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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通滨江临海，拥有长江和黄海黄金岸线，是长三角一体化和江苏沿海开发两大国

家战略的重要港口城市。苏通大桥和崇启大桥连接大江南北，南通融入苏南、贴紧上海

成为现实。南通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优越。

2018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216.0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110.8亿立方米，属于偏丰水年。

2018年全市可利用水资源量44.8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29.71亿立方米，地下

水资源量10.93亿立方米，水利工程引长江水量30.09亿立方米，排水量51.91亿立方米，企

业直接取用长江水约26亿立方米。

2018年全市总用水量为37.39亿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19.84亿立方米，林木渔畜用水

1.59亿立方米，工业用水10.86亿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量0.94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3.05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补水量1.10亿立方米。

2018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511.5立方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44.37立方米/万元；

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177.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3.10立方米/万元（含火电），

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114.3升/天。

2018年对南通市118条河流210个断面进行了水质调查监测，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达

到Ⅱ类水质的断面14个，占6.7%；Ⅲ类水质断面63个，占30.0%；Ⅳ类水质断面106个，

占50.5%；Ⅴ类水质断面19个，占9.0 %；劣于Ⅴ类水质断面8个，占3.8%。累计超Ⅲ类水

质标准的断面133个，占63.3%。

2018年内河水质符合Ⅲ类水标准的河流占27.7%；Ⅳ类水质标准的河流占57.6%；Ⅴ

类水质标准的河流占10.3%；劣Ⅴ类水质标准的河流占4.3%。内河水功能区达标率为51.8%。

2018年长江南通段水质类别在Ⅱ～Ⅲ类之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100.0%，全市

以长江为饮用水源地供水的水质达标率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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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水量

2018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1216.0毫米，折合降水总量为 110.8亿立方米，比多年平

均降水量偏多 14.7%，属偏丰水年。

（一）降水量时空分布

2018年全市降水量时段分布不均，降雨集中在汛期，5-9月降水量为 750.7毫米，比

多年汛期降水量（688.1毫米）偏多 9.1%，占全年降水量的 61.7%。汛期内降雨主要集中

在 5月、8月，月平均降水量均达 190毫米以上，两个月共降雨 404.9毫米，占汛期降水

量的 53.9%，6月降水量相对偏少，平均降水量 66.8毫米；非汛期内 12月降水量最多，

月平均降水量为 96.8毫米，10月份降水量最少，降水量仅为 23.9毫米。全市 2018年月

平均降水量分布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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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通市2018 年月平均降水量月分配图

2018年降水量区域分布不均匀，市区、海门市及如东县降水量相对较多，年平均降

水量达 1350毫米左右；其它地区降水量在 1000毫米-1200毫米左右。全年最大雨量点为

海门青龙港站，年降水量为 1619.2毫米；最小雨量点为海安丁堡河闸站，年降水量 948.4

毫米。各区域年平均降水量分布见图 2。

图 2 南通市 2018年各地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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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雨

2018年梅雨期为 6月 22日至 7月 9日，梅雨期共 18天，较常年略短。今年全市梅

雨期平均降水量与往年相比偏少，平均降水量为 102.1毫米，比去年梅雨期降水量 74.8

毫米偏多 36.5%。整个梅雨期降水量分布不均，降雨高值区在市区，平均降雨量为 142.0

毫米，低值区在启东，平均降雨量为 66.9毫米。梅雨期最大雨量点为海门新江海河闸 196.5

毫米，单站最小雨量点为启东向阳站 41.5毫米。全市共有 15个站点超 100毫米，超 100

毫米的降雨覆盖面积为 3409平方公里。

图 3 南通市 2018年梅雨期各地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三）强降雨

2018年强降雨主要出现在 5月 24～25日、6月 28～30日、7月 21～22日、8月 16～

17日、9月 16日、9月 19日～9月 21日。

主要强降雨过程分析如下：

5月 24～25日，我市遭遇强降雨，全市 2天累计面雨量 134.2毫米。24日全市普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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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暴雨，面雨量达 56.4毫米，暴雨主要分布在南通市中北部，其中海安市的面雨量最

