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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北倚莲花山脉，与河源市、梅州市交界；南临南海；

东连揭阳市；西与惠州市接壤，全市总面积 4802.7km
2
。境内集雨面积 100km

2
以上河流

共 14 条，其中直流入海的河流有 4 条。螺河和黄江是区域内集雨面积 1000km
2
以上的

两大河流。本公报采用行政分区对汕尾市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行政分区按城区、陆丰市、海丰县、陆河县、华侨管理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进行统

计。

2023 年全市平均降雨量 1986.5mm，折合年降雨总量 86.45 亿 m
3
，较 2022 年偏少

20.1%，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5.8%，属平水年份。2023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50.43 亿 m
3
，

较 2022 年偏少 24.1%，较多年平均值偏多 11.5%。其中，地表水资源量 50.43 亿 m
3
，

折合年径流深 1158.7mm，较 2022 年偏少 24.1%，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11.5%；地下水

资源量为 11.61 亿 m
3
（未统计中深层地下水），较 2022 年偏少 24.0%，较多年平均值

偏少 10.9%。

2023 年全市降雨量年内分配仍不均匀，全年降雨量集中在 4～9月，占全年总降雨

量的 90.1%。2023 年全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其中，海丰县莲花站年降雨量最大，

陆丰市甲东站年降雨量最小。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3.4639 亿 m
3
，较年初

增加 0.2533 亿 m
3
，占正常库容的 50.9%。

2023 年全市总供水量为 10.03 亿 m
3
，较 2022 年减少 1.6%。全市以地表水源供水

为主，占总供水量的 95.9%，地下水源占 1.4%，非常规水源占 2.7%。在地表水源供水

量中，蓄水工程供水占 73.0%，引水工程供水占 14.0%，提水工程供水占 13.0%。

2023 年，用水仍以农业为主，其中农业用水 7.053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70.3%；

工业用水 0.4773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4.7%；城镇公共用水 0.4136 亿 m

3
，占总用水量

的 4.1%；居民生活用水 1.811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18.1%；生态环境用水 0.2767 亿 m

3
，

占总用水量的 2.8%。按生产（农业和工业合计）、生活（城镇公共和居民生活合计）



和生态分类组成：生产用水 7.5305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75.0%；生活用水 2.246 亿 m

3
，

占总用水量的 22.2%；生态用水 0.2767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2.8%。

2023 年，全市总用水消耗量为 4.873 亿 m
3
，耗水率为 48.6%。

2023 年，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 69.15m
3
，与 2022 年相比，用水指标减少 10.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0.02m
3
（包含火核电），与 2022 年相比，用水指标降低 26.4%；

人均综合用水量 367.6m
3
，与 2022 年相比，用水指标减少 3.0%；耕地实灌亩均用水量

795.6m
3
，与 2022 年相比，用水指标减少 2.3%；人均生活日用水量（含城镇公共和居

民生活）226.5L，与 2022 年相比减少 6.2%。



二、水资源量



降雨量
2023 年全市平均降雨量 1986.5mm，折合年降雨总量 86.45 亿 m

3
，较 2022 年偏少

20.1%，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5.8%，属平水年份。

各分区情况：城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海丰县、陆丰市、华侨管理区、陆河县

年降雨量分别为 1848.0mm、1616.1mm、2122.9mm、1875.7mm、1875.5mm、2077.4mm。

表 2-1 各行政分区 2023年降雨量与 2022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2023 年降水量 2022 年降水量 多年平均降雨量

与 2022 年

比较
与多年比较

亿 m
3

mm 亿 m
3

mm 亿 m
3

mm % %

城区 5.581 1848.0 6.07 2009.8 6.899 2284.6 -8.1 -19.1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1.600 1616.1 1.791 1809.1 2.262 2284.6 -10.7 -29.3

海丰县 27.32 2122.9 35.21 2735.5 27.98 2174.1 -22.4 -2.4

陆丰市 30.93 1875.7 37.44 2270.5 32.5 1970.7 -17.4 -4.8

华侨管理区 0.600 1875.5 0.7017 2192.8 0.6306 1970.7 -14.5 -4.8

陆河县 20.42 2077.4 26.96 2743 21.51 2187.9 -24.3 -5.1

全市 86.45 1986.5 108.2 2485.6 91.78 2108.8 -20.1 -5.8

图 2-1 各行政分区 2023年降雨量与 2022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降雨特点：受气候条件的影响，2023 年汕尾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衡，大致呈内陆

向沿海递减趋势。短历时强降雨频发，汛期降雨量集中，共 2 条河流 3 站次发生超预

警洪水，其中新田水的参城站在 9月 7 日出现 1次超预警洪水过程，洪峰水位 27.86m，

超预警 0.36m；螺河的陆河站在 9 月 15 日出现 2次超预警水位，最高水位 47.16m，超

预警 0.16m。全市最大点雨量（莲花站）2970.5mm，最小点雨量（甲东站）1370.0mm，



比值为 2.17，最大降水量出现的站点属于黄江流域。全区年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莲花山脉东南麓莲花、黄山洞一带。

