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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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2.7km2。境内集雨面积100km2以上河流有13条，其中直流

入海的有4条。螺河和黄江是区域内集雨面积1000km2以上的两大河流。本公报采用行政分区对全

市水资源状况及其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行政分区按汕尾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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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全市平均降雨量1408.9mm，折合年降雨总量61.32亿m3，较2020年减少18.5%，

较多年平均值减少33.2%，属枯水年份。2021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5.78亿m3，较2020年减少

44.3%，较多年平均值减少54.7%。其中地表水资源量25.78亿m3，折合年径流深592.4mm，

较2020年减少44.3%，较多年平均值减少54.7%；地下水资源量为5.929亿m3（未统计中深层

地下水），较2020年减少44.3%，较多年平均值减少54.5%。降雨量年内分配仍不均匀，全年降

雨量集中在5～10月，占全年总降雨量91.2%。2021年全市降雨空间分布不均匀，其中陆河县麦

湖站降雨量最大，海丰县赤沙站降雨量最小。全市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2.1863亿m3，较

年初减少0.5687亿m3，占正常库容的31.6%。

2021年全市总供水量为9.470亿m3，与2020年相比，减少8.2%。全市以地表水源供水为

主，占总供水量的97.2%，地下水源占2.6%，非常规水源占0.2%。在地表水供水量中，蓄水工

程供水占83.8%，引水工程供水占9.2%，提水工程供水占7.0%。

用水仍以农业为主，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0.3%；林牧渔畜用水量占7.9%；工

业用水占7.1%，其中火电用水占1.1%，一般工业用水占6.0%；城镇公共用水占5.0%；居民生活

用水占总用水量的19.3%；其它用水占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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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用水占75.3%；生活用水占24.3%；生态用水占0.4%。

2021年，全市总用水消耗量为4.338亿m3，耗水率为45.8%，比2020年增加1.3%。

2021年，全市万元GDP用水量73.52m3，与2020年相比，用水指标降低20.0%；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 16.22m3 （包含火核电），与 2020 年相比，用水指标降低 8.7%；人均用水量

352.5m3，与2020年相比，用水指标降低8.7%；农田实灌亩均用水量811.9m3，与2020年相

比，用水指标增加1.0%；城镇居民生活日用水量201.1L，与2020年相比减少11.0%，农村居民

生活日用水量166.3L，与2020年相比减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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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

降雨量

2021年全市平均降雨量1408.9mm，折合年降雨总量61.32亿m3，较2020年偏少18.5%，较多年

平均值偏少33.2%，属枯水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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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2mm、1048.7mm、1348.5mm、1475.2mm、1355.3mm、1494.4mm。

表 2-1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降雨量与 2020 年、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管理区

陆河县

全市

2021 年降水量

亿 m3

3.474

1.038

17.35

24.33

0.4337

14.69

61.32

mm

1150.2

1048.7

1348.5

1475.2

1355.3

1494.4

1408.9

2020 年降水量

亿 m3

4.949

1.643

22.86

30.12

0.5118

15.14

75.22

mm

1638.7

1660.0

1776.2

1826.6

1599.3

1539.8

1728.4

多年平均降雨量

亿 m3

6.899

2.262

27.98

32.50

0.6306

21.51

91.78

mm

2284.6

2284.6

2174.1

1970.7

1970.7

2187.9

2108.8

与 2020 年比较

%

-29.8

-36.8

-24.1

-19.2

-15.3

-2.9

-18.5

与多年平均比较

%

-49.7

-54.1

-38.0

-25.1

-31.2

-31.7

-33.2

降雨特点：受气候条件的影响，2021年汕尾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降雨极端性较强，降雨总量偏

少，全市降雨大体呈“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全市最大点雨量（麦湖站）1856.5mm，最小点雨量（赤

沙站）971.0mm，比值为1.91，最大降水量出现的站点属于螺河流域。全区年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螺河流域和八万河流域中上游地区、龙江流域上游地区、黄江流域的上游平东一带和莲花山脉南麓

红花地水库一带。

图 2-1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降雨量与 2020 年、多年平均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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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黄江流域 2021 年各月份降雨量比较图

2021年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少33.2%，属枯水年份。降雨量年内分配仍不均匀，全年降

雨量集中在5～10月，占全年总降雨量91.2%。最大1小时降雨量站点为陆丰市西南镇屯埔站，出现时间

9月14日，累计降雨83.5mm；最大24小时降雨量站点为陆丰市桥冲镇桥冲站，出现时间5月31日，累

计降雨313.5mm。

图 2-2 汕尾市 2021 年降雨量等值线图

图 2-3 2021 年各代表站 5~10 月与全年降雨量比较图

图 2-4 螺河流域 2021 年各月份降雨量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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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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25.78亿m3，折合年径流深592.4mm，比2020年偏少44.3%，比多年平均偏少54.7%。

