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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 录

《福州市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是福州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向

社会按年度公布全市水资源数量、质量以及开发利用情况的年报。

公报依据国标《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编制。内容包

括水资源量、蓄水动态、供用水量、水质评价、重要水事等。

公报数据来源于福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分局水文水质整编成果和各县级行政

区上报的水资源信息报表，同时采用了统计、环保、住建、国土、电力等部门

的有关资料。

公报为政府宏观决策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开发利用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让

社会各界都来关心水资源、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促进水资源能得到科学

高效利用，促进我市生态市建设，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年度福州行政区相关数据均不包含平潭综合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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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2016年平均降水量为2316.5毫米，折合水量272.93亿立方米，比上

年偏多30.5%，比多年平均偏多51.0%，属丰水年。全市最大点降水量为罗源县

中房3122.0毫米，最小点降水量为长乐市梅花1554.0毫米。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173.10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39.37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不重复计算量

0.52亿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173.62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435立方米。

全市年供水总量为28.92亿立方米；年用水总量28.92亿立方米，比上年减

少2.5%。其中：农业用水量10.02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34.6%；工业用水量

11.12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38.5%；城镇公共用水量2.52亿立方米，占总用

水量的8.7%；居民生活用水量3.94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13.6%；河道外生态

环境用水量1.32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4.6%。

水文部门对福州市主要江河重要河段1034.1公里河长进行评价，其中：水

质符合和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的河长为880.6

公里，占评价河长的85.16%。超标（Ⅳ、Ⅴ、劣Ⅴ类）河长为153.5公里，占

14.84%，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概  述

2 3

2016 福州市水资源公报

一、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福州市2016年平均降水量为2316.5毫米，折合水量272.93亿立方米，比上

年偏多30.5%，比多年平均偏多51.0%，属丰水年。行政分区中，年降水量最大

的是闽清县，为2519.3毫米；最小的是连江县，为2090.5毫米。与多年平均相

比，各县市偏多39.0～73.6%。

2016年行政分区降水量
表1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年降水量 (毫米) 2242.8 2233.4 2168.3 2269.7 2090.5 2453.2 2519.3 2434.5 2316.5

折合水量(亿立方米) 22.76 43.15 15.57 48.41 24.90 26.52 37.01 54.61 272.93

与上年比较(%) 22.9 30.8 49.2 28.3 14.5 15.1 47.1 37.1 30.5

与多年平均比较(%) 51.9 58.7 73.6 39.0 39.6 42.3 60.2 53.5 51.0

计算面积 (平方公里) 1015 1932 718 2133 1191 1081 1469 2243 11782

图1       2016年行政分区降水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降水量（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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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江河中，闽江（福州段）、大樟溪、敖江、梅溪、龙江年降水量分别

为2206.1毫米、2421.3毫米、2289.6毫米、2531.1毫米、2329.5毫米，与多年平

均值相比，偏多41.5%～61.0%。

  2016年主要江河降水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表2

江河名称
闽 江

(福州段)
大樟溪 敖 江 梅 溪 龙 江

年降水量(毫米) 2206.1 2421.3 2289.6 2531.1 2329.5

折合水量(亿立方米) 83.43 57.55 44.65 24.15 11.04

与上年比较(%) 27.0 36.3 19.4 45.4 26.7

与多年平均比较(%) 42.0 52.8 41.5 61.0 58.5

境内面积(平方公里) 3782 2377 1950 954 474

受气候和地形影响，我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内陆的敖江上游以及梅

溪流域、溪源溪流域为降水相对高值区，长乐市、福清市沿海一带为降水相对

低值区。从2016年降水量等值线图可以看出，降水高值区年降水量在2600毫米

以上，降水低值区年降水量在1700毫米以下。全市最大点降水量为罗源县中房

3122.0毫米，最小点降水量为长乐市梅花1554.0毫米。

2016年主要江河降水代表站为竹岐、闽清、永泰、连江、东张水库站。

我市降水年内分配不均，代表站汛期（4～9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比值在62 .1%～66 .7%之间，最大连续4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比值在