图 2-2 汕尾市 2023年降雨量等值线图

2023 年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20.1%，属平水年份。降雨量年内分配

仍不均匀，全年降雨量集中在 4～9 月，占全年总降雨量 90.1%。最大 1 小时降雨量站

点为汕尾城区宝楼站，出现时间 9月 7 日，累计降雨 87.5mm；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站点

为海丰县陶河站，出现时间 7 月 28 日，累计降雨 346.5mm。

单位：mm



图 2-3 2023年各代表站 4~9月与全年降雨量比较图

图 2-4 螺河流域 2023年各月份降雨量比较图

图 2-5 黄江流域 2023年各月份降雨量比较图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即天然河川径流量。2023 年

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50.43 亿 m
3
，折合年径流深 1158.7mm，比 2022 年偏少 24.1%，比多

年平均偏少 11.5%。

2023 年，汕尾市降水过程主要有 11场，分别为 4 月 5日、5 月 7日至 8日、5月

20 日至 21 日、6 月 13 日至 17 日、7月 16 日至 19 日、7 月 27 日至 31 日、8 月 10 日

至 13 日、8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9月 4日至 7日、9 月 12 日至 17 日和 10 月 6日至 9

单位：mm

单位：mm



日。

4 月 5日，我市迎来 2023 年第一场大暴雨，全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大暴雨主要集中在陆河的北部，过程雨量在 29.5mm~213.0mm，最大日降雨量为陆河县

南万镇的罗经坝站，日降雨量 213.0mm。

5 月 7日至 8日，我市普降大雨到大暴雨，局部大暴雨，主要雨带集中在我市南部

地区，过程雨量在 28.0mm~108.0mm，其中 5月 7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可

塘镇的可塘站，日降雨量 107.0mm。

5 月 20 日至 21 日，我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

市中部，过程雨量在 0.0mm~286.0mm，其中 5 月 20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丰市

金厢镇的乌坎站，日降雨量 286.0mm。

6 月 13 日至 17 日，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莲花山脉南麓、

中部和沿海地区，过程雨量在 65.0mm~333.0mm，其中 6 月 15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

为陆丰市甲西镇的客楼站，日降雨量 238.0mm。

7 月 16 日至 19 日，受第 4号台风“泰利”外围环流和东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市出

现持续性强降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莲花山脉南麓地区，过程雨量在

65.5mm~242.0mm，其中 7月 18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公平镇的公平站，日

降雨量 126.0mm。

7 月 27 日至 31 日，受第 5号台风“杜苏芮”外围环流和北抬西南季风影响，我市

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海丰县南部和陆丰市中部地区，过程雨量

在 20.5mm~384.5mm，其中 7 月 28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陶河镇的陶河站，

日降雨量 227.5mm。

8 月 10 日至 13 日，受低涡切变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强

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陆丰市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过程雨量在 39.0mm~223.0mm，其中

8月 11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黄羌镇的黄羌站，日降雨量 98.5mm。



8 月 31 日至 9月 2 日，受第 9号台风“苏拉”近海掠过的严重影响，我市普降暴

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24.0mm~197.0mm，其中 9月 1日出现最大单

日降雨量，为海丰县梅陇镇的平安洞站，日降雨量 194.5mm。

9 月 4日至 7日，受第 10 号台风“海葵”残余环流影响，我市出现大暴雨，局部

特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96.0mm~348.0mm，其中 9 月 6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

县城东镇的红花地站，日降雨量 268.0mm。

9 月 12 日至 17 日，受第 10 号台风“海葵”继续深入内陆的残余环流、季风和弱

冷空气影响，我市多次局地性出现强降雨过程。过程雨量在 37.5mm~426.0mm，其中 9

月 14 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海城镇的莲花站，日降雨量 128.0mm。

10 月 6日至 9日，受第 14 号台风“小犬”环流叠加冷空气影响，我市普降暴雨、

局部大暴雨。过程雨量在 47.0mm~112.0mm，其中 10 月 7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

丰市甲东镇的甲东站，日降雨量 73.0mm。

汕尾市境内仅有一个国家重要水文站——蕉坑（二）水文站。蕉坑（二）站于 9

月 7日出现 2023 年最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为 1060m
3
/s，相应洪峰水位为 4.04m，也

是年最高水位。年最低水位 1.50m，出现在 9月 1 日。全年未出现高于警戒水位的洪水。

2023 年各分区地表水分布情况：年径流深最大的行政区为陆河县，径流深为

1340.0mm，年径流深最小的行政区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径流深为 719.0mm。

表 2-2 各行政分区 2023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2023 年地表水资源量 多年地表水资源量