2021年，汕尾市降水过程主要有12场，分别为5月30日至6月2日、6月8日至6月9日、6月12日

至6月13日、6月21日至6月24日、6月26日至6月30日、7月6日至7月7日、7月16日至7月20

日、7月30日至7月31日、8月3日至8月5日、8月8日至8月11日、10月7日至10月9日和10月12

日至10月15日。

5月30日至6月2日，我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本次降雨主要集中在螺河流域中下

游、乌坎河、八万河及鳌江流域一带和南部沿海地区，过程降雨量在48.5mm～339.5mm之间。其中5

月31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丰市桥冲镇的桥冲站，日降雨量258.5mm。

6月8日至6月9日，我市普降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螺河流域中上游地

区、榕江源头和南部沿海地区。本次降雨分布较不均，过程降雨量在0mm～90.5mm之间。其中6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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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mm。

6月12日至6月13日，受第4号台风“小熊”前身的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出现大到暴雨的降

雨过程，降雨主要分布在莲花山脉南麓、螺河中上游地区和沿海地区，过程降雨量在14.0mm～91.0mm

之间。其中6月12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平东镇的平东站，日降雨量80.0mm。

6月21日至6月24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我市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

程，降雨主要分布在榕江源头、螺河上游和沿海地区。本次降雨的过程雨量在8.0mm～144.5mm之间，

其中6月21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丰市铜锣湖农场的铜锣湖站，日降雨量100.0mm。

6月26日至6月30日，受西南季风影响，我市连日出现分散的大雨或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雨，降

雨主要集中在螺河、黄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和乌坎河流域中游地区。本次过程雨量在25.5mm～252.0mm

之间，其中6月29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公平镇的公平水库（坝下）站，日降雨量84.0mm。

7月6日至7日，受双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降雨主

要集中在我市中部地区，本次过程雨量在3.5mm～62.0mm之间，其中7月6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

陆丰市箖投围水库的箖投围站，日降雨量58.0mm。

7月16日至7月20日，受强对流天气和第7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本市连日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大雨

到暴雨、大暴雨的降雨过程，暴雨分布集中在螺河流域上游、黄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和沿海地区。本次过程

雨量在20.0mm～171.0mm之间，其中7月19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城区海关码头的海关站，日降

雨量91.5mm。

7月30日至7月31日，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我市中北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降雨

分布集中在螺河流域中上游地区、莲花山脉南麓红花地水库一带和沿海地区。本次过程雨量在4.0mm～

119.0mm之间，其中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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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mm。

8月3日至8月5日，受第9号台风“卢碧”外围环流影响，本市出现中雨，局部大雨的降雨过程，降

雨分布集中在螺河流域中上游、黄江流域上游和沿海地区。本次过程雨量在22.5mm～130.5mm之间，

其中8月3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河县河田镇的陆河站，日降雨量105.0mm。

8月8日至8月11日，受西南季风影响，本市连日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降雨过程，暴雨分布

集中在螺河流域中上游、莲花山脉南麓和乌坎河流域上游等地区。本次过程雨量在10.5mm～154.0mm

之间，其中8月10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红花地水库的红花地站，日降雨量107.0mm。

10月7日至10月9日，受第17号台风“狮子山”外围环流影响和人工增雨作业，本市普降暴雨到大

暴雨，降雨分布集中在螺河、乌坎河流域中上游、莲花山脉南麓和南部沿海地区。本次过程雨量在

73.0mm～265.0mm之间，其中10月8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海丰县平安洞水库的平安洞站，日降

雨量192.0mm。 入市和入海水量情况：2021年汕尾市入揭阳市水量为1.320亿m3，直接入海的水量为21.03亿m3。

表 2-2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管理区

陆河县

全市

2021 年地表水资源量

亿 m3

1.192

0.3564

7.583

9.806

0.1748

6.670

25.78

mm

394.9

360.0

589.2

594.7

546.3

678.6

592.4

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亿 m3

3.266

1.071

18.37

19.12

0.3710

14.76

56.96

mm

1081.6

1081.6

1427.8

1159.4

1159.4

1501.8

1308.9

与多年平均比较

%

-63.5

-66.7

-58.7

-48.7

-52.9

-54.8

-54.7

图 2-6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10月12日至10月15日，受第18号台风“圆规”外围环流影响、冷空气和东风波共同影响，本市出

现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分布集中在螺河流域中游、乌坎河、大液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本次

过程雨量在46.0mm～237.5mm之间，其中10月14日出现最大单日降雨量，为陆丰市铜锣湖农场的铜

锣湖站，日降雨量1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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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出现2021年

最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为206m3/s，相应洪峰水位为3.79m，全年未出现高于警戒水位的洪水。全年最

高水位3.87m，出现在6月28日，最低水位1.23m，出现在11月4日。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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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6mm，年径流深最

小的行政区为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径流深为3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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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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为5.929亿m3（未统计中深层地下水），较2020年偏少44.3%，较多年平

