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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政办字〔2019〕8号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川区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
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淄川区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作战方案

（2018—2020年）》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2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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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打好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
作战方案（2018—2020年）

为切实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根据《淄博市打好饮用水

水源水质保护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年）》的要求，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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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

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立、治”重点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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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饮用水水源地城乡统筹、分级管控、属地管理，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工作范围。本方案的范围为全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以下简称城市水源地）、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以下

简称城镇水源地）、供水人口在 10000人或日供水在 1000吨以上

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简称“千吨万人”农村水源地）和农村饮用

水水源地（含贫困村饮用水水源地）。

（三）主要目标。到 2020年，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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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源水质优于三类比

例稳定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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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任务

（一）持续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

1．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对新建城市、城镇及农村水源

地或划定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水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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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开发区）要组织对保护区现场勘界定标，明

确保护区边界范围和矢量信息。因取水口变更、水文条件变化或

技术要求变化等原因，确需调整已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应结

合当地供水实际，在详细调查污染源分布、补径排特征和水文地

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应急或备用水源建成后及时划定水源

保护区。停用、废弃的饮用水水源地要及时撤销保护区。在确定

饮用水水源地时，水利部门应充分征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

门的意见。对新增、撤销或调整的水源地，水利部门应及时函告

生态环境部门。（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牵头，各镇、街道、

开发区负责落实。以下攻坚任务均需各镇、街道、开发区负责落

实，不再列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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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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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牌。未设立保护区界标和警示牌或设立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

等相关要求予以设立或纠正。2019 年 2 月底前，完成太河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按照国家要求，加快城镇及以上地

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农村水源地（含贫困村水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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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牵头）

3．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按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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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底前，完成太河水库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隔离防

护。按照国家要求，加快城镇及以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和农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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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区交通运输局牵头）

（二）大力推进环境问题清理整治

1．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按照生态

环境部安排部署，2019 年开展城镇及以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

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各镇（街道、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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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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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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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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予以清理整治。按

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原则，逐一制定整治方

案。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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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各类环境问题整治。加强对太河

水库保护区内的督查，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建立完善联合监察

机制，巩固水源地整治成果。（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牵头）

2．加快实施城镇及以上地下水型水源地和农村水源地（含

贫困村水源地）清理整治。2019 年，各镇（街道、开发区）要

对城镇及以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千吨万人”水源地、农村

水源地（含贫困村水源地）进行摸底，全面排查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范围内的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等环境违法问题。2019 年年

底前，饮用水水源地清理整治工作基本见效。各有关部门和各镇

（街道、开发区）要开展信息报送工作，将水源地基本信息、问

题清单、整改方案和整治进展情况，按时报送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水利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牵头）

3．深化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综合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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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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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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太河水库及输水干渠沿线环境监管，防范环境风险；加

快实行汇水区域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通过建

设生态滞留塘、小湿地群等方式净化农田排水，减轻对水源地水

质的影响。（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区公安分局、区农业

农村局牵头，区水利局负责协调市太河水库管理局配合）

（三）有效防范环境风险

1．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建立环境风险档案。从 2018年起，

每年对相关风险源进行一次风险隐患自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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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穿越等方

面的风险隐患档案，并根据每年排查结果进行动态更新。各有关

部门（单位）应将各水源地的档案更新情况于每年 1月 5日前报

区生态环境分局备案。整治环境风险隐患，2019 年 2 月底前，

完成工业风险隐患整治，建成工业风险源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区

生态环境分局、区交通运输局牵头）

2．强化风险预警监控。加强常规监测，每月对城镇及以上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一次，每年进行一次全指标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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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

水利局、区卫生健康局牵头）加强预警监控，区生态环境分局配

合市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太河水库的水质在线监测设施的运行维

护。加强视频监控，2019 年底前，太河水库地表水型饮用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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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安装视频监控，视频监控系统应与水厂和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实时监控环境风险。区水利局配合市水利部门安装视频设施

并与水厂和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市生态环境局配合联网。（区

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牵头）

3．强化应急处置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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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相关演练。完善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和设施建设。全区城镇及以

上水源地根据实际需要，完善救援打捞、油毡吸附、围油栏、临

时围堰等应急物资储备，建设污染物拦截、导流、收集和处置等

应急工程，水体节制闸、拦污坝、导流渠、调水沟渠等防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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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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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部门和各镇（街道、开发区）要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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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落实方案，细化

各项任务到地区、到年度、到部门。建立健全攻坚战行动方案的

调度、检查、督办、通报制度，列出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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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时限清单，完善工作台账。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加强调度、

督导和通报，保障工作顺利实施。（各镇、街道、开发区负责落

实）

（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各有关部门、单位至少每季

度向社会公开饮水安全状况信息；要在政府网站开设“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专栏，每月公开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清理整治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邀请媒体、公众等参与执法

检查，公开曝光典型违法案件。积极搭建公众参与和监督水源保

护的信息平台，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

（三）实施年度监督评估。省政府将对水源地水质保护攻坚

战作战方案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每年开展一次评估。2021

年，对方案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各级、各有关

部门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参考内容，并以适

当形式向社会公布。区政府将对评估实绩突出的，进行表扬；对

工作拖沓、履职不力、逾期未完成规定任务的，采取通报批评、

公开约谈、媒体曝光等措施，督促问题整治，并启动问责程序。

（区委宣传部、区委组织部、区人社局、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

附件 1．淄川区城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信息表

2．淄川区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信息表

3．淄川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含贫困村水源地）信息表



- 9 -

附件 1

淄川区城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信息表

序号
镇（街道、

开发区）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1 太河镇 太河水库 城市 地表水

2 太河镇 北下册水源地（西崖头） 城市 地下水

3 太河镇 口头水源地 城市 地下水

4 岭子镇 磁村岭子水源地 城市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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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淄川区“千吨万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信息表