41.1%～51.7%之间。

2016年主要江河降水代表站降水量
表3 单位：毫米

月份
竹岐站 

（闽江）
闽清站 

（梅溪）
永泰站 

（大樟溪）
连江站 

（敖江）
东张水库 
（龙江）

1 206.0 255.0 203.0 229.5 152.4 

2 71.5 50.0 69.0 73.0 62.5 

3 156.5 181.0 167.5 163.5 185.0 

4 321.0 306.5 230.0 190.5 199.6 

5 130.0 208.5 113.5  87.0 113.0 

6 223.0 280.0 144.5 177.5 169.0 

7 177.5 270.0 231.0 83.0 256.0 

8 87.0 102.5 151.5 140.5 120.5 

9 422.5 334.5 485.5 499.5 497.0 

10 133.0 100.0 164.5 126.0 182.5 

11 124.5 158.0 99.0 105.5 74.0 

12 18.0 4.5 25.5 21.0 29.5 

全年 2070.5 2250.5 2084.5 1896.5 2041.0 

图2       2016年主要江河降水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降水量（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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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6年主要江河降水代表站月降水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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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表水资源量

全市地表水资源量为173.10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1469.2毫米，比上年

偏多58.4%，比多年平均偏多73.3%。行政分区中，地表水资源量最大的是永

泰县，为36.12亿立方米，占全市地表水资源总量的20.9%，比多年平均偏多

78.5%；长乐市最少，为9.45亿立方米，占全市地表水资源总量的5.5%，比多年

平均偏多78.0%。

2016年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表4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地表水资源量
(亿立方米)

15.21 24.02 9.45 31.64 15.77 17.78 23.11 36.12 173.10

多年平均
(亿立方米)

8.71 12.74 5.31 19.62 9.66 11.22 12.39 20.23 99.88

与多年平均比较
（%）

74.6 88.5 78.0 61.3 63.3 58.5 86.5 78.5 73.3

图4       2016年福州市年降水量等值线图（单位：毫米）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图5       2016年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地表水资源量（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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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资源量

全市地下水资源总量39.37亿立方米（扣除了山丘区与平原区的重复计算

量），占全市水资源总量的22.7%。其中山丘区37.70亿立方米，平原区1.67亿

立方米。行政分区中，地下水资源量最多的是永泰县8.15亿立方米，占全市地

下水资源量的20.7%；最少的是长乐市2.19亿立方米，占全市地下水资源量的

5.6%。

2016年行政分区地下水资源量
表6 单位：亿立方米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地下水资源量 3.08 5.37 2.19 7.33 3.82 4.31 5.12 8.15 39.37

（四）水资源总量

2016年全市水资源总量173.6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173.10亿立

方米，地下水资源量39.37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不重复计算量0.52亿立方

米。平均产水系数0.64，产水模数147.4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注：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量，不包括入境水量。

2016年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
表7 单位：亿立方米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地表水资源量 15.21 24.02 9.45 31.64 15.77 17.78 23.11 36.12 173.10

地下水资源量 3.08 5.37 2.19 7.33 3.82 4.31 5.12 8.15 39.37

水资源总量  15.21 24.31 9.68 31.64 15.77 17.78 23.11 36.12 173.62

2016年全市主要江河中，闽江（福州段）、大樟溪、敖江、梅溪、龙江的

地表水资源量分别为54.29亿立方米、39.89亿立方米、28.95亿立方米、16.13亿

立方米、6.32亿立方米。其中闽江（福州段）的地表水资源量最多，占全市的

31.4%，比多年平均偏多49.4%；大樟溪、敖江、梅溪、龙江分别比多年平均偏

多54.9%～96.9%。

2016年主要江河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表5

江河名称
闽江

（福州段）
大樟溪 敖江 梅溪 龙江

地表水资源量
（亿立方米）

54.29 39.89 28.95 16.13 6.32

多年平均
（亿立方米）

36.34 22.42 18.69 8.19 3.46

与多年平均比较
（%）

49.4 77.9 54.9 96.9 60.0

地表水资源量（亿立方米) 2016年

多年平均

图6       2016年主要江河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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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蓄水动态

