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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水利

阅读提示

我市将充分发挥丽水水质优良、水景优美、水文化积淀深厚等优势，以瓯江
为核心，联动湖、山、城、乡,开发创新水旅游产品,全面提速“水利+旅游”的创新
发展。

□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徐彬

本报讯 近日，经市政府同意，市发改委、市水利

局联合印发了《丽水市水旅融合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标志着全国首个水旅融合规划正式发

布。《规划》指导各县（市、区）水旅融合错位发展，完

善了水旅融合规划项目的结构体系，具有科学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丽水,以水为名,因水而美,为进一步发挥全市丰

富多样自然水系、丰沛纯净水资源、类型多样水利工

程、历史悠久特色水文化的生态效益和富民价值，市

水利局积极谋划水利融合旅游发展的实施路径和总

体思路，为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做出

新时代的水利贡献。水旅融合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全域旅游战略，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

然要求，是丽水市高水平建设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

推进全域旅游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也是发展水经

济、推动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必经之路。

《规划》结合丽水实际，系统梳理和分析评价了

我市水旅资源现状基础，全面剖析了水旅融合发展

的优劣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坚持生态保护优

先、协调统一发展，立足目标导向、强化市场运营，

彰显区域特色、着眼协同发展，坚持主客共享、促进

共同富裕等原则，率先探索激活亲水空间、开放滨

水空间、活化水文化价值和拓展水利工程新功能 4
条水旅融合路径，构建“一廊四脉、聚点成团”的涉

水旅游空间发展格局，通过重点打造“休闲观光”