均值偏少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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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5.78亿m3，比

2020年偏少44.3%，比多年平均值偏少54.7%。全年产水系数为0.42，产水模数（平均每平方公里产

水量）为59.2万m3/km2。

表 2-3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地下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表

行政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管理区

陆河县

全市

2021 年
地下水资源量

亿 m3

0.4087

0.1340

1.742

2.231

0.0433

1.370

5.929

2021 年
重复计算量

亿 m3

0.4087

0.1340

1.742

2.231

0.0433

1.370

5.929

多年平均
地下水资源量

亿 m3

0.8980

0.2944

3.827

4.903

0.0951

3.010

13.03

多年平均
重复计算量

亿 m3

0.8980

0.2944

3.827

4.903

0.0951

3.010

13.03

与多年平均比较

%

-54.5

-54.5

-54.5

-54.5

-54.5

-54.5

-54.5

图 2-7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地下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表 2-4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水资源总量表

图 2-8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水资源总量与多年平均比较图

行政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区管理区

陆河县

合计

年降水量

亿 m3

3.474

1.038

17.35

24.33

0.4337

14.69

61.32

地表水资源

亿 m3

1.192

0.3564

7.583

9.806

0.1748

6.670

25.78

地下水资源

亿 m3

0.4087

0.1340

1.742

2.231

0.0433

1.370

5.929

不重复计算量

亿 m3

0

0

0

0

0

0

0

水资源总量

亿 m3

1.192

0.3564

7.583

9.806

0.1748

6.670

25.78

产水系数

0.34

0.34

0.44

0.40

0.40

0.45

0.42

产水模数

万 m3/km2

39.5

36.0

58.9

59.5

54.6

67.9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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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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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3亿m3，较2021年初减少0.5687亿m3。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0.8872亿m3，比2021年

初减少0.5852亿m3；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为1.2991亿m3，比2021年初增加0.0165亿m3。全市2021

年末水库蓄水量占正常库容的31.6%。

蓄水动态

表 3-1 汕尾市 2021 年各水库蓄水动态表
类型

大型

中型

合 计

行政分区

海 丰

陆 丰

海 丰

陆 丰

城 区

陆 河

水库名称

公 平

龙 潭

青 年

红花地

黄山洞

平 龙

红 阳

平安洞

南 门

朝 阳

赤 沙

朝面山

巷 口

五里牌

箖投围

三溪水

牛角隆

宝 楼

南 告

新 坑

死库容（万 m3）

1720.0

131.0

310.0

362.0

4.000

55.00

44.00

44.30

79.00

90.00

50.00

204.0

145.1

54.00

74.00

42.00

129.5

100.0

760.0

63.00

2021 年初蓄水量（亿 m3）

1.0132

0.4592

0.2493

0.1044

0.0902

0.0429

0.0584

0.0648

0.0401

0.0392

0.0190

0.0460

0.0882

0.0749

0.0428

0.0501

0.0516

0.0572

0.1498

0.0137

2.7550

2021 年末蓄水量（亿 m3）

0.5140

0.3732

0.1921

0.1085

0.0500

0.0539

0.0426

0.0155

0.0357

0.0326

0.0289

0.0548

0.1481

0.0722

0.0602

0.1187

0.0442

0.0209

0.2003

0.0199

2.1863

年蓄水变量（亿 m3）

-0.4992

-0.0860

-0.0572

0.0041

-0.0402

0.0110

-0.0158

-0.0493

-0.0044

-0.0066

0.0099

0.0088

0.0599

-0.0027

0.0174

0.0686

-0.0074

-0.0363

0.0505

0.0062

-0.5687

图 3-1 汕尾市 2021 年各水库年初、年末蓄水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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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量

2021年全市总供水量为9.470亿m3，

较2020年减少8.2%。全市以地表水源供

水为主，占总供水量的97.2%，地下水源

占2.6%，非常规水源占0.2%。在地表水

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占83.8%，引水

工程供水占9.2%，提水工程供水占7.0%。

水资源开发利用

用水量

2021年全市总用水量为9.470亿m3（包含火电直流冷却水）。其中农业用水6.462亿m3，占总用水

量的68.2%；工业用水0.6698亿m3，占总用水量的7.1%，其中火电用水0.1070亿m3，一般工业用水

0.5629亿m3，分别占工业总用水量的16.0%和84.0%；城镇公共用水0.4693亿m3，占总用水量的

5.0%；居民生活用水1.828亿m3，占总用水量的19.3%；生态环境用水0.0410亿m3，占总用水量的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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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亿m3，占总用水量的75.3%；生活用水2.297亿m3，占总用水量的24.3%；生态用水0.0410亿m3，占

总用水量的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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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工业用水量最高，占总工业用水量的37.5%，华侨管理区的工业用水比例最低，占