根据我市3座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以供水、灌溉为主）的资料统计，

2016年末蓄水总量20.4483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蓄水量为19.7743亿立方米，

中型水库蓄水量为6740万立方米），年蓄水减少量3.3573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

库比上年末减少3.3163亿立方米，中型水库比上年末减少410万立方米）。

2016年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
表8 单位：万立方米

水库类型 水库名称 上年末蓄水总量 当年末蓄水总量 年蓄水变量

大

型

水口水库 202700 174470 -28230

东张水库 14600 14723 123

山仔水库 13606 8550 -5056

合计 230906 197743 -33163

中

型

岭里水库 610 817 207

建新水库 2090  1956 -134

三溪口水库 780 580 -200

三溪水库 730 636 -94

白眉水库 1590 1462 -128

溪源水库 1350 1289 -61

合计 7150 6740 -410

全市 总计 238056 204483 -33573

（五）出入境水量

2016年外市入境水量为812.29亿立方米。其中：闽江从南平、龙岩、三

明、宁德、泉州、莆田市入境的水量803.82亿立方米，敖江从宁德市入境的水

量8.47亿立方米。全市入海水量为170.16亿立方米（不含过境水量）。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图7       2016年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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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量

全市年用水总量为28.92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10.02亿立方米，其中农田

灌溉8.51亿立方米，林牧渔畜用水量1.51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11.12亿立方

米；城镇公共用水量2.52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量3.94亿立方米；河道外生

态环境用水量1.32亿立方米。行政分区中，福州市用水量最多，为6.72亿立方

米，占全市总用水量的23.2%；罗源县用水量最少，为1.71亿立方米。

注：用水量是指分配给用户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不含水力发电用水和海水利用量）。

三、供用水量

（一）供水量

全市年供水量为28.92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蓄、引、提）供水量

28.56亿立方米；地下水源供水量0.36亿立方米。行政分区中，福州市供水量最

大，为6.72亿立方米；罗源县供水量最小，为1.71亿立方米。

注：供水量是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供水量（不含水力发电用水量）。

2016年行政分区供水量
表9 单位：亿立方米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蓄水工程供水 1.37 2.26 0.44 0.55 0.82 0.42 0.53 0.57 6.96 

引水工程供水 0.82 0.84 1.09 0.98 0.92 0.79 0.72 0.77 6.93 

提水工程供水 4.40 1.73 3.83 1.90 0.56 0.49 0.95 0.81 14.67 

地下水源供水 0.13 0.06 0.09 0.03 0.03 0.01 0.01 0.00 0.36 

总供水量 6.72 4.89 5.45 3.46 2.33 1.71 2.21 2.15 28.92 

注：各行政分区所取用的水量包括本区域内的水资源以及从外区域入境的客水。 图9　2016年全市用水量组成示意图

图8        2016年全市供水量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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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质评价

（一）主要江河水质

2016年水质评价河长1034.1公里，与上年评价河长相等，总体状况同上年

相比有所好转。水质符合和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水的河长为880.6公里，占评价河长的85.16%。超标（Ⅳ、Ⅴ、劣Ⅴ类）河长

为153.5公里，占14.84%，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闽江干流（全年期）：评价河长197.6公里（水口水库～闽江口）。其中水

