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１〕６４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

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山西省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已经省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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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２０２１年行动计划

为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治理与保护,促进全省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和国家２０２１年水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及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突出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坚持污染减排与生态扩容两手发

力,从流域生态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统筹水资源约束、水环境

治理、水生态修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保障黄河水质,

护卫“华北水塔”,实现“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良好开局,以

高标准保护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二、总体目标

２０２１年,全省重点河流生态流量逐步提升,水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水生态系统稳步恢复,水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完

善.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地表水国考断面达到

或优于Ⅲ类水体比例,劣Ⅴ类水体比例、黑臭水体消除比例等均完

成国家年度目标.围绕“消黑除劣”目标,稳定消除设区城市建成

区、沿黄及沿汾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国考断面全力退出劣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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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三、重点任务

(一)全面加强水资源管控

１实施生态流量管理.以汾河、桑干河等７河为重点,研究

制定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将生态用水纳入水资源日常运行调

度计划,保障河流生态流量.完善相关工程建设,尽快实施浍河、

涑水河生态补水.２０２１年,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应对水污染事故

应急补水机制.持续精准实施汾河干流生态补水,通过年度各月

间水量调剂,每年１２月至次年３月,按不低于１５个流量实施生态

补水.(省水利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配合)

２加强水资源约束.大力推进城镇节水降损,２０２１年黄河流

域县(市、区)率先创建节水型社会,全省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

在１０％以内.大力推进工业节水,推动高耗水企业加强废水深度

处理和达标再利用,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大力推进农业节水,以

汾河、桑干河等流域为重点,规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２０２１年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６０万亩.严控冬春浇期间取用水和非汛期

农田“大水漫灌”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取水行为.(省住建厅、省工

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按职责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３促进城市再生水利用.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积极创新机

制,城市再生水优先用于工业生产、城市绿化、市政杂用以及河湖

景观用水.设区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２２％以上.(省住建厅牵

头,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配合,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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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负责)

４推动工业雨水资源化利用.强化工业厂区初期雨水收集

治理回用,建设初期雨水收集储蓄水池,推进厂区雨污分流管网改

造,工业雨水排口实施非汛期封堵.推进园区雨水资源化利用试

点,鼓励工业园区建设雨水收集、储蓄、处理、回用设施.(省工信

厅牵头,省商务厅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５加强地下水综合治理.对地下水超采地区的取水申请,严

控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对合理的新增生活用水、通过水权转让获得

取用水指标的项目严格进行水资源论证.完善地下水监测网络,

开展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与地下水污染修复试点.(省

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二)持续深化水环境治理

６加快补齐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短板.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能力不足或接近满负荷的污水处理厂实施新建、扩容工程,２０２１

年,汾河流域介休市、交城县、孝义市、霍州市、侯马市和海河流域

忻府区、盂县等县(市、区)完成污水处理厂新建或扩容工程.抓好

全省３２个万人镇和汾河流域６３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

省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的建制镇比例力争达６２％以上.(省住

建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７完善管网建设.推进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改造,２０２１年,

太原市城区雨污合流制排水管网全部改造完成,汾河流域晋中、临

汾、运城３市城区改造完成剩余量的７０％以上,其他设区市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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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完成剩余量的５０％以上,沿黄及汾河流域县城城区改造完成

剩余量的５０％以上,其他县级市及县城城区改造完成剩余量的

３３％以上.加快污水管网混错接改造、管网更新、破损修复改造等

工程,实施清污分流,２０２１年底全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生化需

氧量平均进水浓度达１５０mg/L以上,且均不低于１００mg/L,全省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显著提高.(省住建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

负责)