总工业用水量的0.1%；农业用水比例最高的是海丰县，为42.4%，其次是陆丰市，为41.1%。

2021 年城区用水结构与 2020年相比有较大变化，居民生活用水占比 40.4%，比 2020 年减少

12.8%，工业用水占比27.1%，比2020年增加1.4倍，主要原因是2020年公共供水企业在统计工业用水

时未把管网漏损量统计进去。其它各分区用水结构与2020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表 4-1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供水量表
单位：亿 m3

图 4-1 汕尾市 2021 年地表水源工程供水比例图

行政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管理区

陆河县

合计

地表水源供水量

蓄水

0.8451

0.1316

3.205

2.979

0.0798

0.4737

7.714

引水

0.0389

0.0200

0.1841

0.1016

0.5029

0.8475

提水

0.0004

0.1909

0.3863

0.0068

0.0568

0.6412

合计

0.8840

0.1520

3.580

3.467

0.0866

1.0334

9.203

地下水源
供水量

0.0407

0.0023

0.0731

0.1161

0.0152

0.2474

海水淡化

0.0171

0.0171

污水
处理回用

0.0029

0.0029

总供水量

0.9247

0.1543

3.653

3.603

0.0866

1.049

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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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消耗量

2021年全市耗水率为45.8%，比2020年增加1.3%，总用水消耗量为4.338亿m3。其中农业耗水量

最多，各分类耗水率为：农业74.3%，工业4.8%，生活20.5%，人工生态环境补水0.4%。

表 4-2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各类用水量结构表
单位：亿 m3

行政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管理区

陆河县

合计

农业用水

0.1377

0.0562

2.7404

2.656

0.0760

0.7961

6.462

一般工业用水

0.2509

0.0006

0.1796

0.1105

0.0009

0.0204

0.5629

火电用水

0.0421

0.0117

0.0532

0.1070

城镇公共用水

0.1567

0.0031

0.1728

0.0891

0.0013

0.0463

0.4693

居民生活用水

0.3730

0.0518

0.5265

0.6857

0.0081

0.1826

1.828

生态环境用水

0.0064

0.0005

0.0220

0.0085

0.0003

0.0033

0.0410

总用水

0.9247

0.1543

3.653

3.603

0.0866

1.049

9.470

图 4-2 各行政分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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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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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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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指标

2021年，全市万元GDP用水量73.52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6.22m3（包含火核电），人均综

合用水量352.5m3，农田实灌亩均用水量811.9m3，城镇居民生活日用水量201.1L，农村居民生活日用水

量166.3L。

用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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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为城区，主要与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结构有关；2021年汕尾市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小于2020年度17.76m3。

表 5-1 各行政分区 2021 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表

行政
分区

城区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海丰县

陆丰市

华侨管理区

陆河县

合计

人均
水资源量
（m3）

300.5

630.8

1021.3

798.7

1248.6

2673.3

959.6

人均
综合用水量

（m3）

233.1

273.0

492.0

293.5

618.7

420.3

352.5

万元
GDP 用水量

（m3）

29.04

39.80

89.94

86.09

161.2

104.1

73.52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m3）

30.76

27.43

12.01

11.55

13.35

14.40

16.22

不含直流
火核电冷

却用水

30.76

27.43

12.01

11.55

13.35

14.40

16.22

农田灌溉
亩均用水量

（m3）

317.9

496.3

829.5

868.8

644.3

870.1

811.9

居民生活日用水量（L）

城镇生活

258.5

252.9

192.6

171.5

176.1

207.6

201.1

农村生活

253.7

250.1

197.9

138.2

136.4

192.3

166.3

水资源态势：2021年为枯水年。

用水变化趋势：2021年全市总用水量比2020年减少8.3%。其中，农业用水减少9.4%，工业用水

减少10.5%，生活（包括居民生活、城镇公共和生态环境）用水量减少9.7%。2021年为枯水年，全市优

先保证生活用水，且限制工业用水，因此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减少20.0%、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较2020年减少8.7%。随着水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各项农田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

优化调整，节水意识不断提高，但由于2021年降水同比减少，故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相对增加；由于

2021汕尾全市干旱，居民生活用水不足，故居民生活用水较2020年相对减少。

表 5-2 全市 2021 年与 2020 年各项主要用水指标比较表

年份

2020

2021

比较 （%）

人均用水量
（m3/人）

386.2

352.5

-8.7

万元 GDP
用水量
（m3）

91.86

73.52

-20.0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

（m3）

17.76

16.22

-8.7

农田灌溉
亩均用水量

（m3）

803.6

811.9

1.0

城镇生活
用水量

（L/D）

225.9

201.1

-11.0

农村生活
用水量

（L/D）

169.6

166.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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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程度

2021年全市各区水资源利用程度差别较大，平常年份汕尾市本地水资源量大部分为集中在汛期的洪

水，故利用率不高，但由于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为枯水年，水库蓄水量锐减，故本年的水资源开发