质符合Ⅱ类水的河长为128.2公里，占评价河长的64.88%；符合Ⅲ类水的河长为

69.4公里，占评价河长的35.12%；无超标河长。

梅溪（全年期）：评价河长75.9公里（梅溪干流及部分支流），水质均超

Ⅲ类水标准，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挥发性酚。

大樟溪（全年期）：评价河长399公里（洑口乡～大樟溪口），其中水质

符合和优于Ⅱ类水的河长为320.7公里，占评价河长的80.38%；符合Ⅲ类水的河

长为78.3公里，占评价河长的19.62%；无超标河长。

闽江小支流（全年期）：评价河长94.6公里（安仁溪、溪源溪、白眉溪、

大目溪）。水质符合和优于Ⅱ类水的河长为12.5公里，占评价河长的13.21%；

符合Ⅲ类水的河长为54.3公里，占评价河长的57.4%；超标河长27.8公里，占

评价河长的29.39%。污染主要分布在大目溪梧桐下桥河段，主要超标项目为总

磷、氨氮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敖江：评价河长234.2公里（罗源与连江境内的敖江干流以及黄浦溪、斌溪

等支流）。水质符合和优于Ⅱ类水的河长为77.6公里，占评价河长的33.13%；

符合Ⅲ类水的河长为106.8公里，占评价河长的45.60%；超标河长49.8公里，占

评价河长的21.26%。污染主要分布在敖江山仔水库，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

2016年行政分区用水量
表10 单位：亿立方米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农田灌溉 0.43 1.85 1.03 1.46 0.68 0.42 1.11 1.53 8.51

林木渔畜 0.08 0.42 0.14 0.19 0.14 0.09 0.14 0.31 1.51 

工业用水 2.05 1.39 3.58 1.13 1.07 0.99 0.76 0.15 11.12

城镇公共 1.57 0.34 0.17 0.19 0.11 0.05 0.05 0.04 2.52

居民生活 2.07 0.64 0.34 0.35 0.25 0.10 0.10 0.09 3.94 

生态环境 0.52 0.25 0.19 0.14 0.08 0.06 0.05 0.03 1.32

总用水量 6.72 4.89 5.45 3.46 2.33 1.71 2.21 2.15 28.92

（三）用水指标

2016年全市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435立方米，人均综合用水量406立方米，

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48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56立

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为622立方米，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166升/

日•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102升/日•人。

2016年行政分区用水指标
表11

分区名称 市辖区 福清 长乐 闽侯 连江 罗源 闽清 永泰 全市

人均水资源量
（立方米/人）

486 1880 1343 4488 2710 8507 9710 14333 2435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人）

215 378 756 491 400 818 929 853 406

万元GDP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21 57 87 72 60 88 149 149 48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立方米/万元）

29 42 97 44 81 90 117 112 56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立方米/亩）

608 611 620 634 641 606 625 632 622

城镇人均公共用水量
（升/人·日）

137 135 126 134 106 122 121 94 133

城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升/人·日）

178 161 146 142 133 136 131 124 166

农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升/人·日）

110 107 102 103 101 97 92 9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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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评价河长32.8公里（东张库区以上福清市境内干流），水质符合Ⅱ