８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落实城镇污水处理

厂保(提)温提效等措施,对影响新增国考断面水质的城镇污水处

理厂年底前完成保(提)温提效改造,保障冬春低温天气污水处理

厂出水稳定达标.对采用 MBR膜分离等工艺的污水处理厂,采

用新建二沉池或增加备用膜池等措施,防范设备清洗、故障等导致

的不正常运行情况.加强汛期排水管控,通过管网清淤、积存污水

清空、调蓄池建设运行、进水阀门精准管控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

汛期雨水携带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加强城市缓洪池泵站、排水泵站

等管理,定期对池内清淤.污水处理厂进水溢流口实施非汛期封

堵或设立闸阀,严禁非紧急状态下进水溢流口直排生活污水.(省

住建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９深化黑臭水体整治.已完成黑臭水体整治的设区城市建

成区要严防水质反弹,确保长治久清.开展各县级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排查整治,基本消除沿黄、沿汾各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抓好汛前沟渠、池塘等黑臭水体清理工作,通过送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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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处理,及时清空积存黑臭水体.(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

按职责牵头,省水利厅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１０加强工业企业排水监管.持续推进城市产业布局优化和

升级替代,加快推进工业企业“退城入园”.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水

处理能力建设,新增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应科学合理制定污水

处理规划与工艺,按规定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装在线监控.

鼓励新增化工园区废水全收集处理,循环回用不外排.２０２１年１０

月底前,山阴县、应县、太谷区、沁源县、清徐县等５个经济技术开

发区污水处理厂完成建设.(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牵

头,省商务厅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１１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按照分散治理与集中治理

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确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优先

治理水源地保护区、黑臭水体集中区域、乡镇政府所在地、中心村、

城乡接合部、旅游风景区、重点河流沿岸等７类村庄的生活污水,

２０２１年开工建设６００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健全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管护机制,强化设施监管,已建成设施正常运行率达

８０％以上.(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１２加强农业面源综合治理.严格规模养殖排污监管,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管理.２０２１年,完成６９８个规模养殖场粪污

处理设施建设任务.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禽粪污由

“治”向“用”转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７８％以上.大力推广测

土配方施肥,化肥、农药施用量保持负增长.严格管控农田灌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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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直排入河,退水渠非汛期实施闸坝封堵.(省农业农村厅、省水

利厅按职责牵头,省生态环境厅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１３加强旅游区污染控制.加强 A级景区指导,强化污水、垃

圾收集处置体系建设运行.新开发的旅游区因地制宜建设污水、

垃圾收集转运设施,严格管控各类分散型旅游点、农家乐、宾馆饭

店,坚持污染不入河.严格控制涉水景区船舶码头污染,实现污染

物接收、转运、处置设施良好运转.(省文旅厅及景区主管部门、省

交通厅按职责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三)全面实施水生态保护修复

１４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出口人工湿地建设.以汾河、沁河、

涑水河等重点流域为试点,率先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水生态处

理,在污水处理厂排放口因地制宜建设小型人工潜流湿地工程,优

先采用带保温装置潜流湿地,并充分考虑冬季亲水植物生长条件,

污水处理厂出水温度应在１０℃以上,消毒方式由添加次氯酸钠逐

步改为臭氧或紫外线消毒.(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按职责

牵头,省住建厅配合,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１５强化河岸缓冲带建设.沿河(湖、库)两岸建设植被缓冲

带和隔离带,汾河及入黄主要支流城市段沿岸堤外５０米、其余支

流城市段堤外３０米范围内实施植树种草增绿,保护水域及其岸线

空间.(省水利厅、省林草局按职责牵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１６加强河流水系综合整治.持续开展“清河行动”,全面清

理河道内垃圾等废弃物,对影响河流水质的底淤进行清理.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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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治理,２０２１年,阳曲县杨兴河、介休市磁窑河、泽州县巴