与多年平均

比较

亿 m
3

mm 亿 m
3

mm %

城区 2.483 822.2 3.266 1081.6 -24.0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0.7118 719.0 1.071 1081.6 -33.5

海丰县 16.62 1291.3 18.37 1427.8 -9.6

陆丰市 17.11 1037.5 19.12 1159.4 -10.5

华侨管理区 0.3318 1036.9 0.3710 1159.4 -10.6

陆河县 13.17 1340.0 14.76 1501.8 -10.8

全市 50.43 1158.7 56.96 1308.9 -11.5



图 2-6 各行政分区 2023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入市和入海水量情况：2023 年汕尾市入揭阳市水量为 2.57 亿 m
3
，直接入海的水量

为 43.33 亿 m
3
。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指降水、地表水体（含河道、湖库、渠系和渠灌田间）入渗补给地

下含水层的动态水量。

2023 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为 11.61 亿 m
3
（未统计中深层地下水），较 2022 年偏少

24.0%，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10.9%。

表 2-3各行政分区 2023年地下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2023 年地下

水资源量

2023 年重复

计算量

多年地下水资

源量

多年重复计算

量

与多年平均

比较

单位：mm



亿 m
3

亿 m
3

亿 m
3

亿 m
3

%

城区 0.7990 0.7990 0.8980 0.8980 -11.0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0.2619 0.2619 0.2944 0.2944 -11.0

海丰县 3.405 3.405 3.827 3.827 -11.0

陆丰市 4.363 4.363 4.903 4.903 -11.0

华侨管理区 0.0847 0.0847 0.0951 0.0951 -10.9

陆河县 2.695 2.695 3.010 3.010 -10.5

全市 11.61 11.61 13.03 13.03 -10.9

图 2-7 各行政分区 2023年地下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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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区域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总量（不包括区外来水

量），由地表水资源量和地下水资源量相加并扣除两者间的重复计算量而得。2023 年全

市水资源总量为 50.43 亿 m
3
，比 2022 年偏少 24.1%，比多年平均值偏少 11.5%。全年产

水系数为 0.58，产水模数（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为 115.9 万 m
3
/km

2
。

表 2-4 各行政分区 2023年水资源总量表

行政分区
年降水量 地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 不重复计算量 水资源总量

产水系数
产水模数

亿 m
3

亿 m
3

亿 m
3

亿 m
3

亿 m
3

万 m
3
/km

2

城区 5.581 2.483 0.7990 0 2.483 0.44 82.2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1.600 0.7118 0.2619 0 0.7118 0.44 71.9

海丰县 27.32 16.62 3.405 0 16.62 0.61 129.1

陆丰市 30.93 17.11 4.363 0 17.11 0.55 103.8

华侨区管理区 0.600 0.3318 0.0847 0 0.3318 0.55 103.7

陆河县 20.42 13.17 2.695 0 13.17 0.64 134.0

合计 86.45 50.43 11.61 0 50.43 0.58 115.9

图 2-8 各行政分区 2023 年水资源总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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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蓄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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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2023 年，对全市 2座大型水库和 18座中型水库进行统计分析：全市大、中型水库

年末蓄水总量为 3.4639 亿 m
3
，较 2023 年初增加 0.2533 亿 m

3
。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

水总量为 1.4492 亿 m
3
，较 2023 年初增加 0.0278 亿 m

3
；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为 2.0147

亿 m
3
，较 2023 年初增加 0.1976 亿 m

3
。全市 2023 年末水库蓄水量占正常库容的 50.9%。

表 3-1 汕尾市 2023年各水库蓄水动态表

类型 行政分区 水库名称
死库容

(万 m
3
)