类水的河长为5.0公里，占评价河长的15.24%；符合Ⅲ类水的河长为27.8公里，

占评价河长的84.76%，全年均未超标。

2016年福州市主要江河水质状况
表12 河长单位：公里

水 系 河 流
评价
河长

时 期
Ⅰ、Ⅱ Ⅲ Ⅳ Ⅴ、劣Ⅴ类

河长 占％ 河长 占％ 河长 占％ 河长 占％

闽江

干流 197.6

汛期 71.3 36.08 126.3 63.92 　 　 　 　

非汛期 119.1 60.27 30.5 15.44 48.0 24.29 　 　

全年期 128.2 64.88 69.4 35.12 　 　 　 　

梅溪 75.9

汛期 　 　 38.7 50.99 　 　 37.2 49.01 

非汛期 　 　 　 　 　 　 75.9 100.00 

全年期 　 　 　 　 　 　 75.9 100.00 

大樟溪 399

汛期 312.6 78.35 86.4 21.65 　 　 　 　

非汛期 336.2 84.26 62.8 15.74 　 　 　 　

全年期 320.7 80.38 78.3 19.62 　 　 　 　

小支流 94.6

汛期 12.5 13.21 22.4 23.68 31.9 33.72 27.8 29.39 

非汛期 12.5 13.21 22.4 23.68 31.9 33.72 27.8 29.39 

全年期 12.5 13.21 54.3 57.40 　 　 27.8 29.39 

敖江 敖江 234.2

汛期 128.6 54.91 94.6 40.39 　 　 11.0 4.70 

非汛期 44.0 18.79 50.8 21.69 139.4 59.52 　 　

全年期 77.6 33.13 106.8 45.60 49.8 21.26 　 　

龙江 龙江 32.8

汛期 5.0 15.24 　 　 27.8 84.76 　 　

非汛期 2.3 7.01 30.5 92.99 　 　 　 　

全年期 5.0 15.24 27.8 84.76 　 　 　 　

全   市 1034.1

汛期 530.0 51.25 368.4 35.63 59.7 5.77 76.0 7.35 

非汛期 514.1 49.71 197.0 19.05 219.3 21.21 103.7 10.03 

全年期 544.0 52.61 336.6 32.55 49.8 4.82 103.7 10.03 图10     2016年福州市主要江河水质状况图（全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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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水库水质

评价的水口、山仔和东张3座水库中，山仔水库汛期水质为劣Ⅴ类，超标项

目是pH；水口水库汛期水质为Ⅲ类；水口水库、山仔水库和东张水库全年期、

东张水库汛期、水口水库非汛期水质均为Ⅱ类；山仔水库、东张水库非汛期为Ⅰ

类。富营养状况评价结果显示，山仔水库全年和汛期为轻度富营养，非汛期为中

营养；水口水库和东张水库各水期均为中营养。

（三）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地表水源地进行评价，

按照单指标评价法，根据Ⅲ类水质标准进行水源地水质合格评价。福州市西区

及北区水厂（文山里）、东南区水厂（鳌峰洲）、城门水厂（城门浚边）、东

区水厂（塘坂）和东张水库5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中：塘坂水库水源地

和东张水库水源地水质较好，塘坂水库年测次合格率为91.7 %，东张水库年测

次合格率为83.3 %；其他3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主要超标项目为铁、

锰、溶解氧。

（四）国家重要水功能区水质

2016年评价的10个国家级水功能区，其中饮用水源区4个，保留区2个，过

渡区1个，缓冲区1个，景观娱乐用水区2个，按频次达标评价法分别对水功能

区进行全因子评价和水功能区纳污红线主要控制指标项目评价。

全因子达标评价结果：全年期水质达到水功能区目标的有3个，达标率

30%。评价重要水功能区一级区（不包含开发利用区）2个，达标率20%；评价

重要水功能区二级区7个，达标率70%。

限制纳污红线主要控制项目评价结果：全年期水质达到水功能区目标的有

10个，达标率100%。评价重要水功能区一级区（不包含开发利用区）3个，达

标率100%；评价重要水功能区二级区7个，达标率100%。

2016年福州市国家水功能区水质状况
表13

水系 水功能区 水期
全因子达标评价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主要控制项目达标评价

评价
个数

达标
个数

个数达标率
（%）

评价
个数

达标
个数

个数达标率
（%）

闽江

一级区

全年期 3 3 100.0 3 3 100.0

汛期 3 2 66.7 3 3 100.0

非汛期 3 3 100.0 3 3 100.0

二级区

全年期 7 0 0.0 7 7 100.0

汛期 7 0 0.0 7 7 100.0

非汛期 7 4 57.1 7 7 100.0

合计

全年期 10 3 30.0 10 10 100.0

汛期 10 2 20.0 10 10 100.0

非汛期 10 7 70.0 10 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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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水事