附件 3

淄川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含贫困村
水源地）信息表

序号
镇（街道、

开发区）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1 洪山镇 土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 洪山镇 田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 洪山镇 贾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 洪山镇 东省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 昆仑镇 磁村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 昆仑镇 许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序号 镇办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1 洪山镇 洪山水厂饮用水水源地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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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道、

开发区）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7 昆仑镇 马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 昆仑镇 宋家坊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 昆仑镇 滴水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 昆仑镇 车峪口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 昆仑镇 河石坞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 昆仑镇 北山寺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 昆仑镇 郭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 昆仑镇 马棚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 岭子镇 黄家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 岭子镇 龙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7 岭子镇 岭子—滴水石屋自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8 岭子镇 东牛供水站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9 岭子镇 林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0 岭子镇 南坡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1 岭子镇 李里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2 岭子镇 小口—双峪自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3 岭子镇 北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4 龙泉镇 泉头村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5 龙泉镇 渭一村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6 龙泉镇 渭二社区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 12 -

序号
镇（街道、

开发区）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27 龙泉镇 台头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8 龙泉镇 龙一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29 龙泉镇 龙二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0 龙泉镇 韩圣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1 龙泉镇 大土屋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2 龙泉镇 矾场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3 罗村镇 千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4 西河镇 东庄村（东坪）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5 西河镇 小东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6 西河镇 西槐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7 西河镇 张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8 西河镇 田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39 西河镇 东槐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0 西河镇 翟家崖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1 西河镇 双股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2 西河镇 北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3 西河镇 大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4 西河镇 东小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5 西河镇 东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6 西河镇 东庄村（张庄）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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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道、

开发区）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47 西河镇 护宝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8 西河镇 节茄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49 西河镇 梨峪口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0 西河镇 龙湾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1 西河镇 罗圈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2 西河镇 上塔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3 西河镇 西坡地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4 西河镇 下塔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5 西河镇 下义户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6 西河镇 小马陵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7 西河镇 薛家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8 西河镇 河北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59 寨里镇 蓼坞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0 寨里镇 东井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1 寨里镇 孤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2 寨里镇 夏禹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3 寨里镇 塗山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4 寨里镇 南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5 寨里镇 北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6 寨里镇 西井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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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

开发区）
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67 寨里镇 土湾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8 寨里镇 甘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69 寨里镇 南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0 寨里镇 赵家岭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1 寨里镇 槲坡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2 寨里镇 双旭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3 寨里镇 土古堆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4 寨里镇 西崖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5 寨里镇 苗峪口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6 寨里镇 朱水湾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7 太河镇 王子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8 太河镇 东同古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79 太河镇 西余粮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0 太河镇 后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1 太河镇 东下册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2 太河镇 北下册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3 太河镇 西同古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4 太河镇 同古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5 太河镇 东余粮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6 太河镇 李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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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太河镇 郭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8 太河镇 黑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89 太河镇 曹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0 太河镇 宋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1 太河镇 南马鹿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2 太河镇 杨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3 太河镇 北马鹿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4 太河镇 林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5 太河镇 赵家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6 太河镇 小后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7 太河镇 西南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8 太河镇 方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99 太河镇 新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0 太河镇 老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1 太河镇 北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2 太河镇 太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3 太河镇 南下册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4 太河镇 双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5 太河镇 东崖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6 太河镇 东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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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名称 属性 水源地类型

107 太河镇 东太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8 太河镇 南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09 太河镇 厚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0 太河镇 东南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1 太河镇 前香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2 太河镇 淄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3 太河镇 孙家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4 太河镇 小口头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5 太河镇 东石门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6 太河镇 湾头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7 太河镇 后香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8 太河镇 北岳阴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19 太河镇 西石门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0 太河镇 北镇后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1 太河镇 聚峰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2 太河镇 城子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3 太河镇 南岳阴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4 太河镇 南镇后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5 太河镇 梦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6 太河镇 东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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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太河镇 前怀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8 太河镇 本齐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29 太河镇 杨家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0 太河镇 东坡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1 太河镇 马陵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2 太河镇 双井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3 太河镇 陈家井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4 太河镇 幸福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5 太河镇 亭子崖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6 太河镇 桑杭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7 太河镇 永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8 太河镇 池板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39 太河镇 西股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0 太河镇 南股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1 太河镇 秦家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2 太河镇 响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3 太河镇 土泉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4 太河镇 柳花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5 太河镇 峨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6 太河镇 东东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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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太河镇 西东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8 太河镇 石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49 太河镇 东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0 太河镇 鲁子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1 太河镇 西石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2 太河镇 孙家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3 太河镇 石安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4 太河镇 上端士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5 太河镇 下端士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6 太河镇 十亩地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7 太河镇 上岛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8 太河镇 下岛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59 太河镇 西岛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0 太河镇 东坡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1 太河镇 柏树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2 太河镇 杨家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3 太河镇 后紫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4 太河镇 前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5 太河镇 后沟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6 太河镇 罗圈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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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太河镇 纱帽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8 太河镇 王家庄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69 太河镇 山桥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70 太河镇 上雀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171 太河镇 下雀峪村供水井 农村 地下水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2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