正常库容

（亿 m
3
）

2023 年初

蓄水量

（亿 m
3
）

2023 年末

蓄水量

（亿 m
3
）

年蓄水变量

（亿 m
3
）

大型
海丰 公 平 1720.0 1.633 1.0304 0.9747 -0.0557

陆丰 龙 潭 131.0 0.8192 0.3631 0.4745 0.1114

中型

海丰

青 年 310.0 0.6841 0.3645 0.3428 -0.0217

红花地 362.0 0.4720 0.1173 0.3372 0.2199

黄山洞 4.000 0.1900 0.0758 0.0995 0.0237

平 龙 55.00 0.1220 0.0543 0.0620 0.0077

红 阳 44.00 0.1114 0.0657 0.0669 0.0012

平安洞 44.30 0.1249 0.0691 0.0773 0.0082

南 门 79.00 0.1246 0.0511 0.0454 -0.0057

朝 阳 90.00 0.1149 0.0548 0.0664 0.0116

赤 沙 50.00 0.1067 0.0287 0.0144 -0.0143

朝面山 204.0 0.1733 0.0912 0.0789 -0.0123

陆丰

巷 口 145.1 0.3695 0.1138 0.1697 0.0559

五里牌 54.00 0.1980 0.0962 0.0052 -0.0910

箖投围 74.00 0.1570 0.0609 0.0580 -0.0029

三溪水 42.00 0.2084 0.0522 0.0861 0.0339

牛角隆 129.5 0.1547 0.0664 0.0692 0.0028

城区 宝 楼 100.0 0.0835 0.0422 0.0487 0.0065

陆河
南 告 760.0 0.7870 0.3513 0.3105 -0.0408

新 坑 63.00 0.1648 0.0616 0.0765 0.0149

合 计 6.7990 3.2106 3.4639 0.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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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汕尾市 2023年各水库年初、年末蓄水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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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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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量
2023 年全市总供水量为 10.03 亿 m

3
，与 2022 年相比，减少 1.6%。全市以地表水

源供水为主，占总供水量的 95.9%，地下水源占 1.4%，非常规水源占 2.7%。在地表水

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占 73.0%，引水工程供水占 14.0%，提水工程供水占 13.0%。

表 4-1 各行政分区 2023年供水量表 单位：亿 m3

行政分区

地表水源供水量 地下水

源供水

量

海水淡

化

污水处

理回用

总供水

量蓄水 引水 提水 合计

城区 0.8482 0.0577 0 0.9059 0.0281 0 0.2288 1.163
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
0.1448 0 0 0.1448 0.0017 0 0 0.1465

海丰县 2.802 0.1584 0.7684 3.729 0.0511 0 0.0139 3.794
陆丰市 2.690 0.7059 0.3369 3.732 0.0457 0.0221 0.0026 3.803

华侨管理区 0.0749 0 0.0066 0.0814 0 0 0 0.0814
陆河县 0.4660 0.4240 0.1395 1.029 0.0149 0 0.0002 1.045
合计 7.025 1.346 1.251 9.623 0.1415 0.0221 0.2455 10.03

图 4-1 汕尾市 2023年地表水源工程供水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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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
2023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10.03 亿 m

3
（包含火电直流冷却水）。其中农业用水 7.053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70.3%；工业用水 0.4773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4.7%，其中火电用

水 0.1144 亿 m
3
，一般工业用水 0.3629 亿 m

3
，分别占工业总用水量的 24.0%和 76.0%；

城镇公共用水 0.4136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4.1%；居民生活用水 1.811 亿 m

3
，占总用水

量的 18.1%；生态环境用水 0.2767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2.8%。按生产（农业和工业合

计）、生活（城镇公共和居民生活合计）和生态分类组成：生产用水 7.5305 亿 m
3
，占

总用水量的 75.0%；生活用水 2.246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22.2%；生态用水 0.2767 亿

m
3
，占总用水量的 2.8%。

汕尾市产业结构与其他发达城市相差较大，造成用水结构比例与其他发达城市差

异较大，农业用水仍保持较大比重。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一般工业（不包含火电用水）

和居民生活用水所占比例较高，农业用水比例则较低。海丰县的工业用水的比例最高，

占总工业用水量的 33.7%，华侨管理区的工业用水比例最低，占总工业用水量的 0.2%；

农业用水比例最高的是陆丰市，为 41.9%，其次是海丰县，为 41.8%。2023 年城区用水

结构与 2022 年相比有较大变化，生态环境用水占比 21.1%，比 2022 年增加 19.2%，主

要原因是城区新增再生水利用量用于河湖补水；一般工业用水占比 13.0%，比 2022 年

减少 7.1%，主要原因是 2023 年经济形势总体偏差，取水大户订单减少，工业用水量相

应减少。其它各分区用水结构与 2022 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表 4-2 各行政分区 2023年各类用水量结构表 单位 ：亿 m3

行政分区 农业用水 一般工业用水 火电用水 城镇公共用水居民生活用水生态环境用水 总用水

城区 0.1861 0.1506 0 0.1826 0.3981 0.2454 1.163
红海湾经济开发

区
0.0462 0.0006 0.0380 0.0034 0.0576 0.0006 0.1465

海丰县 2.951 0.1490 0.0121 0.1258 0.5361 0.0196 3.794
陆丰市 2.954 0.0487 0.0643 0.0822 0.6464 0.0073 3.803

华侨管理区 0.0705 0.0011 0 0.0010 0.0086 0.0003 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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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 0.8453 0.0129 0 0.0187 0.1642 0.0035 1.045
合计 7.053 0.3629 0.1144 0.4136 1.811 0.2767 10.03

图 4-2 各行政分区 2023年各类用水量比较图

图 4-3城区用水结构图 图 4-4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用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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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海丰县用水结构图 图 4-6 陆丰市用水结构图