利用率较常年偏高。按2021年来水统计，汕尾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36.7%，其中城区20.3%、红海湾

经济开发区15.8%、海丰县58.5%、陆丰市37.6%、华侨管理区2.5%、陆河县15.7%。

图 5-1 2011 年～2021 年各类用水量变化趋势图

图 5-2 2021 年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比较图

重要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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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防御司督察专员顾斌杰到我市调研抗旱保供水工作

2021年11月30日至

12月1日，水利部防御司

督查专员顾斌杰 （正司

级）一行到我市调研抗旱

保供水工作。省水利厅二

级巡视员曾建生、副市长

温树斌、市水务局局长黄

宝俊陪同调研。

顾斌杰一行首先前往

海丰县公平水库，察看公

平水库供水区域抗旱保供水情况，听取市水务局、海丰县政府当前旱情和抗旱保供水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随后前往市区赤岭水库察看汕尾市区抗旱抢险黄江引水工程，了解工程运行情况。顾斌杰充分肯定我市前

一阶段抗旱保供水工作，要求我市下来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水利部关于防

旱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抗大旱、抗久旱”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全市生活生产用水需求；进一

步增强防旱抗旱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消除“观天下雨”和“等、靠、要”的思想,把节水蓄水保供水作为

一项重要民生任务来抓，强化节水限水措施；加强水库和河道水资源管理，算清水账，精细做好用水计划

和调度，全力保障供水安全。

广东省水利厅厅长到我市调研时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需求和饮水安全

10月27日，广东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王立新率队到我市调研粤东水资源配置和今冬明春抗旱工

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逯峰会见王立新一行，副市长林军参加调研。

王立新一行先后到海丰县黄江应急取水项目现场、市城区赤岭水库实地察看工程施工情况，听取工程

规划和施工进展有关情况介绍。

王立新指出，汕尾要加快制定水资源配置设计方案，推进前期工作，科学配置水资源，为汕尾发展及

人民基础生活提供坚实保障。要推进蓄水工程建设，畅通内外水资源补给，解决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和总

量不足问题。要提升水利管理水平，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需求和饮

水安全。

广东省水利厅赴我市开展抗旱工作调研

3月26日至27日，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邹振宇一

行4人赴我市开展抗旱工作调研，指导当前抗旱保供水及春耕

用水情况。调研组现场调研了海丰县红花地水库、公平镇、城

东镇当前抗旱保供水及春耕用水情况，市政府副市长林军、副

秘书长林庆务陪同调研。26日下午17时30分，省水利厅调研

组在海丰县政府召开抗旱工作座谈会，副秘书长林庆务、市水

务局局长黄宝俊、海丰县政府及县水务局、农业局等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参会。

在抗旱工作座谈会上，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邹振宇

对我市抗旱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抗旱保供水工作。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抗旱保

供水工作事关全局、事关稳定、事关民生，应对旱情是讲政

治、保民生、促发展的重大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把抗旱保供水

作为当前重要工作，强化全市域统筹、多部门合力、全社会协

同，组织力量进一步落实抗旱保供水各项措施。

二是要立足最不利情况，抓好当前抗旱工作。今年入汛偏

晚，抗旱工作将更加严峻，各地要找准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和应对措施，要明确指挥框架，靠前统

筹，进岗到位，确保工作落细落实。要摸清底数，算清水帐。各级水利部门要督促指导水库管理单位继续

做好后续供水计划的更新和报备，按居民生活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用水的顺序，科学合理安排供水，选

择最优化供水方案。充分利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解决应急供水，全力保证供水安全。要高度重视节水

工作，细化实化节水宣传措施。

三是要立足长远，谋划供水体系，做好供水保障规划。加快防旱抗旱重点工程及远景水利工程建设步

伐。谋划细化跨流域、区域引调水工程供水调度方案，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重点协调大

江大河、大型水库的跨流域、区域引调水工程调度，提高常规供水保障能力，以求从根本上解决汕尾季节

性、结构性缺水现状。

珠江水利委员会到我市开展 2021 年度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监督检查

2021 年 11 月 3

日，珠江水利委员

会水土保持处处长

陈文贵和广东省水

利厅水土保持处副

处长周春坚一行到

我市开展2021年度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监督检查工作。检

查组检查了陆河县

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河口北溪河生态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的施工现场，查阅了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和资

金管理、组织实施及进度、建设管理、工程质量、工程验收、以及信息化应用等资料，并在项目所在地河

口镇田墩村委会召开座谈会。

检查组一行充分肯定该项目的实施效果，指出项目紧扣乡村振兴发展，在治理河道同时配套景观工

程，建好的部分工程已初步发挥效益，极大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检查组要求市、县水务部门要继

续加强指导，陆河县要足额落实项目建设配套资金，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优化项目实施区域和内容，各参

建单位要认真履职，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市水务局总工程师林松辉陪同检查并作了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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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利厅到我市开展 2021 年水行政执法监督检查