“户外运动”“文化研学”“生态康养”四大主题产品，

形成“山城水境”“山城水趣”“山城水事”“山城水

居”四大水旅品牌。《规划》初步匡算丽水水旅融合

重点项目总投资规模 360亿元,策划实施太鹤湖欧陆

风情休闲港、古堰画乡——南明湖国际休闲度假区、

云和湖旅游综合体等 9大水旅重点项目。

下步，我市将充分发挥丽水水质优良、水景优

美、水文化积淀深厚等优势，以瓯江为核心，联动

湖、山、城、乡,开发创新水旅游产品,全面提速“水

利+旅游”的创新发展，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

丽水特色”的水旅产业，助推丽水市全域旅游发展，

全面支撑丽水创建世界一流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目标。

我市发布全国首个水旅融合规划

□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秦俊虹 王晶晶

本报讯 为切实发挥水利数字化改革

成果，进一步推进丽水水电行业监管数字

化转型，2022年 3月，丽水市智慧水电手机

端安全生产检查模块完成测试正式上线，

全市利用手机端实现小水电安全检查共

224座次，检查发现问题 48个，已完成整改

45 个，剩余未整改问题已实行动态监管，

限期完成整改。

智慧水电系统是丽水市水电行业监管

数字化转型重要抓手，一直以来，我市着力

建设该系统成为全市统一的水电信息监管

综 合 平 台 ，实 现 行 业 管 理 信 息 一 站 式 服

务。此系统采用云服务架构，集水电基本

信息、行业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生态

流量监管为一体，实现全流程、全过程、全

要素的智能管理，突破了传统文字资料的

束缚，把安全生产、生态流量监管数据进行

可视化展示，管理数据一目了然。

2020 年底，一期重要流域及骨干小水

电生态流量纳入在线监管，同时在 2021 年

6 月累计安装完成 765 座小水电生态流量

监控监测设施，并全部接入智慧水电系统

后，丽水在全省率先实现生态流量在线监

管全覆盖。

2022 年 3 月，我市开发完成电站安全

生产检查电脑端和手机端应用模块，是我

省首个单独开发并投入使用的水电安全生

产数字化应用。建设后，电站业主、市县水

电行业监管人员可通过智慧水电手机端分

别进行“自查、汛前、汛后、专项、年度”5类

检查，并实时录入智慧水电平台，实现农村

水电业务的掌上办公。同时，监管人员可

在手机端直接进行检查，其中包括重点设

施设备运行管理情况、安全管理有关工作

开 展 情 况、生 态 流 量 泄 放 运 行 管 理 情 况

等。此系统还通过手机端数据采集、跟踪

整改、电脑端问题梳理、统计分析等，可以

有效实现安全生产动态监管、闭环管理。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把安全生产检查数据

纳入水电生态信用、年度考核等，强化安全

监管数据管理及动态分析，持续推进安全

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率全省之先

丽水实现生态流量
在线监管全覆盖

□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郑子丹

本报讯 近日，省重点水利工程龙泉市竹垟一级

水库及供水工程导流洞工程顺利开工，导流洞工程

为 水 库 大 坝 施 工 的 前 置 工 程 和 基 础 工 程 ，全 长

399.83 米，标志着该项目政策处理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也标志着竹垟一级水库及供水工程建设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此前，该项目已开展道路改建以及项

目部、预制场、施工临时道路建设等相关工作。

该工程位于竹垟乡，以防洪、供水为主，兼顾农

业灌溉、改善生态环境，初设批复概算总投资 4.4 亿

元，用地面积 12.9 万平方米，建设工期为 42 个月。

主要建设内容为拦河坝（砼面板堆石坝）、溢洪道、

放水、供水建筑、供水管道等，并配套建设道路改建

工程 3.88公里。该水库坝址位于竹垟乡狮坑村上游

约 700 米处，水库坝址以上集水面积为 29.6 平方公

里，坝型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 75.5 米；水

库总库容 879 万立方米，为小（1）型水库；供水管线

全长 8.9 公里，接至八都水厂，项目建成后将发挥巨

大的水利工程效益。

竹垟一级水库将作为竹垟、八都、上垟三乡镇镇

区及周边村庄的主水源，促进三乡镇供水规模化、

集中化，消除点状问题，实现三乡供水一体化，远期

可为三乡镇约 6.23 万人提供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用

水。并与现有竹垟水库联调，有效提高下游竹垟乡

及沿线村庄及农田的防洪能力，保障居民安居乐

业 ，不 断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的 幸 福 感、获 得 感 和 安 全

感。同时，可满足水库下游准中型灌区竹垟灌区及

沿溪农田的灌溉需求，提高灌溉保证率，确保农业

生产用水，并可为下游竹垟溪提供充足生态流量，

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

下一步，龙泉市将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及年度目

标任务，抢抓关键节点，倒排施工计划，全力以赴抓

落实，确保按时保质完成竹垟一级水库及供水工程

建设。

竹垟一级水库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 记者 樊文滔 通讯员 徐彬

本报讯 近日，省财政厅、省水利厅联合下达第

二批 2022年省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我市水利

系 统 共 争 取 4.52 亿 元 ，约 占 全 省 29.0 亿 元 的

15.6%。至此，我市今年已累计争取中央和省级水

利资金 12.1亿元。

本次专项资金将用于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好溪流

域综合治理、竹垟一级水库和松古平原水系综合治理

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以及中小流域综合治理、小型

水库除险加固、山塘整治、水土流失治理、水文测报能

力提升、小型水库、水电生态治理和中型灌区改造等

其他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水旱灾害防

御、水文业务、水保水电监管、农饮水工程管护、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幸福河湖建设试点、重大项目前期经

费和大禹杯奖励等水利管理项目。

今年，全市水利系统上下联动，充分发挥补助资

金效益，计划共投入 50亿资金开展水利项目建设和

管理，共实施 22 个重大水利建设项目，计划完成中

小河流治理 65.8公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8座，山塘

整治 34 座，新建水源工程 14 处，更新改造农村供水

管网 600公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0平方公里，新改

建水文测站 150座等；开展莲湖水库、棠溪水库等项

目重大前期工作，完成全市各类水利工程管护、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水旱灾害防御、水保水电监管等

管理任务。

4.52 亿元省补资金助推水利建设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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