图 4-7 华侨管理区用水结构图 图 4-8 陆河县用水结构图

用水消耗量
2023 年全市用水消耗总量为 4.873 亿 m

3
。其中农业耗水量最多，各分类耗水量占

比为：农业 76.4%，工业 3.9%，生活 17.4%，人工生态环境 2.3%。全市耗水率为 48.6%，

各分类耗水率为：农业 52.8%，工业 39.6%，生活 38.2%，人工生态环境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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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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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指标
2023 年，全市万元 GDP 用水量 69.15m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0.02m

3
（包含火

核电），人均综合用水量 367.6m
3
，耕地实灌亩均用水量 795.6m

3
，人均生活日用水量

（含城镇公共和居民生活）226.5L。

表 5-1 各行政分区 2023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表

行政

分区

人均水

资源量

(m3)

人均综

合用水

量(m3)

万元 GDP
用水量

(m3)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m3)
耕地实际

灌溉亩均

用水量

(m3)

人均生活用水量

（L/D）
不含直流

火核电冷

却用水

城乡生活

城区 622.3 244.1 29.66 16.79 16.79 444.1 398.8 273.4
红海湾经

济开发区
1253.2 257.9 22.07 10.35 10.35 357.7 294.5 278.0

海丰县 2234.5 510.0 85.24 9.94 9.94 802.4 243.8 197.5
陆丰市 1393.7 309.8 86.70 7.65 7.65 837.3 162.6 144.2

华侨管理

区
2353.2 577.4 123.1 12.57 12.57 664.6 186.0 167.4

陆河县 5270.1 418.0 71.67 3.33 3.33 884.8 200.4 180.0
合计 1873.8 367.6 69.15 10.02 10.02 795.6 226.5 184.4

说明：根据《汕尾市“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管控方案》，此表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万元 GDP 用水量计算中的

非常规水源利用量为最低利用量，超过该目标的水量不纳入用水总量控制。

从各行政区用水指标来分析，人均综合用水量最高地区的是华侨管理区，最低的

是城区；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最高的为华侨管理区，最低的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主

要与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结构有关；2023 年汕尾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比 2022 年

度降低 3.60m
3
。

表 5-2 全市 2023年与 2022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比较表

年份

人均综合

用水量

（m3）

万元GDP用
水量（m3）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m3）

耕地实际

灌溉亩均用

水量（m3）

人均生活用

水量（L/D）

2023 367.6 69.15 10.02 795.6 226.5

2022 379.9 77.09 13.62 814.3 241.5

比较（%） -3.2 -10.3 -26.4 -2.3 -6.2

水资源态势： 2023 年为平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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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变化趋势：2023 年全市总用水量比 2022 年减少 1.6%。其中，农业用水量减

少 2.2%，工业用水减少 15.7%，生活（包括居民生活、城镇公共和生态环境）用水量

增加 3.6%。万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去年减少的原因：一是农业

用水量减少。由于 2023 年实际灌溉面积减少；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灌区节水改

造，提高灌区有效灌溉利用系数等措施，实现对农业用水的有效管控，导致耕地实灌

用水量减少。二是工业用水量减少。由于 2023 年经济形势总体偏差，取水大户订单减

少；陆河县和陆丰市在加强工业用水量核查的基础上核减虚高的工业用水量等原因导

致工业用水量相应减少。人均生活用水量同比去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在进一步核

查服务业用水的基础上核减掉虚高的服务业取水量；二是因管网漏损改造和居民节水

意识的提高使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减少；三是 2023 年经济低迷导致服务业和建筑业用水

减少。

图 5-1 2013年～2023年各类用水量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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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程度
2023 年全市各区水资源利用程度差别较大，本地水资源量大部分为集中在汛期的

洪水，故利用率不高。按 2023 年来水统计，汕尾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19.6%，其中

城区 14.0%、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6.8%、海丰县 27.2%、陆丰市 22.6%、华侨管理区 3.4%、

陆河县 7.9%。

图 5-2 2023年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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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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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峰巡查品清湖时强调 用心用情写好“五篇文章”

建设绿美城市名片 打造“百千万工程”示范品牌

5 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逯峰到品清湖新区，开展巡湖活动，就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扎实推进绿美汕尾生态

建设进行调研。

逯峰一行在市城区海军码头集中乘船开展品清湖巡湖活动，察看了解品清湖水质、日常管护执法、

入湖排污口整治及湖长制工作落实等情况，认真听取品清湖沿岸绿美生态建设规划及品清湖新区建设

管理有关情况介绍，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逯峰强调，管护好、发展好品清湖是我市聚焦聚力“百千万工程”、提升城市品质和形象、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推动品清湖区域水岸共治、建管同步，用心用

情写好品清湖保护、绿美、提质、治理、发展“五篇文章”，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海生态新区，

打造“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示范品牌。

全市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召开

全力做好“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大文章 奋力打造幸福河湖建设绿美汕尾

7 月 6 日，全市河湖长制林长制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

部署我市治水治林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第一总河长、市第一总林长逯峰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河长、市总林长郑海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副总河长、市副

