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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疆，外邻俄蒙两国，

内连八省。全区总土地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12.3%，总人口2498万人，生

产总值1.7万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8600元。



总体特点：

面积大、人口少、居住散、经济欠发达。
人口密度21人/平方公里，电力、交通等基

础设施条件差，生产生活成本高，水利工
程建设和运行管理难度大、费用比较高。



（二）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内蒙古地势较高，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基本上

是一个高原型地貌区，是我国四大高原中的第二

大高原。以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为界，

北部为高平原，以牧为主，南部为平原，以农为

主。



2、气候特征。

因所处纬度较高，高原面积大，距离海洋

较远，边沿有山脉阻隔，气候以温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为主。大部地区年降雨量不足
300mm。气候干旱，风大沙多，寒暑变化
剧烈，冬季气温低，最大冻土深3.9米。



3、水资源特点。

 总量不多。水资源总量545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1.83％，而面积占全国的12.3%，水资源短缺问题
突出。

 分布不均。地区间差异很大，东多西少，地表径
流量的９０％集中在东部呼伦贝尔、兴安、通辽、
赤峰四个盟市。季节间差异也比较大， ９０％的
降雨集中7、8、9三个月。十年九旱，年年春旱。

 水质不好。氟超标，砷超标，苦咸水，其他水质
问题都存在。饮水安全问题比较突出。



（三）农村牧区供水发展情况

 内蒙古的区情水情决定了解决农村牧区饮水问题的艰巨性和长

期性。农村牧区供水工作一直是农村牧区工作的重点、水利部

门的首要任务。

 经过人畜饮水、380工程、饮水解困、安全饮水几个发展阶段，

共建成集中式供水工程11108处、覆盖人口1514.4万人，饮水难

的问题有了很大改观，初步建立了饮水保障体系，取得了良好

效果。



（四）牧区供水措施

我们针对牧区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特点，按照技术可行、

经济合理，管理方便、运行安全的要求，采取多种技术措施，

解决牧区饮水问题。

 找水。坚持找好水源优先原则，在利用已有水文地质勘查资
料基础上，对重点地区开展水文地质详查，采用核磁共振、
物探等找水技术确定井位，提高成井率。

 针对牧区高原台地多基岩的地质特点，采取潜孔锤钻凿技术，
加快施工进度，降低凿井成本。

 为解决浅层地下水水文地质条件差，含水层薄，单井出水量
少的问题，采用大口井多方位横向取水新工艺，利用挖掘机
机械施工，明挖明填，安全性和施工效率高，单井出水量提
高3—5倍。



提水。提水设备：应用潜水电泵变压器、柴油发

电机组、风光互补发电、风力提水等各种机械提
水设备技术

 在柴油发电机组安装了马达，电启动省力特别冬
季牧民非常方便，妇女、老人都能使用。

 风力提水方面，发明冬季泄水防冻技术，扩大了
使用范围。

 太阳能提水。太阳能提水设备和风光互补提水设
备，提高了保证率。

 变频设备。在电网覆盖的地方安装变频泵，发展
自来水。



净水。针对牧区地下水含氟量普遍超标的

实际，应用推广家用无动力和有动力两类

降氟设备和技术。采用次氯酸钙、二氧化

氯和家用紫外线消毒技术和措施



供水

 家庭生活用水：居住靠近水源的家庭牧场通过管道、
变频泵或压力罐实现供水自来水化。

 居住离水源远的家庭牧场通过在住处修建储水窖，
利用太阳能发电配变频泵建成家庭自来水。结合改
水改厨改厕，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了室内水冲
卫生间，牧民生活条件发生巨大变化。

 牲畜饮水：按照 “适时、适量、适质”原则 ，通

过设立饮水点、成立草原供水服务队送水、太阳能
饮水设备等方式解决牲畜饮水。



经过多年努力和摸索，虽然我们找到了一

些符合内蒙古实际的方法和措施，在供水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农村牧区供水设施
不足、工程标准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等问
题依然突出，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一）“十三五”规划背景

 去年以来，各级各部门开始进行“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以

此为基础，及时启动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一个全面改

革新的周期已经开始。这个规划相交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

“十三五”规划是第一个百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收

官”性规划，也是全面释放以改革为核心对第二个百年目标全

面布局的规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任务。供水发展

必须在这个大的背景和环境下来思考谋划。



 （二）供水需求分析

 “十三五”内蒙古经济总量预期将达到24000亿元，

农牧民人均收入14000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

济社会的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牧

区供水新的需求迫切，应关注、应回应。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需要农牧区的供水

服务进行全面的覆盖

一些供水难点、漏点、空白点需要覆盖，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人人能享受到供水发展成果和服务。