（一）防汛减灾取得成效

今年，面对防汛防台风的严峻形势，全市认真开展汛前安全大检查，落

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修订完善各类预案，落实抢险队伍、增补抢险物资，推进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补充完善非工程措施；组织全市防汛业务培训，对乡

镇长、党委书记、防汛责任单位有关领导进行防汛业务培训，提高防汛会商指

挥水平，组织相关县市防汛成员单位针对应急预案演练，强化基层防汛业务能

力。1-10月，我市遭遇多场强降雨和 “尼伯特”、“莫兰蒂”、“鲇鱼”等

台风正面袭击，全市多地不同程度受灾，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有效防抗18

场暴雨、7个影响台风的袭击，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05998人。全市水利部

门科学调度水库拦洪错峰，充分发挥闽江沿江排涝闸站汛期排水排涝作用，确

保各项防灾救灾措施落到实处。

（二）水利设施灾后重建迅速推进

因“尼伯特”台风影响，我市闽清、永泰两县水利设施遭遇洪灾损毁严

重，灾后立即启动恢复重建，闽清、永泰两县共完成投资2.44亿元。其中，闽

清县城区防洪应急加固工程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99.78%；乡镇防洪堤修复工

程方面正在组织施工，闽江防洪工程梅溪段整治工程正在推进可研审查；农田

水利灾后重建工程完成年度计划投113.42%，农村饮水安全灾后重建工程完成

年度计划105.58%。永泰县城区堤防应急修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00%；农田

水利修复工程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00%；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修复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的108%。

（三）水利投资实现突破

全市完成水利投入48 .02亿元，占省里下达我市年度计划41 .25亿元的

116.41%，较2015年增长11.68亿元，同比增长30.90%。其中，重大水利项目完

成投资34.14亿元，占年度计划29.32亿元的116.44%；其他面上水利项目完成

投资13.88亿元，占年度计划11.93亿元的116.35%。水利各项投资保持了大幅

稳定增长。

（四）农村水利基础建设稳步加强

连江、罗源、永泰三个小农水重点县分别完成投资2360万元、2736万元和

2708万元，占计划总投资的94.4%、100%和94.2%，其中分别完成年度中央投

资1600万元、1200万元和1200万元，均占计划的100%。福建康利来生态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山地、梅溪马杨村天硕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水利示范工程

均分别完成了200亩灌溉建设任务。全市完成农田灌溉面积6.186万亩，占年度

计划5.5万亩的112.47%。

（五）民生水利持续改善

2015～2016年度冬春水利建设全市完成投资8 .53亿元，占计划的

101.71%，完成水毁工程修复277处。新增防渗渠道108.3公里，新建加固堤

防30.42公里，疏浚河道46.71公里，清淤渠道206.6公里，实施水库除险加固

63座，新增供水能力50.3万方，新增灌溉面积3.77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0.09

万亩，新增除涝面积2.7万亩，改造中低产田面积1000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2.54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6.51平方公里，新增水电装机容量6010千瓦。

2016～2017年度冬春水利建设全市完成投资6.26亿元，占计划的70.06%，修复

水毁水利工程437处，新增防渗渠道347公里，新建加固堤防15.7公里，疏浚河

道60.4公里，清淤渠道261.9公里，实施水库除险加固32座，新增供水能力74万



方，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5.79平方公里，新增水电装机容量2256千瓦。

（六）水利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深化

 实施闽侯农田水利设施创新运行管护机制改革。培养发展25个农业用水

协会。今年已完成农民用水协会的登记注册手续，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专题培

训。推进闽清县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印发了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

制改革复制推广方案，在全市范围内推广闽清试点县改革经验，选择永泰县和

罗源县开展摸底调查工作，制定了实施方案，因地制宜学习复制闽清县有关乡

镇改革试点经验，通过明晰工程产权、落实管护主体、落实管护经费、明确管

护方式，进一步完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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