总林长林少文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市领导吴伟达、曾宏武、温

树斌、李永坚，市法院院长陈润霖、市检察院检察长沈丙友参加会议。

逯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不断从思想上深化认识、从行动上强化

落实、从结果上固化成效，压紧压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切实把汕尾生态环境保护好、生态优势发挥

出来，奋力打造幸福河湖，建设绿美汕尾，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尾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各级

各部门要坚持把治水治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联动协作，严

格督查督导，切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开门治水”“开门治林”，发动各方力量积极参

与，加强宣传引导，让维护美丽河湖、美丽森林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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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长郑海涛调研水务工作

2 月 7 日，市长郑海涛到陆丰市西南镇黄塘村调研水务工作。郑海涛一行前往螺河—黄江水系连

通工程取水口处，实地察看螺河—黄江水系连通工程进展情况，并开展巡河工作。郑海涛强调，水系

连通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对于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对工程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具体问题及时处置，确保高质量完成螺河—黄江水系连通工程。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大力实施河湖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

推动河湖管理保护提档升级，不断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郑海涛在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聚焦“六大工程” 打造“四张水利网” 奋力推动汕尾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月 14 日上午，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全省水利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工

作要求，部署推进我市水利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市长郑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黄志坚、曾宏

武、周小壮、李永坚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坚决扛牢新时代治水政治责任，

主动聚焦防洪能力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农村水利保障、河湖健康复苏、万里碧道、水利治理能力

提升等“六大工程”，全力打造“生命水利、生活水利、生产水利、生态水利”四张水利网，奋力走

出汕尾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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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蔡泽辉率队到汕尾市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检查

2 月 22 日至 23 日，省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蔡泽辉率队到汕尾市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

产检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志坚，市政府副市长曾宏武，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庆务，市水务局局

长黄宝俊，海丰县副县长蔡碧霞等分别陪同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汕尾市区供水节水改造（公平水库—汕尾管道输水工程）二期工程和海丰县平安

洞水库除险固工程施工现场，详细检查潭头垅隧洞及 19 号顶管井施工现场，在海丰县平安洞水库除

险固工程施工现场对水部利稽察发现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并在海丰县政府召开座谈会。

蔡泽辉副厅长强调，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杜绝“轻安全、重发

展”思想，明确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当安全与生产发生矛盾时，应当先安

全后生产。二要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六项机制”建设，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做好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及信息系统上报工作，杜绝零隐患上报现象。三要狠抓重

点工作。摸清安全底数，找出重大危险源，做好重大风险管控与处置工作，强化对重要时间节点及深

基坑、有限空间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确保水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安全平稳；要持续做好平安洞、

红花地水库工程稽察整改，举一反三，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仁著率队到汕尾市调研水利投资执行和万里碧道建设

6 月 6 日，省水利厅副厅长陈仁著率队到汕尾市开展 2023 年水利投资执行和万里碧道建设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志坚、副市长曾宏武、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庆务和市水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黄宝俊等先后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到海丰县黄江河、龙津河和大液河实地查看，了解当地幸福河湖谋划创建等工作。

在座谈会上，陈仁著充分肯定我市 2023 年水利投资执行和河湖长制等工作，认为我市主动谋划，不

等不靠，进步很大，各项工作成效明显，上半年水利投资完成率、年度投资落实率和项目开工率等均

较好。陈仁著要求，要紧盯年度目标、谋划储备、重点项目，投资落实等关键环节，加快水利投资计

划执行和省重点水利项目建设进度，为全省 1000 亿年度投资目标任务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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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政府再次部署小水电清理整改和农村供水“三同五化”

改造提升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

为加快推进小水电清理整改暨农村供水“三同五化”改造提升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12

月 6 日上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小水电清理整改暨农村供水“三同五化”改造提升、助力“百千万工程”

推进视频会，总结全市小水电清理整改及农村供水“三同五化”改造提升工作推进情况，对下来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副市长曾宏武出席会议并讲话。

曾宏武强调：一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农村供水“三

同五化”和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任务，加快推进我市小水电清理整改。按时完成小水电清理整改第一阶段验收销号工作，提前谋划，

做好退出电站资金保障与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推动列入 2025 年前退出 11 宗电站退出。三是紧盯目标

任务，加快补齐农村供水设施短板。全力推进农村供水“三同五化”改造提升，构建农村供水“三同

五化”高质量发展格局，助力“百千万工程”。四是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要素保障。

黑龙江省鸡西市水务局来汕尾市调研河湖长制工作

4 月 24-25 日，黑龙江省鸡西市水务局一行在党组书记蔡明石带领下赴汕尾市调研河长制及幸福

河湖建设等工作。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宝俊陪同调研并座谈。

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品清湖万里碧道、黄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乌坎河、螺河幸福河湖建设

