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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号）水利部： 你部报来《关于呈送海河流域综合规划

审查意见的报告》（水资〔１９９３〕３５８号）收悉。国

务院原则同意你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海河流域综合规划的审查

意见。现就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海河流域的防洪问题关

系着北京和天津等城市、海河平原八千万人口，七百七十三

万公顷耕地的安危。根据流域的特点和治理经验。采取“上

蓄、中疏、下排，适当滞洪”的治理方针是合理的。同意规

划中确定的防洪标准和防洪对策。要抓紧黄壁庄、王快、西

大洋等大型水库的除险加固，并在适当时机修建陈家庄（永

定河），石匣里（桑干河），张坊（拒马河），盘石（淇河

）等综合利用水库。要把河道治理特别是入海尾闾的治理放

在重要地位，尽快达到规划的泄洪能力。要妥善解决好滞洪

洼淀范围内群众的安全问题。 同意规划中确定的排涝标准和

工程措施。要有计划地对排涝标准偏低地区和严重淤积河道

进行整治，加强排水渠系的配套建设，使各级排水工程相互

适应。 二、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海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

要制约因素。规划提出的“全面节流，适当开源，加强保护

，强化管理”的综合对策是必要的。应大力提倡在工农业生

产和人民生活中开展节约用水活动。要合理开发利用地表水

和地下水，加强污水处理回用和海水利用。坪上、乌拉哈达

、黄庄洼等水库可根据需要安排建设。引长江、黄河流域的

水是解决海河流域水源不足的根本性措施，已开工建设的引



黄入卫、万家寨水利枢纽和引黄入晋工程应按期完成；其他

引黄北调以及南水北调等工程，要统筹安排，组织实施。 三

、海河流域土地资源丰富，光热条件良好，发展农业的潜力

很大。在海河治理开发中，要坚持把农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放在重要位置。近期的重点是，对现有灌溉工程进行配套

挖潜和改造，大力推行节水措施，推广应用科研成果，提高

水的有效利用率，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同时，要积极开

辟新的水源，扩大灌溉面积。沿黄地区地下水较丰，可适当

增加开采量。引长江、黄河水后，应给农田灌溉调整和补充

水源。 四、海河流域城镇供水严重紧缺，农村的饮用水也很

困难，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原则同意城市供水

规划。北京、天津及华北地区缺水严重，只有实现南水北调

才能满足其需求。当前要积极采取引黄河水和适当调整当地

水源相结合的措施，以缓和城市供水紧张的局面。考虑到黄

河水量有限，应加快引江工程的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实施。

山西能源基地的缺水问题，可由万家寨水利枢纽及引黄入晋

等工程解决。平原高氟饮水区由引黄河、长江水解决。山区

饮用水困难的地区要积极寻找地下水或其他水源。 五、海河

流域水体污染十分严重，河道纳污和污水灌溉又造成地下水

污染，使水环境恶化。要认真贯彻国家的有关环保法律、法

规，积极进行污染源的治理和水资源保护。规划贯彻了“以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明确了近期保护的重点为城市

水源地、重要引水工程及流经城市的主要河段。同意规划中

提出的水源保护目标和防止水体污染的主要措施。要按照“

谁造成污染，谁承担治理责任”、“谁受益、谁付费”的原

则，重点抓好大中城市的污染源治理、排水系统的改造和完



善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兴建。 六、原则同意水土保持规划

。应按照“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

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制订防治目标和措施，继续组

织好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改善生态环境。已列入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的永定河上游、潮白河密云水库上游和

滦河潘家口水库上游，应继续抓紧治理。同意新增漳卫河上

游、滹沱河上游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以加快水土流

失的综合治理。同时，要继续加快水源涵养林体系的建设。 

七、抓紧编制河口综合治理规划。请水利部会同国家计委等

有关部门和天津市、河北省尽快开展工作。河口的治理开发

必须有利泄洪、便利航运、保护水产、发展经济、改善生态

环境。 八、原则同意规划选定的近期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中

，防洪工程包括大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重点城市及主要河

道的防洪堤防，入海尾闾的疏浚和挡潮工程，滞洪洼淀的安

全建设和工程建设，兴建陈家庄、盘石、张坊等水库；供水

、输水工程包括桃林口水库、万家寨水利枢纽及引黄入晋、

引黄入卫工程，以及其他引黄北调、引拒济京、南水北调工

程及坪上水库；除涝工程包括徒骇、马颊河清淤、黑龙港运

东地区的老盐河下段、南排河治理工作。以上待建的工程项

目应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需要和可能，统筹安排，分期实施。

对关系全局，具有综合效益的重点工程，已列入“八五”计

划和十年规划的，宜优先安排。 九、同意水能规划。应根据

海河流域水能资源贫乏和华北电力系统缺少调峰容量的特点

，通过经济论证择优建设。 海河流域由于水资源紧缺，造成

了航运中断。同意结合外流域调水考虑航运的用水要求，逐

步恢复通航，近期对有通航条件和通航价值的河道复航工程



应安排实施。 在流域治理中，应注意利用水域发展渔业和旅

游业。 十、这次批准的海河流域综合规划，是今后海河流域

综合开发利用、资源保护和水害防治的基本依据。实施中，

要根据流域治理开发的进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适时补

充修订规划。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要各

负其责，团结治水，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水利部及其海河水

利委员会，要切实加强全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强

化流域的宏观管理和监督职能。流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要予以积极支持和配合。 国务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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