7 月 28 日至 30

日，广东省水利厅水

行政执法检查组对我

市开展 2021 年度水

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

作。检查组一行根据

省水利厅印发的《广

东省 2021 年水行政

执法监督工作实施方

案》要求，重点对我

市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执法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通过“七查一听”（查资料、查

专项行动、查现场、查数据图像、查举报监督、查能力、查满意度、访座谈）方式，分别抽查了市水务

局、海丰县、陆河县、陆丰市水务局2020以来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一行对我市工作开展情况给予高度

肯定，同时提出存在的工作短板。下来，我们将继续按省的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水行政执法工作，聚力提

升执法办案质量。

韩江流域管理局到我市监督检查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管理工作

根据省水利厅的工作部署，8月31日至9月2日，省韩江

流域管理局到我市开展2021年度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管理

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围绕前端“取用水许可审批及年度用水总

结和计划下达”、中端“节约用水”、末端“取用水台账资料”

等，系统性深入查找依法履行管理职责、规范取用水户用水行

为、提高用水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检查组通过听汇报、看现场、查资料等方式对全市2个县

域、3个重点用水单位、6个取水单位开展检查，其中酒店1

家、企业3家、水厂2家、灌区1家、水电站2家。

通过此次监督检查，我局将更加重视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

水工作中短板，根据发现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抓整改，

持续跟踪问题整改情况，进一步规范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各

环节要求，促进和提高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监管水平，推进依法

治水、管水，强化水资源管理工作。

张晓强调研品清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
远近结合 标本兼治 综合施策 系统治理 打造生态之湖 景观之湖 人文之湖

4月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晓强专题调研品清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强化系统治理、科学

治理、工程治理、综合治理，努力把品清湖打造成为生态之

湖、景观之湖、人文之湖，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汕尾高质量发展之路。

张晓强先后到市城区中山码头、奎山河东排污口、夏楼美

排污渠、善美广场，实地了解品清湖水质、生态环境监测、湖

长制工作落实、入湖排污口整治等情况。

调研期间，张晓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品清湖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晓强书记强调做好品清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题中之义，是实现汕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

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两山”理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全力做

好品清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市领导余锡群、林少文、林军、邓涛参加调研。

逯峰调研海丰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抓好民生水利

11月5日，市长逯峰率队前往海丰县调研，要求提高政

治站位，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扎实推进水利工程、乡村振

兴等各项民生工作，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逯峰一行深入赤沙水库、公平水库察看，详细了解水库

供水蓄水及饮用水资源保护、管道供水泵站建设等有关情

况。逯峰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树立全市“一盘棋”理念，抢抓水利改革契机，结合城

镇化发展进程，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水资源配

置，着力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活用水安全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

保障。要强化风险意识，加强水情旱情监测预报预警，健全水利工程安全保护制度，提升水工程防洪抗旱

调度水平，加大节水宣传力度，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压实网络舆情管控责任，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

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与保护工作，强化水质监测，确保饮用水水质安全。要强化水资源刚性约

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市多措并举打好抗旱“组合拳”

2020年9月以来，我市降雨持续偏少，截至2021年3月1日，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库容2.04亿立

方米，占正常库容29.4%，比去年同期减少17%，比多年平均减少38.8%，海丰县城东、大湖等局部地

区用水形势趋于紧张，目前全市尚未出现人畜饮用水困难的情况。市水务局于3月1日启动水利抗旱Ⅳ级

应急响应，海丰县水务局已启动水利抗旱Ⅲ级应急响应。

面对旱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晓强书记、逯峰市长、少文常务副市长、林军副市长多次作出指

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抗旱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用水。3月2日，晓强书记深入海丰调研防旱抗

旱等工作，强调要科学调度，综合施策，打好防旱抗旱组合拳；3月3日在全市第六期镇街党（工）委书

记工作交流视频会上再次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抗旱工作。3月1日，林军副市长主持召开全市防旱抗旱工

作会议，全面部署防旱抗旱工作。市水务局立足抓早抓主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水利厅有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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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早做细做实各项防旱工作措施。自去年10月下旬以来先后发

出 《关于做好水库蓄水科学合理调配的通知》、《关于做好汛前蓄水防旱工作的通知》、《汕尾市水务局

2021年汛前抗旱应急工作预案》、《关于抗旱期间严格控制水电站发电的通知》，近期由局领导带队组成5

个工作组深入各地指导防旱抗旱，全力保障今春生活生产用水。

各级水务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水源、群众饮水和春耕生产用水，摸清各类水源现状和工

程运行情况，细化20宗大中型水库和12宗有供水任务小型水库至4月底的供水计划，提前预置抽水机、

柴油等设备和物资，加强对输水管、涵闸、灌溉渠道、抽水泵站等工程设施维护保养，做好抗旱应急准

备。督促指导旱情较重的地区优化用水计划和调度方案，强化应急措施。

各地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先地表、后地下，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科学安

