净水

厂工程和配水工程三部

分组成，年供水量459.6

万m3，其中城镇生活供水

300.3万m3，农村生活供

水85.9万m3，工业供水

73.4万m3

13123.6 7000 2000 1500 3500
2021-2025

年

永定河流

域投资（浑

源）有限

公司

32
砖窑泵站工

程

新建泵站2座，新建

钢坝闸1座，输水管

线26.8km。

10452.86 10452.86 3000 7452.86
2024-2025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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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33

城乡一

体化工

程

浑源县城乡

一体化供水

项目

工程分为集中供水
和分散供水两部

分，年设计供水能
力496万m3，受益
人口 16.08万人。

集中供水区分为县
城供水区、南西驼
供水区、东裴西供
水区、蔡下南供水
区4个片区，改造
现有机井 16眼，新
建机井 10眼，新建
水厂 3座，新铺设
输水管道 9.97km，
铺设配水干管
194.69km，新建和
改造村内管线

88.59km，新建高位
水池13座。分散供
水区主要为山区村
镇，新建机井 3眼，
铺设配水干管

39.96km，新建和改
造村内管线

329.74km，新建高
位水池69座

55354 55354 19900 15000 20454
2023-2025

年

浑源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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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34

城乡一

体化工

程

云州区高质

量城乡供水

水网一体化

建设项目

工程分为工业供水

和农村供水两部

分，年设计供水能

力 493 万 m3，受益

人口 12.63 万人。

工业供水工程以陈

庄水库、污水处理

厂为水源，新建取

水泵站 1座、云泉

中水厂 1座，铺设

输水管线 56.1km。

生活供水工程整合

利用区域内现有水

井，新建云泉一水

厂、二水厂、三水

厂 3座水厂，新建

麻峪口供水站 1座

供水站，铺设输水

管线 197.11km

38967.75 38967.75 9235.58 11000 18732.17
2023-2025

年

云州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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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35

城乡一

体化工

程

灵丘县唐河

城乡供水工

程

工程涉及县城供

水、农村供水、工

业用水 3 部分，年

设计供水能力 684

万 m3，受益人口 15

万人。主要建设内

容为铺设输配水管

道 73.3km，新建北

张庄泵站、西福田

泵站、支角村泵站、

南水芦泵站、东驼

水泵站 5 座泵站，

改造县城给水管网

89.8km，改造农村

给水管网 178.4km

32238 21000 5000 16000
2024-2026

年

灵丘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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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36

灌溉工

程

唐峪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建设规模 1.23 万

亩，干支渠防渗，

水闸、渠系建筑物

等

2900 2900 2900 2023 年
浑源县

人民政府

37

兰玉堡灌区

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

建设规模 2.4 万

亩，维修泵站，干

支渠防渗，水闸、

渠系建筑物等

2900 2900 2900 2023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38

册田灌区

(北干、杨庄

分灌区)节

水改造工程

建设规模 2.2 万

亩，对北干分灌区

西二干渠、西四干

管，杨庄分灌区西

二干渠部分渠道及

支渠的防渗配套

1590 1590 1590 2023 年 市水务局

39

大众渠灌区

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

建设规模 1.08 万

亩，干渠清淤，干

支渠防渗，配套渠

系建筑物等

1793 1793 1793 2023 年
天镇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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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40

灌溉工

程

广益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建设规模 1.9 万

亩，干支渠防渗，

配套渠系建筑物等

1197 1197 1197 2023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41

下河湾灌区

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

建设规模 2.1 万

亩，干支渠防渗，

配套渠系建筑物等

1303 1303 1303 2023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42

北跃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建设规模 1.98 万

亩，渠道清淤，干

支渠防渗，配套渠

系建筑物等

1563 1563 1563 2023 年
灵丘县

人民政府

43

黄黑水河灌

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

建设规模 5 万亩，

输设干支管道，安

装机电设备及信息

化

6040 6040 1166 4874
2023-2024

年

阳高县

人民政府

44

蕙花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建设规模 1.1 万

亩，干支渠防渗，

配套渠系建筑物等

478 478 478 2024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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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45
灌溉工

程

册田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建设规模 11 万亩，

新建泵站，配套输

配水管网、信息化

建设等

45124 35000 10000 25000 2024-2026 市水务局

（三）水生态治理和保护工程 457088.43 247288.43 110655.8 73205.44 63427.19

46

流域生

态修复

与保护

工程

御河下游生

态修复工程

河道生态修复

18km
91730 91730 54998 24985 11747

2023-2025

年

永定河流

域投资有

限公司

47

南洋河天镇

县核心区生

态修复二期

对河流主槽、河漫

滩等地貌形态修复

8.1km，建设生态堤

防 16.3km，堤顶路

硬化 15.4km，新建

行洪槽隔堤

6.0km，沿岸生态防

护林带 28.8hm2，建

设调度信息化系统

28683 27183 21500 5683
2022-2025

年

永定河流

域投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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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48