大为 80.6毫米。25日全市普降大到暴雨，沿江及东南部沿海地区出现大暴雨，全市面雨

量达 77.8毫米，全市 36个雨量报汛站共有 8个站超 100毫米，覆盖面积为 1379.4平方

公里，最大点雨量为营船港闸 145.0毫米。25日 20时起雨势减小并渐止。

6月 28～30日，全市 3天累计面雨量为 52.3毫米。28日海安、如东中到大雨，其他

地区小雨。29日零星小雨。30日我市降雨分布不均， 其中海安、市区、通州及海门大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全市面雨量 41.7毫米，暴雨中心在市区及海

安，最大雨量站为营船港闸 105.0毫米，其次为海安花庄 101.0毫米。

7月 21～22日，全市 2天累计面雨量为 59.2毫米。21日全市小到中雨。22日受 10

号台风“安比”影响，我市普降大到暴雨，全市面雨量为 54.1毫米，暴雨中心在启东、

如东沿海一带。最大雨量站为启东七门闸站 95.0毫米，其次为如东岔河站 88.0毫米。

8月 16～17日，受 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全市 2天累计面雨量为 78.1毫米。

16日全市普降大到暴雨，全市面雨量 41.3毫米，暴雨中心在启东及海门沿江一带，全市

最大点雨量为启东新港站 91.5毫米。17日全市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暴雨中心在如皋

及市区沿江一带，全市面雨量 36.8毫米， 36个雨量报汛站有 1个站超 100毫米，为如

皋焦港站 121.5毫米。

9月 16日，受 22号“山竹”台风倒槽影响，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全市面雨量为 97.8毫米，暴雨中心在海门及市区沿江一带。各地面雨量分别为海门 163.1

毫米、市区 134.0毫米、如东 116.5毫米、启东 114.6毫米、通州 91.3毫米、如皋 66.9毫

米、海安 30.6毫米。本次降雨最大点雨量为海门青龙港站 282.0毫米，其次为海门新江

海河闸 217.5毫米、市区营船港闸 217.5毫米，三站最大一日降雨量均超有记录以来的历

史最大值。最大一日降雨量重现期分别为青龙港 150年一遇、新江海河闸 90年一遇、营

船港闸 90年一遇。全市 36个雨量报汛站共有 16个站超 100毫米，超 100毫米笼罩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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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46平方公里。

9月 19日～9月 21日，全市 3天累计面雨量为 30.7毫米。19日全市小雨，局部大

雨，面雨量 5.0毫米。20日雨势加强，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中心在通州区及

海门沿江一带，全市面雨量 22.6毫米，36个雨量报汛站中有 5个站超 50毫米，最大雨

量点通州区十总站 84.5毫米，其次为海门青龙港 73.0毫米、新江海河闸 69.5毫米。21

日雨势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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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量

（一）地表水资源量

2018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29.71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 325.8毫米，比多年平均地

表水资源量 26.19亿立方米偏多 13.4%。其中里下河区 1.06亿立方米，斗南垦区 6.61亿

立方米，通南沿江区 22.03亿立方米。

在地表水资源量的年内分配上，汛期占全年的 52.8%，非汛期占全年的 47.2%。各县

市区中，以如东县地表水资源量占比最大，占 22.19%，市区占比最小，占 5.55%。

图 4 南通市 2018年地表水资源量比例图

（二）地下水资源量

2018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 10.93亿立方米，其中降水入渗补给量 9.43亿立方米，地

表水体入渗补给量 1.50亿立方米，重复计算水量 0.33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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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资源总量

2018年全市水资源总量 40.31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29.71亿立方米，浅层地

