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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政办字〔2019〕30号

开发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垂

直管理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高唐县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工作方案》已经县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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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保障全县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作战方案

（2018—2020 年）的通知》（鲁政办字〔2018〕230 号），结合我

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坚决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以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为导

向，坚持饮用水水源地城乡统筹、分级管控、属地管理，全面完成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立、治”重点任务，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坚持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并重，完善预防、预警、应急三大

环节，有效防范重要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着力提升水环境安全保

障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范围。本方案的范围为南王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和清平林场备用水源地。

（三）主要目标。到 2020年，全县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持稳定，

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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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Ⅲ类标准。

二、重点任务

（一）持续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1.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对新建城镇及农村水源地，应按照《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等相关要求及时划

定水源保护区。（县水利局牵头负责）

2.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设

置。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在水源保护区界线顶点、

重要拐点、陆域水域交界处等位置，或者人群易见的道路、地标等

位置设立保护区界碑、界桩；在人群活动密集的路口、取水口、道

路等位置设置保护区宣传牌；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

保护区内的主干道、高速公路等交通路线旁的道路进入点和驶出点，

设置道路警示牌。2019年年底前，完成城镇及以上地表水型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加强巡查、维护，保持界碑、界桩、宣传牌

及交通警示牌状态完好。（县水利局牵头负责）

3.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对一级保护区周边

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水源地，设置物理隔离防护设施，条件允许的

完全隔离；对水源保护区内有高速公路等道路交通穿越的水源地，

采取建设防撞护栏、集中排水设施等措施；对水源保护区内存在输

油、输气管道穿越的水源地，采取防泄漏措施。2019年年底前，完

成城镇及以上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防护。加强隔离防护

设施的管理维护。（县水利局、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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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

1.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2019 年开展城

镇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要按照国家要求，对水

源地内违法违章建设项目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在城镇及以上地表水

型饮用水水源地排查中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水源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关于答

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

办环监函〔2018〕767号）等有关要求予以清理整治，按照“一个水

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原则，制定整治方案，要明确具体措

施、任务分工、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建立销号制度，对

已完成整治问题及时核查销号并建档保存。2019年年底前，完成城

镇及以上水源地保护区环境问题清理整治工作。（县生态环境局、

县水利局牵头负责）

2.深化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综合整治。开发区管委会，各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基础上，深

化整治内容，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协调联动机制，推进联合

执法，强化执法监督，对可能影响水源地水质的违法行为，做到及

时发现、立即制止、快速查处。（县生态环境局、县水利局、县公

安局牵头负责）加快推进全县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全面排

查整治化工企业跑冒滴漏等问题，完善防渗设施。（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牵头负责）推进全县化工企业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建设，加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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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运行维护，及时掌握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县生态环境局牵

头负责）

（三）有效防范水环境风险。

1.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建立环境风险档案。每年组织一次本行

政区域风险源全面排查，完善涵盖工业、交通穿越、管道穿越方面

的风险隐患档案，并根据每年排查结果进行动态更新，更新情况要

于每年 1月 5日前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整治环境风险隐患。按时、

按要求完成工业、交通风险隐患整治，建成工业风险源环境风险防

控体系。（县生态环境局、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

2.强化风险预警监控。科学制定水质监测计划，明确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及频次。定期监（检）测、评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供水

单位供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状况，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县生态环

境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局牵头负责）按照上级要求开展预警

监测，认真分析预警监测数据信息，加强对水源地水质形势研判，

及时发出预警。（县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

3.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预案。2019 年年底前，在风险

隐患排查基础上，深入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特征、历史突发

环境事件、现有应急资源、现有应急工程设施和现有应急预案等方

面的风险评估，参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完善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

案。完善相关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应急工程、防护工程设施、水源

地取水口应急工程，构建“风险源—连接水体—取水口”三级应急防控

体系，完成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库及应急防护工程以及主要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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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拦污坝等应急缓冲设施建设，防止污染物、泄漏物质以及消防水

等污染水源地。（县生态环境局、县水利局牵头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事关社会稳定和

民生福祉，保障水源地水质达标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举措。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履职尽责，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分

管负责同志靠上抓，层层抓落实。县生态环境局将对水源地水质安

全保障进展情况，进行调度、汇总、上报。（县生态环境局牵头负

责）

（二）引导公众参与。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每季度向社会

公开饮水安全状况信息。邀请媒体、公众等参与执法检查，公开曝

光典型违法案件。督促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向社会公开排污、治污情

况，主动接受监督。（县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

（三）实施监督评估。对水源地水质保护攻坚战作战方案实施

动态评估，每年开展一次。2021年，对方案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县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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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