流域生

态修复

与保护

工程

大同市恒山

水库清淤及

矿山修复工

程

清除水库淤积物，

恢复水库兴利库容

和防洪库容，满足

唐峪灌区灌溉用

水，新增的神溪湿

地生态环境用水要

求以及下游防洪对

象的防洪要求和水

库防洪安全要求。

清理泥沙量约 271

万 m3

21929.47 21929.47 4800 10500 6629.47
2023-2025

年

浑源县

人民政府

49

大同市御河

灌区西干渠

（东坟分水

闸—开源

街）水生态

环境综合整

治工程

渠道改造长度

8.413km，其中渠道

维修长 0.658km，

渠道蓄水改造长

4.092km，新建渠道

蓄水区长

3.663km，新建两岸

生态环境整治工程

24 万 m2 等

21300 21300 2000 12000 7300
2023-2025

年

平城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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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50

流域生

态修复

与保护

工程

墙框堡水库

向口泉河五

一桥、甘河

同泉路补水

工程

输水管线 9km，泵

站一座
12000 6000 6000

2025-2027

年

云冈区

人民政府

51

甘河河道整

治及生态修

复工程

河道防护长度

13.411km，建设生

态堤 28.199km，疏

浚原拖皮沟—甘河

段长度 10.714km；

生态滩面面积

73.4hm2，绿地占地

面积 599.24hm2，新

增水保治理面积

1334hm2

197500 25000 25000
2025-2028

年

云冈区

人民政府

52
水土保

持工程

水土保持重

点治理项目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5 万亩。
25000 20000 7335.4 6316.4 6348.2

2023-2027

年

相关县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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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53

岩溶泉

域保护

与修复

广灵县水神

堂泉域保护

工程暨集中

供水扩容工

程

新建泵房,50Om3 高

位蓄水池。DN400

双线球墨铸铁管及

沿线建筑物,肉联

厂总有效容积

10000 m3调蓄水

池、提水泵站 及

0.6gkmDN400 双线

涂塑复合钢管输水

管线

11427 11427 5132 6295
2023-2024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54

地下水

超采区

治理

大同市新荣

区地下水超

采区水源置

换工程

以册田水库为水

源，置换新荣区古

店镇、花园屯乡工

业用地下水，关闭

工业水井 9 眼，年

压采地下水 360 万
3

m

7929.44 3229.44 2700 529.44
2021-2024

年

新荣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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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55

地下水

超采区

治理

大同市云冈

区西韩岭乡

地下水水源

置换工程

利用恒安新区生活

污水处理厂再生水

置换云冈区西韩岭

乡井灌片区取用的

地下水，关闭灌溉

水井 46 眼，年压采

地下水 207 万 m3

3875 2375 2375
2022-2023

年

云冈区

人民政府

56

大同市白登

山街道井灌

片区水源置

换工程

从御河干渠取水，

用孤山水库地表水

置换白登山街道

0.57 万亩井灌片

区孔隙地下水，关

闭水井 13 眼，压采

地下水量 74.3 万
3

m

3712 3712 815.4 2896.6
2023-2024

年

平城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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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57

地下水

超采区

治理

广灵县水神

堂水源置换

项目

利用大同市水神堂、

城头会泉域保护及

水源置换工程调入

的地表水，置换广灵

县县城及周边21个

村生活取用的水神

堂泉域地下水，关闭

泉域内生活用水水

源井4眼，年压采地

下水量168万m3

1402.52 1402.52 1000 402.52
2024-2025

年

广灵县

人民政府

58

水文化

与水美

乡村

云州区水系

连通及水美

乡村建设

桑干河与坊城河、西

坪河水系连通；坊城

河和西坪河生态治

理，总长50.2km；唐

家堡、李汪涧、坊城

新村、西阁老、茹庄

等5个村庄水美乡村

建设。通过综合整

治，营造水景观，挖

掘水文化，发挥河道

综合功能，提升河道

及两岸环境质量

30600 12000 9000 3000
2021-2024

年

云州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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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023-2025 年投资（万元）
实施安排 责任单位

合计 2023 2024 2025

（ 四）数字孪生水网建设工程 10000 10000 3000 7000

59

数字孪生工程、水利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一

期）

搭建御河天空地一体化水
利感知网，主要包括水位
监测、水质监测、视频监
视、用水计量、工情监测
等，实现基础数据感知及
数据采集；初步建成智慧
水利数字孪生平台，构建
规范共享的数据底板、构
建实用智能的模型平台、
构建丰富智能的知识平
台；建成智慧水利综合管
理平台，接入已有业务应
用系统，同时建成水旱灾
害防御、水资源管理与调
配、水雨情监测、水土保
持、河湖监管、水利工程
管理各业务专题一张图业
务应用。选取典型区（县）
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智
慧水网”综合应用体系，
打造县级立体感知、精准
认知、科学决策、智能管
理的智慧水网模式。

10000 10000 3000 7000
2024-2025

年

市水务局、

相关县区

人民政府

合计 1107114.66 802718.06 201847.55 293884.7 3069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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