下水资源量 10.93亿立方米,重复计算水量 0.33亿立方米。

表 1 2018年各行政分区水资源量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地区
计算面积

（平方公里）

年降

水量

（毫米）

地表水

资源量

降雨入渗

补给量

地表水

体入渗

补给量

重复

计算量

地下

水资

源量

水资源

总量

全 市 7907.00 1216.0 29.71 9.43 1.50 0.33 10.93 40.31

崇川区 77.66 1202.0 0.67 0.10 0.01 0.00 0.12 0.79

港闸区 48.48 1202.0 0.42 0.06 0.01 0.00 0.07 0.49

开发区 280.46 1503.7 0.56 0.46 0.07 0.01 0.53 1.08

通州区 1360.69 1175.3 4.52 1.76 0.25 0.05 2.01 6.47

海安市 1006.78 1049.1 3.00 1.06 0.16 0.04 1.22 4.18

如皋市 1400.12 1164.6 4.79 1.79 0.26 0.06 2.05 6.78

如东县 1671.28 1325.5 6.59 1.31 0.35 0.08 1.66 8.18

海门市 939.97 1348.3 3.93 1.39 0.17 0.04 1.57 5.46

启东市 1121.56 1208.9 4.59 1.49 0.21 0.05 1.70 6.24

（四）过境水资源量

2018年，全市引长江水量 30.09亿立方米，其中九圩港闸 9.95亿立方米，南通闸 5.91

亿立方米，焦港闸 4.57亿立方米，碾砣港闸 5.09亿立方米，营船港闸 0.44亿立方米，其

他闸引水合计 4.14亿立方米。全市入江水量 5.31亿立方米，入海水量 46.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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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利用水资源量

2018年全市可利用水资源量 44.8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29.71亿立方米，地

下水资源量 10.93亿立方米，水利工程引长江水量 30.09亿立方米，排水量 51.91亿立方

米，企业直接取用长江水约 26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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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资源利用

（一）用水量

2018年，全市用水量 37.39亿立方米，其中，市区 9.95亿立方米，通州 4.48亿立方

米，海安 5.06亿立方米，如皋 6.85亿立方米，如东 6.29亿立方米，海门 2.31亿立方米，

启东 2.45亿立方米。

（二）用水结构

各类用水量中，农田灌溉用水 19.84亿立方米，林木渔畜用水 1.59亿立方米，工业

用水 10.86亿立方米，城镇公共用水量 0.94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 3.05亿立方米，生

态环境补水量 1.1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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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通市 2018年各行政分区用水量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

区名

称

农业用水量 工业用水量 城镇

公共

用水

居民

生活

用水

生态

环境

用水

总用

水量

其中

地下

水

农田

灌溉

林牧

渔畜
小计

火核

电

一般

工业

小计

市区 0.00 0.00 0.00 7.61 1.18 8.79 0.45 0.68 0.03 9.95 0.05

通州 3.20 0.41 3.61 0.03 0.37 0.40 0.05 0.36 0.07 4.48 0.01

海安 4.18 0.21 4.39 0.00 0.18 0.18 0.08 0.32 0.09 5.06 0.06

如皋 5.84 0.10 5.94 0.00 0.35 0.35 0.01 0.54 0.00 6.85 0.04

如东 3.66 0.51 4.17 0.00 0.44 0.44 0.32 0.46 0.90 6.29 0.02

海门 0.95 0.34 1.29 0.01 0.49 0.50 0.03 0.47 0.01 2.31 0.01

启东 2.02 0.02 2.03 0.04 0.15 0.20 0.00 0.22 0.00 2.45 0.02

合计 19.84 1.59 21.43 7.70 3.16 10.86 0.94 3.05 1.10 37.39 0.20

图 5 南通市 2018年分类用水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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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动态与用水指标

（一）内河水势动态

2018年通扬运河（海安通）最高水位 3.18米，如泰运河（丁堰）最高水位2.98米，九

圩港河（石港）最高水位3.05米，通吕运河（南通闸）最高水位2.80米，焦港河（搬经）最

高水位3.12米，通启运河（营船港）最高水位2.43米，里下河（海安串）最高水位1.65米，

内河水势与常年基本一致。

（二）长江水势情况

2018年长江大通站年径流量9111亿立方米，平均流量25000立方米/秒，与多年平均年

径流量基本一致，最大流量 46900 立方米/秒，发生于7月22日。天生港最高潮位6.19米（吴

淞基面，下同）（8月13日），最低潮位1.17米（2月14日）。

（三）用水指标情况

2018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511.5立方米（常住人口 731.0万人），单位 GDP用水量

44.37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8427亿元）；农田亩均灌溉用水 177.4立方米（农作物

播种面积 1118.54万亩），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33.10立方米/万元（含火电，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3283.2亿元）；一般工业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2.1立方米/万元，居民人均

生活用水量 114.3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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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资源保护