 2、农牧区社会发展宏观布局的调整变化，需要农牧区

的供水发展进行及时调整、优化和补充

要适应城镇化移民、产业移民、生态移民、社保移民

（幸福院、棚户区改造）的需求，并考虑农牧区人口转

移后村镇布局调整后的供水需求。



 ３、农牧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牵引，需要
农牧区的供水设施进行巩固、改造、提升。

 经济条件好了，生活质量要求高了，水量、水质、方
便程度、保证率四要素达标外，供水需求有了延伸，
全天候供水、洗衣机、热水器使用、洗澡、冲厕等，
享受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４、边疆稳固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民族大团结愿望，
需要特别关注支持牧区供水发展

 内蒙古是个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牧民守土固边，自然
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差，历史欠帐多，搞生产谋生活
不容易，改善其基本生活条件，包括供水条件，政府
应该管的事，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



（一）总体思路

 立足内蒙古欠发达的区情实际，按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

政策导向，以满足群众需求为根本核心，以完

善供水工程体系为主攻方向，以良性运行管护

为重要保障，全面提高农村牧区供水保障能力

和服务水平。



（二）把握原则

 1、查漏补缺、普遍受惠原则。

 供水服务未覆盖的地区要优先考虑，重点
攻坚。

 2、需求牵引，优化布局原则。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城镇化、政策
移民等人口转移为导向，及时调整和优化
供水工程布局。





 3、巩固成果、提质增效原则。

 最大程度的巩固和扩大现有供水工程作用，
通过官网延伸、联网集中、改造提升，实
现提质增效。

 4、建管并重，强化管理原则。

 通过加强管理，破解重建轻管困局，提升
供水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目标重点

 1、目标

 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供

水公共服务体系

 水质合格率达到100%；水质监测率达到

100%；供水工程覆盖率达到98%；自来水

率达到90%。



 2、重点

 实施城镇自来水和规模水厂管网延伸工程，
服务城镇化发展，人口150万人。

 实施移民新村供水配套工程，保障20万生
态移民、10万养老互助移民、15万新农村和
20万棚户区改造人口供水。



 实施集中供水改造提升工程，对存在水源变化、
水厂管网老化失修、入户率偏低等问题的已建工
程进行改造，受益人口230万人。

 实施农区供水覆盖工程，对过去因水源条件、管
道施工、工程投资、群众意愿等因素限制，没有
享受供水服务的地区，排查补漏，实施供水工程
和配套供水设施，覆盖100万。

 实施牧区家庭牧场供水工程。针对牧区生产生活
特点，建设牧区人畜供水工程，解决和改善10万
户、40万牧民和1200万头只牲畜饮水问题。



 （四）跟进措施

 一是履行职能。

 农村牧区供水是一项基础性、公益性的事
业，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来做，政府要履
行好公共服务职能。一要有责任担当，不
能回避，要面对要负责。二要有政策支持，
凝聚力量，水利一家办不了办不好。三要
有资金投入，各级财政要拿银子，不能喊
口号。



 二是改革程序。按照中央“减政放权”的
要求，供水工程项目的实施管理要改革。

 一要减少项目申报审批环节，自治区这一
级要把精力从过去的项目审查审批的微观
管理转向规划制定、政策指导、资金支持、
技术服务、监督检查的宏观行业管理。

 二要将供水工程实施的决定权赋予旗县一
级，真正发挥实施主体、管理主体的作用，
实现责任、权力、义务的统一，效率会更
高、效果会更好。



 三是保护水源。

 内蒙古干旱缺水，找点水不容易，找点好水更不
容易。必须把水源工程建设和水源地保护同等的、
十分的重视起来，上升到储备战略资源的高度来
认识。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末、无源之水。我们已
建的饮水工程有近1/10水源出现了问题，有干旱

问题、有污染问题、有超采枯竭问题，这个教训
要吸取。

 四是强化管理。

 要把供水工程建设好，更要管理好。建后管护的
难度更大、任务更重。“十三五”迫切需要从运
行管理办法的制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管护队伍
的充实、维修养护基金的落实、供水水质的检测
等方面推进工作，把建设的成果巩固下来，实现
良好管理、良性运行、良效发挥。



 国家在“十三五”能够继续把农村供水作

为水利部门的重点工作，进一步的推进。

 将牧区供水作为全国“十三五”供水规划

的重点内容，专题研究、专项推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