等，了解汕尾市争取专项债、河道生态治理等方面做法。

座谈会上，宝俊同志首先对鸡西市水务局不远千里、长途跋涉莅临汕尾表示欢迎，介绍了近年来

汕尾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利工作开展情况，表示下来要加强联系，相互取经，共同推进水务高质量发

展。明石同志介绍了鸡西市水务局在生态治理、幸福河湖等工作开展情况，对我市在河湖长制落实、

幸福河湖和碧道建设、专项债争取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通过此次交流，双方表示将在河湖长制、水

利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中深化合作，全面提升水务高质量发展水平。



32

广东省韩江流域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第九次联席会议在汕尾召开

5 月 30 日，广东省韩江流域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第九次联席会议在汕尾市召开。广东省韩江流域

河长办，汕头、河源、梅州、汕尾、潮州、揭阳市河长办有关负责人就幸福河湖建设、水经济试点、

碧道建设、河湖长制宣传等进行发言，并分享工作经验。

广东省韩江流域河长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流域片各市要继续深化流域河湖长制工作，进一步提升

流域片河湖治理管理水平，持续改善河湖面貌。同时，各地市要进一步强化落实河湖长制，全面压实

各级河湖长及相关部门责任，发挥好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并用好监督考核

问责“指挥棒”，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持续推进河湖常态化管护。

汕尾市召开 2023 年度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

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落实，全面总结 2022 年全市节水工作，部署推进

2023 年节水重点工作任务，7月 18 日，汕尾市召开 2023 年度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第一召集人、

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庆务出席会议并讲话。召集人、市水务局局长黄宝俊主持会议，市发改局等 18 个

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全市 2022 年节水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效，对农业节水专项行动、管网漏损率控制、再生

水利用、合同节水、节水载体建设和节水宣传等工作做出部署。市住建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教

育局等部门对各自领域的节水工作做交流发言并提出下阶段举措。与会人员围绕节水目标任务、职责

分工、考核指标、工作要求等进行深入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会议强调，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此次会议精神，严格按照国家、省 2023 年节约用水重点工作部署，

对照《汕尾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汕尾市农业节水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重点目标任

务，聚焦问题，压实责任，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我市 2023 年节约用水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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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政府督导陆河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工作

11 月 21 日，根据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要求，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庆务带队前往陆河县调研督导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市水务局、林业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科技局分管领

导参加，陆河县政府分管领导陪同调研。

督导组一行先后来到螺河排水防涝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和螺河宝安碧道项目实施点，现场查看工

程进展情况，仔细询问了影响宝安碧道实施的制约因素，随后在陆河县政府召开座谈会，围绕花鳗鲡

保护区问题，统筹资源保护和“百千万工程”实施，进一步推进陆河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

县项目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督导组要求，陆河县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全力加快陆河

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建设进度，确保财政部、水利部终期评估顺利通过。

汕尾市举行“节水优先 绿美汕尾——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环品清湖徒步活动

适逢第三十一届“世界水日”、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之际，由市河长办、市水务局、团市委

联合主办的“节水优先 绿美汕尾——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环品清湖徒步活动于 3月 22

日在市区善美广场隆重举行。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庆务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水务局局长黄宝俊致辞。市

直有关单位，城区人民政府，汕尾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城区各节水载体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邀请 9位领导嘉宾为市城区 53 家节水载体授牌，分别发放了节水型单位、节水型企

业、节水型学校、节水型小区称号牌匾，并为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发放省级取水口标识。徒步队

伍热情饱满地从善美广场出发，徒步 5公里，途经两个补给点，最后到达显达时代广场亲水平台。在

行进过程中，大家精神抖擞，队伍整齐，积极捡拾湖边垃圾，并号召沿途市民一起共护母亲河，传播

节约用水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做节约用水的倡导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为打造美丽河湖、建设绿美汕

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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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10 月 30 日，汕尾市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市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具备应急供水功

能，为市区居民生活用水提供“双重保险”，有效提高市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应急备用水源是城市供水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市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是构建汕尾市“螺河—

黄江（公平水库）—汕尾市区、海丰青年水库—汕尾市区”两纵骨干水网体系的重要工程。该工程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正式开工，总投资 9000 多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DN1000 输水管道 12.271k

m；新建青年泵站一座以及新建减压井、检修阀井、排泥阀井、排气阀井等附属建筑物。工程的建成，

将为汕尾市区在特殊干旱年或连续干旱年以及突发水污染事故情况下提供日常生活用水量的 75%、工

业及城镇用水量的 30%用水需求，是保障市区扩容提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黄宝俊带队调研海丰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建设

4 月 24 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宝俊率队前往海丰县可塘镇调研海丰东部片区供水提升

工程建设。市水务局建管科有关同志，海丰县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调研组实地察看在建的可塘水厂第二条日供水 3万立方米扩建工程，听取海丰县水务集团关于海