2018年对南通市 118条河流 210个断面进行了水质调查监测，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达到Ⅱ类水质的断面 14个，占 6.7%；Ⅲ类水质断面 63个，占 30.0%；Ⅳ类水质断面 106

个，占 50.5%；Ⅴ类水质断面 19个，占 9.0 %；劣于Ⅴ类水质断面 8个，占 3.8%。累计

超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 133个，占 63.3%。

2018年内河水质符合Ⅲ类水标准的河流占 27.7%；Ⅳ类水质标准的河流占 57.6%；

Ⅴ类水质标准的河流占 10.3%；劣Ⅴ类水质标准的河流占 4.3%。内河水功能区达标率为

51.8%。

2018年长江南通段水质类别在Ⅱ～Ⅲ类之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0%，全市

以长江为饮用水源地供水的水质达标率为 100.0%。

（一）河流水质

2018年对南通市 118条河流 210个断面进行了水质调查监测，综合评价结果表明：

达到Ⅱ类水质的断面 14个，占 6.7%；Ⅲ类水质断面 63个，占 30.0%；Ⅳ类水质断面 106

个，占 50.5%；Ⅴ类水质断面 19个，占 9.0 %；劣于Ⅴ类水质断面 8个，占 3.8%。累计

超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 133个，占 63.3%。

2018年长江南通段水质类别在Ⅱ～Ⅲ类之间，总体水质状况良好。26个水质监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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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符合Ⅱ类水质标准的有 14个，占 53.8%；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 12个，占 46.2%。

内河 184个水质监测断面中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有 51个，占 27.7%；符合Ⅳ类水质

标准的有 106个，占 57.6%；符合Ⅴ类水质标准的断面 19个，占 10.3%；劣Ⅴ类水质标

准的断面 8个，占 4.3%。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等。

图 6 2018年南通市河流各类水质断面比例状况

（二）地表水功能区达标状况

2018年共监测南通市境内水功能区 187个，全年水质达标的功能区 107个，水功能

区达标率 57.2%；汛期水质达标的功能区 106个，达标率 56.7%；非汛期水质达标的功能

区 109个，达标率 58.3%。从达标率时间分布看，达标率最低时期发生 1月份，最高发生

在 12月份。

长江南通段 21个水功能区水质类别在Ⅱ～Ⅲ类之间，以Ⅲ类水为评价标准，则全部

达标；以长江水功能区水质目标为评价标准，达标率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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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水功能区达标率为 51.8%，其中 12条一级河道 42个水功能区中，达标的水功能

区有 25个，一级河道水功能区达标率为 59.9%。

图 7 2018年南通市水功能区达标率统计

（三）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8年对全市长青沙水厂、狼山水厂、老洪港水厂、海门水厂等 4个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共监测 24 次，4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满足饮用水源地水质要求，水质达标率为 100%。

（四）考核水功能区水质状况

2018年南通市考核水功能区共 31个功能区，对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达标的功能区

为 25个，全年达标率 80.6%；功能区水质监测断面 41个，以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双因子

评价，全年达标断面 32个，达标率为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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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节水型社会建设

随着海安市、启东市创成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并顺利通过国家节水型社会达标

县技术评估和验收，南通市实现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全覆盖，提前达到 2020年 70%以

上县（市）建成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的目标。

1.积极推进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和国家级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创建工作。指导海安、

启东两市在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查遗补缺，争创达

标县。

2.高质量开展各类节水型载体创建。创成省级节水型学校 8所，完成全市 2015年命

名的 90个省级节水型载体复查。

3.严格定额管理。对所有自备水源取水户和规模以上非居民用水户实行用水定额（计

划）管理，超定额（计划）实行累进加价收费制度。

4.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在全市用水产品、企业、灌区和公共机构中开展水效领

跑者引领行动，会同省发改委等部门出台市级水效领跑者实施方案，评选并公布首批 5

家市级水效领跑者（2个节水产品、2个企业和 1个单位），强化企业、公共机构和用水

产品的水效意识和水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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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防汛抗灾

4月 10日，长江防总防汛抗旱检查组实地检查我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副市长赵闻

