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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起，《昌吉回族自治州地下水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
施行，为我州加强地下水保护与管理、治理地下水超采、促进地下水的可持续利
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州地下水保护和管理面临哪些问题，《条例》的立法过程如何，它的主要内
容和亮点有哪些，如何宣传贯彻落实《条例》？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昌吉
州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尔小玉、昌吉州水利局水资源管理
科副科长张亚伟、昌吉州司法局立法科副科长白茹银，与他们进行了探讨。

记者：当前我州地下水保护利用存在哪些问题？

张亚伟：昌吉州水资源总量匮乏，是全疆最缺水的地州之一，常年有水河流
35条，水资源年可利用量仅25.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人均水资源量、亩均水
资源量远远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全州地表水平均引水比例已为77.86%，远超自
治区平均水平，地表水开发利用基本没有可提升的空间。全州地下水水位自
2000年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2015年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地下水
水位下降趋势有所减缓。

作为农业大州、全疆粮食作物主产区、经济作物种植基地，我州农业用水占
总用水量86%左右，其中近四成用水量需要开采地下水进行灌溉，作为全疆水资
源禀赋条件较差，同时又是全疆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州之一，水土供需矛盾尖锐
突出，农业地下水用水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全州工业企业对再生水等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程度较低，企业在生产工艺和关键环节节水意识不强。城镇
居民节水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全社会节水氛围尚未形成。

记者：制定《条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哪些？

尔小玉：水是生命之源。地下水具有重要的资源属性和生态功能，在保障城
乡生活生产供水、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系良好生态环境中具有重要作用。虽
然自治区于2017年修订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国务院于
2021年12月1日颁布实施了《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8号），进一步强
化了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制度，但是昌吉州在具体管理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近年来，随着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不断加大，地下水
全域超采和水位持续下降问题日益突出，并由此引发地下水浅层含水层疏干、机
电井掉泵严重、植被退化、地下水水质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通过立法保
护管理地下水显得尤为重要。

本着“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原则，2022年1月，自治州第十六届
人大第一次会议将制定《昌吉州地下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列为自治州五年立法
规划建议立法项目，通过地方立法规范地下水保护管理，是保障昌吉州地下水质
量和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所在，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

记者：请介绍一下《条例》的立法过程。

尔小玉：2022年3月，昌吉州启动《条例》立法工作，制定《〈昌吉回族自治州
地下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州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
任组长，州人大、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州司法局、州水利局为主要起草单位的
起草领导小组，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通过考察学习、充分调研、征求意见、专
家论证、合法性审核等，于当年7月形成《昌吉回族自治州地下水保护管理条例
（草案）》，并提请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条例》于2022年12月
26日由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3年7月28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审查批准，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制定过程体现了“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遵循了“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基本
原则，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智慧的结晶。

记者：《条例》主要内容及特色亮点有哪些？

白茹银：《条例》坚持保护为主，依法界定地下水管理体制机制。《条例》第三
条规定，地下水保护和管理应当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遵循统筹规划、节水优先、高效利用、系统治理的原则。《条例》第五条规定，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地下水统一监督管理工作。根据昌吉州实际，进一步明确了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参与地下水相关的保护、管理工
作，形成共同保护地下水的法治氛围。

同时，《条例》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地下水可持续利用。作为农业大州，昌吉
州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比重高，发展农业节水是控制和减少地下水取用量的
核心举措。《条例》坚持问题导向，把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双控”作为地下水管
理的基本制度。根据《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水行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地下水动态监测，实时掌握地下水动
态变化；加强再生水利用推广工作，城市生态景观、工业生产、城市绿化等应当优
先使用再生水。

《条例》突出监督刚性。昌吉州辖区内机电井数量多、分布广、监管难度大。
为此，《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六条规定，自治州实行机电井总量控制，总数只减
不增，按照“减二更一”原则，严格机电井更新审批；明确地下水取水工程要安装
计量设施并实现在线监测，全面掌握监控取水情况。

此外，为确保相关措施得到有效落实，针对地下水取水工程未安装计量设
施、计量设施运行不正常、破坏计量设施等行为，《条例》坚持依法治水原则，设定
了严格的法律责任，规定了多种处罚措施，包括责令限期安装、按照日最大取水
能力计征相关费用、罚款、吊销取水许可证等处罚方式，强化水行政执法，做到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记者：如何推进《条例》贯彻落实？

张亚伟：首先要切实加强宣传引导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
动，在基层广泛张贴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同时，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向群众解
读《条例》，提高公众知晓率，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地下水的浓厚氛围。其次，要
加强对执法队伍的培养，通过举办专题讲座、集中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执法人
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坚决打击非法取水行为，依法依规立案查处破坏计量
设施、私设暗管等涉水违法行为，持续开展县市间交叉执法检查；通过以案释法，
分析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形成有效震慑。第三，强化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对
接到举报查处不及时、执法监管不力等行为，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尔小玉：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州、县（市）人民政
府及其各行政执法部门，要以《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健全和完善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本着“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两微一端”等新媒
体，开展立体化、互动式宣传，确保《条例》各项制度和措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切实加强地下水保护与管理，促进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

记者：《条例》的实施要达到怎样的保护管理目标？

张亚伟：坚持以水定地、量水而行，推进地下水用水量和水位双控，持续实施
精准节水灌溉，通过水土供需平衡，尽快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持续推进农业节
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在全
社会、全行业弘扬集约节约用水新风尚，管理保护地下水，恢复地下水生态，为保
障用水安全、维护良好生态作出新贡献。

6月27日，木垒县龙王庙水库库区。木垒
县龙王庙水库于2011年完成除险加固，是一座
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的中型水库。

张亚伟 摄

《昌吉回族自治州地下水保护管理条例》9月1日起
正式施行，这些事您可知道

本报记者 马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