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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青岛市水资源公报》解读

近日，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发布了《2023年度青岛市水资源

公报》。2023年青岛市的降水量如何？水库蓄水动态和水资源

量如何？供水量、用水量和耗水量又是如何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水资源量和蓄水动态

《公报》显示，2023年全市平均降水量 633.0毫米，折合降

水总量 71.48亿立方米，比 2022年全市平均降水量 982.7毫米偏

少 35.6%，比多年平均降水量 687.5毫米偏少 7.9%。

《公报》显示，2023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14.07亿立方米，

比去年偏少 64.1%，比多年平均偏少 20.5%。其中全市地表水资

源量为 11.10亿立方米，全市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7.61亿立方米，

地下水与地表水两者之间重复计算量为 4.64亿立方米。

2023年末，全市 23座大中型水库（不包括棘洪滩水库）蓄

水量为 4.21亿立方米，与上年末蓄水量 5.78亿立方米相比减少

1.57亿立方米。

2024年 1月 1日，青岛市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为 4.18

米，地下水位较去年同期下降 0.81米。

二、水资源开发利用

《公报》显示，2023年全市总供水量 124058万立方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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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表水源供水量 86479 万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69.71%；

地下水源供水量 20898万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16.85%；其他

水源供水量 16681万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13.44%。

2023年全市总用水量 124058万立方米。其中居民生活用水

量 57215 万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 46.12%；工业用水量 21755

万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 17.54%；农业用水量 27236万立方米，

占用水总量的 21.95%；人工生态与环境补水量为 17852万立方

米，占总用水量的 14.39%。

2023 年全市用水消耗量 60963 万立方米，耗水率（耗水量

占用水量的百分比）49.14%。农业耗水量 21772万立方米，耗水

率 79.94%；工业耗水量为 6437 万立方米，耗水率 29.58%；居

民生活耗水量 16000 万立方米，耗水率 27.96%；人工与生态环

境耗水量为 16754万立方米，耗水率 93.85%。

三、2023 年度青岛水务重要水事

（一）加快推进重点工作建设，创建现代水网示范区。加速

推动“五干十脉、五纵五横、两枢多点”的大水网建设，投资

91.5亿元的官路水库工程全线施工，累计完成投资 40亿元，两

条穿库河道改道工程主体完工，围坝工程形象进度达到 25%，获

得 15 亿元增发国债支持。总投资 158.6 亿元的官路水库输配水

工程完成规划方案，将建设覆盖全域的 4条输水管线和 7座大型

水厂，投资百亿元的一期工程前期工作全面展开。迟滞多年的小

沽河防洪排涝及水源利用工程于 2023年 6月全线开工。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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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亿元的 9 个城市更新城市建设项目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151%。积极争取增发国债政策支持，23个水利和城市排水防涝

项目合计争取资金 36.5亿元，占全省争取资金总额的八分之一。

（二）强化水资源配置调度，提升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

实施黄同——尹府水库调水工程、山洲水库——车家河水厂引水

工程、产芝水库西线供水渠道改造等一系列调水工程，2023 年

底全市 24座大中型水库蓄水 5.07亿立方米，全年利用客水 3.67

亿立方米。圆满完成取用水专项整治行动，共核查登记 2.7万余

个取水口，建立了全市取用水“一本账”“一张图”“一套机制”。实

施青岛市水资源税远程在线监控项目建设，实现了全市已办证取

用水户取水量在线监测全覆盖，完善“税务征管、水务核量、自

主申报、信息共享”的水资源税征管模式。

（三）提升城市供排水水平，全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新建

改建老旧城区供水管网 63公里，提标改造崂山水厂，扩建棘洪

滩等 3 座水厂。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改造 369.88

公里供水主管网和 369 个村庄村内管网，新增规模化供水村庄

1469个，54个未通自来水村庄实现通水销号。我市连续 4次通

过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在全国住建系统推广经验。巩固“两个

清零”成果，全面完成 6260公里市政污水管网排查，城市和县城

建成区 102处水体未出现返黑返臭问题。系统推进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16座城市污水处理厂 5座完成提标改造，10座已开工

建设，麦岛污水处理厂下地改造有序推进，水环境的系统治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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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现代化青岛积淀了更加深厚的绿色底蕴。

（四）推进河湖长制落实落细，生态河湖治理取得新成效。

深化河湖长制落地落实，完成 32条重点河道健康评价，排查整

治河湖“四乱”问题 2567处，新创建省级美丽示范河湖 4条。

小沽河治理砂石管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加强水环境源头整治，李

村河、张村河、白沙河等城区河道整治提速，全面打造主城区绿

色廊道，两河流域管网改造项目率先开工建设，柏果树、五龙埠

等 6 个小流域治理工程全面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3.9 平方

公里，水系绿化达标率超 75%。

（五）积极推进供水水质提升，不断优化水务营商环境。坚

持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措施和动员引导相结合，着力推进单村

供水村庄联网并网、未通自来水村庄通水销号、供水工程标准化

管理。投资 12.45亿元重点推进 11处农村供水工程，升级扩建 3

座水厂，改造 370公里供水主管网和 369个村庄村内管网，全市

新增规模化供水村庄 1469个，改造完成未通自来水村庄 54个，

完成 28座农村水厂标准化管理评价。突出抓好农村供水水质检

测，全市农村供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率分别提升到 99.7%、

96.3%，更高水平保障了 511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实施市内三

区老旧供水管网、二次供水泵房及 70余万只远传智能水表改造，

推广“青水管+”“三上门、三集成”服务，累计开展业务 12000

余次，打通供水服务的“最后一米”，市民反映集中的水压、水

质、水费等烦心事同比下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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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动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积极开展创先争优。出台《青

岛市小型水库巡库员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规范巡库员管理，

加强小型水库巡库员与公益性岗位相融合，合理开发公益性岗

位，推动实现“专职+专业”，初步构建起全面覆盖、管理规范

的巡查队伍管理体系。即墨区成功创建“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体

制改革样板县”，张家河、山阴、苏口、台子沟等 4座水库获评

“山东省乡村小型样板水库”。开展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和全市水

务工程质量监督履职情况巡查，官路水库工程、即墨宋化泉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代表山东省接受水利部水利建设质量履职巡查和

质量考核，得到水利部、省水利厅考核组充分肯定。省水利厅对

2023年度市级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评议，我市获得 A级。

（七）水利移民管理工作规范高效，连续多年走在全省第一。

编纂完成《青岛市水库移民大事记》，填补了水库移民工作行业

历史空白。2023年全市一次性提前拨付完成全年 5341万元大中

型水库移民直补资金。投资 1.59亿元，完成库区和移民安置区

美丽移民村建设、产业扶持、基础设施提升改善、库区经济社会

发展等 137个移民项目年度扶持建设任务。争取中央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资金 2.12 亿元，实施扶持项目 189个，惠及 280 个水库

移民村，4个移民村新入选全省景区化村庄。移民培训助力乡村

振兴，组织完成以农村土地政策、产业发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和典型案例为主要内容的移民村干部和致富带头人集中培训 2

期 268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