斌，市水利局局长司祝建，局长助理周兴余等参加活动。检查组先后来到如皋市长青沙

西南角段、九圩港提水泵站工程、长江桃园段等工程现场等地。检查组表示，南通防汛

工作措施完善，思想和预案准备充分。同时，检查组提出三点建议：在建工程防汛措施

行要落实防汛责任；集中力量排查问题，及时消险；影响防汛工作的违章建筑不能死灰

复燃。

4月 20日，我市召开防汛防旱工作会议，旨在贯彻落实全国国土绿化、森林防火和

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全省当前防汛工作要求，深入分析全市防汛防旱工作

形势，全面部署今年工作任务。副市长、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指挥赵闻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倪永平主持。赵闻斌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他强调，要切实做到防汛责任落实到位、

隐患排查整改到位、重点部位防范到位、河道水域管护到位、应急抢险能力保障到位。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协作配合，严肃工作纪律，全面形成防汛防旱工作强

大合力，努力夺取今年防汛防旱工作的新胜利，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会上，各县（市、区）向市政府递交了防汛防旱工作责任状。各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分管主要负责同志，水利（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崇川区住

建局、港闸区农水局、开发区农工局、通州湾示范区规划建设环保局主要负责同志，市

防汛防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 60多人参加会议。

5月 25日晨开始我市出现强降水过程。为应对这次强降雨，市防指高度重视，及时

部署，科学调度,全市各级防汛水利人员坚守岗位，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发展态势。一是

超前谋划，科学调度水利工程；二是密切关注，加强会商研判；三是加强值班值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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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信息畅通。南通市气象台 2018年 5月 25日 9时 49分升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

色预警信号。市防办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全力做好各项防汛排涝工作。

为有效应对主汛期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性洪涝灾害和台风袭击，提高实战能力，5月

31日下午三点，南通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在如东、如皋、节制闸、市防汛仓库、姚港闸、

九圩港提水泵站等六个分现场，组织开展 2018年全市防汛抢险演练。市委宣传部、市公

安局、市海洋与渔业局等近 20个部门单位参加了演练。

6月 2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惠民率水利、建设等部门检查城市防汛排涝

工作。他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部署，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查找堵塞漏

洞，做实做细工作，确保防汛排涝措施该落实的早落实、该到位的早到位，为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市长赵闻斌，市政

府秘书长陈俊参加检查，通州区、崇川区等地主要领导陪同检查。

7月 20日上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防指副指挥倪永平召集水利、气象、海洋、水

文等部门在市防汛防旱指挥中心召开会商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趋势和防御形势，研究

部署相应的防御措施。倪永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加强监测预

报和分析研判，全力做好台风“安比”防御工作。7月 20日下午起，水利部门调度沿江

大中型涵闸停止引水、九圩港泵站停止抽水，市区沿江小型涵闸和沿海主要涵闸全力排

水，全面预降，尽可能腾空河道库容。城建部门已确保抢险队伍、设备到位，台风期间

工地停止施工。海渔部门已通知沿江、沿海捕捞渔船、养殖船等就近返港避风，确保人

员全体上岸。

7月 21日晚 18时，为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国家防总工作组吴志平一行到南通

市指导相关工作，要求强化七项重点工作。一是强化组织，落实责任。二是强化调度，

预排预降。三是强化防灾避险，不留死角。四是强化群众转移，保障安全。五是强化城

市排涝，避免淹堵。六是强化旅游劝返，部分景点暂停开放。七是强化危化品处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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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好安全管理。7月 22日，国家防总工作组实地检查指导了启东、海门等地防台风工

作。

7月 21日 23时 05分，南通市气象台发布“安比”台风橙色预警信号。按照《南通

市防台风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指决定，于 7月 21日 23时 30分起，全市防台风应急响

应由Ⅲ级升级为Ⅱ级应急响应。此前，南通市曾在 20日 17时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21日 11时升级为Ⅲ级应急响应。南通市防指要求，各地按照应急预案要求继续强化应急

值守，做好安排部署，全力做好各项防汛防台工作。7月 23日 7时第 10号台风“安比”

已减弱为热带风暴，逐渐远离我市，根据《南通市防台风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指决定

于 23日 7时 50分起，结束全市防御 10号台风“安比”Ⅱ级应急响应。

据市气象台消息，今年第 12号台风“云雀”8月 2日 9时位于舟山偏东方向 440公

里的东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气压 98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 8级（20米/秒）。预计 3