丰县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宝俊同志指出，海丰东部片区供水提升工程的建设将实现

可塘、赤坑、陶河、大湖四镇城乡一体化供水，可覆盖 67 个村(社区），215 个自然村，18.4 万人的

用水需求，意义重大。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村供水“三同五化”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海丰县要依靠县水务集团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二是要强

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协调配合，把握好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加快推进海丰东部片区供

水提升工程建设，尽早发挥工程效益；三是要强化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把关，牢固树立工程质量安全“红

线”意识。

汕尾市水务局开展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调研

10 月 18 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宝俊与副局长林松辉、总工刘建梅率队前往陆丰市、海

丰县，调研汕尾市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情况。调研组一行深入田间地头，先后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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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海丰县梅陇灌区、陆丰市螺河灌区，充分了解灌区建设与高标准农田的衔接情况、灌区农业水

价改革推进情况和标准化灌区创建情况，研究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项目申报等问题。

黄宝俊带队检查农村饮水工作

5 月 26 日，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宝俊率队前往陆丰甲西镇渔池村检查农村饮水工作。宝

俊同志进村入户，详细了解渔池村村民使用自来水情况，察看自来水水质、水量，询问村民对供水满

意度及意见建议。宝俊同志强调，村村通自来水工程是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件、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为切实让村民“喝得上

水、喝得上好水”，各级水务部门要深入推进农村供水“三同五化”改造提升工程，加速提高农村供

水规模化比例，建设改造一批规范化小型供水工程，更新老旧管网，整体提升农村供水水平。同时要

提高水厂管理标准，加强工程运行维护，强化水源保护和水质保障措施，确保供水设备长效运行、发

挥效益，不断增强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乡村振兴作出水利贡献。

汕尾市水务局召开全市水政监察暨小水电站生态流量落实工作会议

12 月 12 日，市水务局召开全市水政监察暨小水电站生态流量落实工作会议，深入学习全国、全

省水政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23 年全市水政监察工作，交流经验做法，分析当前形势，布置 2024

年水政监察工作重点任务及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管控工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让畅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会上，各县（市、区）水务（水利）局负责同志分别汇

报了 2023 年水政执法工作情况、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对河道采砂、河湖违占、水土保持、

水资源、小水电生态流量等水行政执法监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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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全民行动 共创绿美家园--汕尾市水务局深入组织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6 月，汕尾市水务局联合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在奎山公园门前发放节水宣传物品，向市民介绍

水情形势、节水小知识、节水的重要性及家庭节水小妙招，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培育绿色生活方式。

下来，市水务局将持续统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节水宣传活动，通过节水

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农村活动，不断扩大科学用水、合理用水的宣传覆盖面，让节水内化为

人们的精神追求、自觉行动，让节水理念蔚然成风。

汕尾市开展节水宣传进医院活动

为树立广大人民群众节约高效用水理念，促进人、水、社会和谐发展，7月 10 日，市水务局联

合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在汕尾逸挥基金医院开展节水宣传进医院活动，面向医院职工、患者及陪同

家属宣传节水常识，扩大节水宣传覆盖面，营造人人节水、时时注意节水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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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节水宣讲进高校

10 月 18 日，汕尾市水务局与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组成宣讲组前往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节水宣传进校园系列活动。

宣讲组以“珍惜小水滴 城市更美丽”为主题，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讲座。从水资

源的现状与重要性讲起，再由汕尾市水资源目前面临的危机与挑战逐渐引申到节约用水的意义，并介

绍了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应用的节水措施，呼吁同学们从点滴小事做起，惜水节水。宣讲组通过悬挂

横幅、派发节水宣传手册和系列活动纪念品，为老师同学讲解我市水资源配置、节水工作开展情况。

师生们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在生活中自觉爱水护水、惜水节水，为节约用水出一份力。

汕尾市水务部门推进合同节水宣传进企业

为深入贯彻“节水优先”方针，推进国家节水行动，提高企业节水意识，倡导科学用水和节约用

水，11 月 15 日，汕尾市水务局联合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走进汕尾雅泰隆食品有限公司，以

推动合同节水管理为着力点，积极探索企业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开展合同节水宣传进企业交流活动。

汕尾市水务局开展 2023 年节水载体评审验收

12 月，市水务局组织验收专家组对城区、陆丰市 35 家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5家节水型企业、1

家节水型酒店、1家节水型学校及 6家节水型小区共 48 家单位进行评审验收。

验收专家组现场听取申报单位关于节水创建工作情况汇报，实地查看节水器具使用、水表计量、

制度上墙和节水宣传等情况，对节水载体进行评分。经验收专家组评定，48 家申报单位均达到创建

标准，通过验收。



38


	一、综  述
	二、水资源量
	三、蓄水动态
	四、水资源开发利用
	五、用水分析
	六、重要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