排群众生活、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用水，加强对各水库引水、调水、节水措施的指导，确保水资源合理配

置；进一步加强水工程调度管理，严格执行“电调服从水调”措施，抗旱期间严禁小水电发电弃水。市水

务局加强对公平、龙潭2宗大型水库水资源统一调度。目前，全市除海丰大湖镇南斜湖水库因检修无法正

常供水外，其他有供水任务水库至少可保证一个半月以上供水。

各级宣传部门和水务部门加强节约用水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图文并

茂加大节约用水宣传。3月7日市河长办、市水务局、共青团汕尾市委联合开展巡河护河暨水资源保护志

愿服务活动，引导和倡导广大市民提高治水、护水意识，节约用水,形成全社会节约用水的良好氛围。

我市召开全市抗旱工作调度视频会议

4月2日下午，市政府林军副市长主持召开全市抗旱工作

调度视频会议。会议分析研判当前旱情形势，全面部署抗旱调

度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钟东鸿，市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分

管负责同志，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

象局、汕尾水文测报中心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

分管领导，相关单位参会。

会议强调，一是思想认识要再提高。要充分认识到严重干

旱对民生的重大影响，准确掌握旱情发展形势，全力做好旱灾

防御工作。二是工作措施要再深化。要全面摸排群众饮水情

况，及时修订完善城乡群众生活供水计划，因地制宜采取应急

调水、修建抗旱水源工程、强化节水、限制高耗水行业用水、

分片分时供水、拉水送水等有效措施，全力确保群众饮水安

全；要科学配置水资源，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

调水,先地表、后地下,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加强水资源统

一管理,优先保证城乡群众生活用水，同时做好抗旱水源调查摸底,落实抗旱应急准备；要加大局部旱情严

重地区抗旱工作支持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存在问题；要强化农业生产服务，加强对农业生产抗旱工作

的指导和服务,加大对抗旱工作的资金、物资、技术支持,抢抓农时保春耕；要加强节水宣传和舆情管控，

持续增强群众节水意识；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加强水利工程风险管控，坚守

防汛保安全的底线。三是工作责任要再压实。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防旱抗旱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谋划部

署，随时跟踪了解旱情动态,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生产用水；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齐心协力、密

切配合,共同做好防旱抗旱工作。

林军副市长赴海丰县检查防汛抗旱工作

为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成

果，8月25日，林军副

市长带队深入海丰县水

利工程现场，先后检查

了海丰县西溪水闸、丽

江水闸、台东水闸防汛

备汛工作，实地了解汕

尾市区供水节水改造工

程（公平水库-汕尾管

道输水工程）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建设进度及资金支付等情况，最后到公平水库查看蓄水保水相关情况。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宝俊陪同检查。

林军副市长要求，全市各级水务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谋发展、抓落实的实际举措，在学思悟践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水

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

我市开展巡河护河暨水资源保护志愿服务活动 守护碧水净滩

3月7日，市河长办、市水务局、团市委联合开展“守护

碧水净滩，建设靓丽汕尾”巡河护河暨水资源保护志愿服务活

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导和倡导广大市民

提高治水、护水意识，形成人人参与河湖水污染防治的浓厚氛

围。副市长、市河长办主任林军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河小青”志愿者代表发言；市水务局黄宝俊局

长为“河小青”巡河护河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市政府副秘书长

钟东鸿为民间河长颁发聘书；团市委书记刘丽莉主持活动仪

式。

各县（市、区）于分会场同步举行活动，共600多人参加

活动。活动当天在品清湖、黄江、东溪等重点河湖开展巡河护

河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在城区人工沙滩、罗马广场、显达广

场、明珠广场设立宣传站点，向市民宣传保护母亲河和水资源

集约安全利用相关知识，呼吁全社会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行动

中来。

活动启动仪式后，林军一行沿岸察看品清湖人工沙滩至善

美广场段河湖治理情况，仔细观察湖面是否有漂浮物，沿岸是

否有排污、乱倒乱堆垃圾等现象，同时对沙河岸的白色垃圾、

烟蒂、纸屑、树叶等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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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水务局举办 2021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爱护河湖，节约用水”主题讲座

3月23日，汕尾

市水务局邀请华南河

湖长学院秘书长、高

级工程师汤得福在市

实验小学进行“爱护

河湖，节约用水”主

题宣讲。

汤得福讲师的讲

座通俗易懂，从认识水资源、节约水资源、保护河湖等三个方面进行宣讲，启发同学们认真思考，并踊跃

发言。这次讲座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堂生活，而且提高了同学们节约水、爱护水的积极性，为营造全社

会节水、爱水的风气提供了帮助。

市水务局、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市实验小学师生100多人到场聆听。

汕尾市水务局举办 2021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爱护河湖，节约用水”手抄报比赛