日早晨到上午在浙江象山到江苏启东一带沿海登陆（热带风暴级）。市防指根据《南通市

防台风应急预案》，于今日 8时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

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8月 10日下午，南通市防汛防旱指挥部指挥、副市长赵闻斌主持召开第十四号台风

“摩羯”防御工作会商部署会。市防指副指挥、市政府副秘书长倪永平，市防指副指挥、

市水利局局长司祝建，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会。会上，气象、水利、海渔、旅游

等部门结合第十四号台风“摩羯”当前发展变化，提出防御意见和举措。赵闻斌指出，

进入主汛期以来，台风频袭通城，市防指各成员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防台这根弦，坚决

打好度汛安全防御战。

今年第 18号台风“温比亚”于 15日下午 14时加强为热带风暴并编号。根据防汛防

台形势，按照《南通市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于 16日 8时起，启动全市防台风 IV级

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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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温比亚”16日 10时位于距离浙江舟山偏东方向约 220公里的海面上（北纬

29.9度、东经 124.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8级。预计“温比亚”16日夜间到 17日早

晨在浙北到上海一带沿海登陆。受“温比亚”影响，16-17日我市有强风雨天气，过程雨

量 40～70毫米、局部 80～120毫米。目前全市总体水情正常偏高，全市沿江沿海水闸目

前在全力预降预排，截止 16日 14时，已排水 4000万方。

受今年第 22号强台风“山竹”倒槽与中低层冷暖空气结合的共同影响，9月 16日下

午起我市出现强降水过程。至 17日晨 7时，海门等南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

雨，全市最大雨量 286.1毫米（海门滨江街道海太汽渡），全市主要骨干河道水位一度均

超警戒，局部低洼地区出现涝情报告。16日下午 5时，市防指紧急部署，决定调度全市

沿江沿海各相关闸投入排涝，同时调度沿江新江海河闸、营船港闸等立即开闸排水，以

迅速降低内河水位。16日深夜，市防指再度会商决定调度南通节制闸、九圩港闸等大型

水闸开闸投入排涝。市防办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全力做好各项防汛排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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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资源管理

（一）深入落实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1.完成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省级考核工作。在 2017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中蝉联“优秀”等次。

2.严格考核督查。出台《南通市“十三五”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

施方案》，联合市发改委、经信委，组成考核小组，对各县（市）2017 年度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综合考核，市政府办通报考核结果。

（二）水生态文明

1. 组织强化宣传。在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期间，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建设节水型社会”为主题，结合新颁布的《南通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法》，印发《市水利

局关于组织开展 2018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的通知》，制定宣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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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途径、多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组织“小手拉大手、生态进校园”教育，开展中小学生

有奖征文比赛以及水法规巡讲到基层、基层治水媒体采风等活动，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建设生态美丽南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通过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终期评估验收。以综合评分为 93.2的优秀成绩，顺利通

过技术评估验收并于 12月通过省政府组织的行政验收。

（三）水资源保护

1.大力推进水功能区达标建设。46个不达标水功能区经整治已达标 26个。

2.加快落实《江苏省长江经济带沿江取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实施方案》,

分解下达入河排污口整治和应急水源建设任务。

3.继续抓好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工作，定期发布水功能区水质通报。

4.全面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与整治专项行动。先后出台《关于开展入河排污口调查

摸底专项行动的通知》《关于加强入河排污口规范管理的通知》等文件，在全市部署、推

进入河排污口摸底调查和规范化整治工作。制定出台《南通市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规范

化整治方案》，完成 122个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整治。推进“一口一档”和身份证管理，

全市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分布图标绘工作完成。按照“树牌子、开口子、立杆子”的要

求，全面完成整改任务。

（四）能力建设

1.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将全市在用的自备水用水户全部接入水资源信息系统。

落实专门队伍维护省水资源信息系统，并列入考核指标。财政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信

息系统维护。确保信息系统在线率保持在 92%以上。

2.水资源用水统计工作。落实专人做好各项用水统计工作及取水许可台帐信息。及

时高质量上报水资源管理月报、季报、年报，确保数据上报的及时性、准确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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