公河等支流完成人工湿地建设,柳林县三川河、兴县蔚汾河、石楼

县屈产河、临县湫水河、临猗县涑水河、泽州县北石店河等加快人

工湿地建设,进一步削减面源污染,提升河流水质.因地制宜选择

栽种亲水、耐湿植物,逐步恢复河流水生植被,探索恢复土著鱼类

和水生植物.加大河流源头等良好水体保护力度,加强小流域综

合治理,实施植树种草、封育保护,涵养水源,逐步建设一批美丽河

湖,恢复水清岸绿的水生态系统.(省水利厅、省林草局按职责牵

头,各市人民政府负责)

(四)强化水风险防控

１７提升饮用水水源保护水平.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县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加快问题整改.全面实施乡镇

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对全省２３２个“千吨万人”

饮用水水源地按季度开展监测.推进已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

志牌设置、水质监测监控、违法建设项目及排污口整治等规范化建

设.全面排查影响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的工业企业、种养大户、

垃圾堆放等环境风险源.对饮用水水源水质不达标的农村供水工

程,采取更换水源、安装水质净化处理设备、污染治理等措施,确保

农村饮用水安全.(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按职责牵头,各市人

民政府负责)

１８强化工业企业风险管控.开展重点流域及主要沿黄支流

焦化、化工、制药、金属采选等行业水污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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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企业水环境防控体系建设.加大园区外分散企业环境监管力

度,严防汛期工业废水、雨水混排.(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各市人民

政府负责)

１９加强重点流域应急防控.以涉及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或跨省界、市界以及其他重要环境敏感目标

河流为重点,２０２１年各市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十四五”时期“南

阳实践”工作方案,选择１－２条重点河流(河段)完成“南阳实践”

实施工作.(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按职责牵头,各市人民政府

负责)

(五)完善水管理制度体系

２０建立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机制.完善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工业固定污染源实现全覆盖,涉水排污单位实施按证排污、按

证监管.按照国家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要求,深化入河

排污口“查、测、溯、治”,监测结果每月向社会公开.对水环境承载

能力不足的地区,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加大减排力度,促进水

质达标.探索建立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入河排污口监

管体系,逐步形成以入河排污口为核心、排污单位—入河排污口—

水质断面“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各市人民

政府配合)

２１建立城镇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激励机制.对城镇污水处

理厂在达标排放基础上出水主要污染物指标明显优于山西省«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的进行奖励,提升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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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按职责牵头,各市人民政府配合)

２２强化水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整合优化现有监测监控

体系,完善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完善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网

络,加快构建数据融合平台,提高水生态环境监管成效.(省生态

环境厅牵头,各市人民政府配合)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人民政府是水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责任主体,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部署,全面压实责任,制

定市级年度工作实施方案.要按照“一断面、一方案”原则明确每

个国考断面水质改善措施,实施项目化、清单化管理,特别是“十四

五”新增劣Ⅴ类国考断面及不能稳定达标的断面,必须强力攻坚.

(二)积极统筹资金.各市、县人民政府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重视项目储备入库

工作,积极申请中央及省级资金支持,多方保障资金,确保城镇污

水处理厂、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

正常运行,重点工程项目按期投运.

(三)强化执法检查.严格水环境执法检查,加强污染源监测

监控,严厉打击涉水企业偷排漏排,对无证排污、超标排放以及向

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等环境违法行为

严查重处,保障水环境安全.

(四)严格督察问责.对黑臭水体整治不到位、国考断面水质

改善不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问题整治缓慢的相关市、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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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负责人进行约谈;开展专项督察,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对不认

真履行职责、采取措施不力、未完成水环境目标任务的市县党委、

政府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五)强化技术支撑.建立专家团队技术支撑机制,在河流水

质管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管理、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

建设、跨界断面生态补偿、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等方面强化顶层指

导,强化科学决策支持.

(六)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宣传和监督作用,发

挥企业环境信用体系激励和惩戒作用,通过报刊、网络、电视等媒

体大力宣传水污染防治正面典型,及时曝光被通报批评和约谈的

负面典型.充分发挥“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热线作用,限期办理群众举

报投诉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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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