3月22日，汕尾市

水务局联合市教育局在

市实验小学发起“爱护

河湖，节约用水”手抄

报征集活动。投稿作品

从保护河湖、日常节水

等角度进行创作，展现

了少年学子对节约用水

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经过评审，评选出一等奖21名、二等奖26名、三等奖39名。23日，市

水务局、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了颁奖仪式，并为获奖学生颁奖。

学生们把自己对节约用水的理解，对河湖的关心爱护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一幅幅饱含童趣、

充满真情实感的手抄报作品，体现了年轻一代保护水资源的积极性。

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学生从小树立爱护河湖、节约用水的意识，以点带面，营造人人节水的良好风气，

为我们创建美丽河湖、建设节水型社会奠定基础。

汕尾市水务局举办首届“思源杯”
——河长制进校园暨“节水中国，你我同行”征文比赛

3月15日至26日，汕尾市水务局联合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了首届“思源杯”——河长制进校园暨“节水中国，你我

同行”征文比赛。本次征文比赛设置作文组和标语组两个组

别。经认真评审，评审组从投稿作品中评选出作文组、标语组

一等奖各1名，二等奖各5名，三等奖各10名。3月30日，汕

尾市水务局和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相关领导为获奖学生颁奖。

本次活动旨在加强广大师生对河长制工作的了解，提高全

社会爱护河湖、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

识，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监督河湖管理工作，

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年轻学子们将自己对美丽河

湖的关心重视，对水资源珍惜爱护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形成了

一篇篇触动心灵的锦绣文章和一句句振聋发聩的宣传标语，展

现出年轻一代心怀自然、关爱水资源的胸怀和担当。

市水务局联合市住建局组织验收市城区节水宣传主题小公园建设项目

11月 10日，市水

务局联合市住建局对

市城区节水宣传主题

小公园建设进行验

收，城区水利和农业

农村局、凤山公园管

理人员陪同验收。

验收组一行实地

查看了城区凤山祖庙

广场右侧小公园，对

节水宣传主题小公园建设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并检查公园的节水器具、喷灌设施等。验收组一致认为该

公园节水宣传主题鲜明，节水宣传氛围浓厚，同意通过验收。

汕尾市城区节水主题公园建设，面向社会提供生动直观、特色鲜明、功能多样的节水宣传教育场所，

搭建传播节水知识、掌握节水技术、开展节水实践的平台，有利于营造全社会的节水氛围，树立绿色文明

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使广大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促进生态环境改

善，实现人水和谐发展。

陆河县成功列入第三批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

11月上旬，水利部、财政部委托第三方组织技术专

家，对各地报送的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实施方

案开展评审，择优确定了纳入中央财政支持的2022年水

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我市陆河县成功入选，将

获得中央补助资金8000万元。

开展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新时代治水思路，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

要举措。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省水利厅的支持帮助

下，市水务局积极指导陆河县做好编制实施方案等各项前

期工作，通过层层竞争性遴选评审，最终获得2022年全

26 27

重要水事



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

陆河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总投资3.53亿元，计划工期二年，主要建设清洁小流域治理、

流域排水防洪水环境综合治理、碧道建设等8宗项目，治理河长60.36公里，综合整治水土流失102.63平

方公里，涉及5个镇、44个村庄、9.68万人。下一步，陆河县将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要求，以“河畅、

水清、堤固、岸绿、景美、人和”为目标，细化年度实施计划，倒排时间表、明确任务表和责任表，加大

前期工作力度，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全面升级水美乡村建设，构筑“两脉六核（陆河），五水润八

镇”的水生态文明新格局，实现“江河之源、秀水长清；花泉林歌、悠然陆河”的美好愿景。

我市创新水利投融资模式开展市区供水节水改造工程 PPP 项目建设

12月2日，汕尾市区供水节水改造工程二期工程

PPP项目举行签约仪式，汕尾市水务工程事务中心与

广东省粤海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

公司签署项目合同。市水务局局长黄宝俊、副局长李

让畅，粤海水务纪委书记李先平、粤海水务汕尾片区

总经理黄秉真、源天公司总经理冯宝珍，汕尾市水务

工程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出席仪式。

市水务局局长黄宝俊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水资源优化配置，汕尾市区供水节水改造二期工程不

仅对我市抗旱保供水，优化水资源配置有重要意义，

而且有利于建设生活水利网，防止沿途输水受污染，

减少水资源损失，盘活公平干渠周边土地资源，缓解局部地区工程型缺水、资源型缺水的紧张局面，进一

步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参建各方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尽早发挥效益，为把汕尾建设成为沿海经济带靓丽明珠提供水利保障。

粤海水务纪委书记李先平表示，粤海水务将继续秉承“生命水、政治水、经济水”的核心价值观，认

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要求，密切协同各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在原水项目方面的经验

优势，积极做好项目建设运营工作，助力汕尾市实现城市发展和环境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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