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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年县、都昌县乡镇抗旱工作

调研报告

——厅机关七支部联合中铁水利规划设计集团

有关支部开展“党建+抗旱”调研

今年 7 月份以来，我省较历年同期降水明显偏少，部分地

区出现中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高温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强度

大。为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加强党建引领，

聚焦民生热点问题，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调查了解今年干旱受灾影响以及基层采取抗旱措施等

情况，摸清存在问题和地方诉求，为指导基层抗旱工作提出建

议。9 月 7 日-9 月 9 日，省水利厅机关七支部联合中铁水利规

划设计集团规划院党支部、建洪党支部、测绘党支部组成调研

组，赴以鄱阳湖和尾闾河道为灌溉水源的万年县梓埠镇、都昌

县徐埠镇开展了“党建+抗旱调研”工作。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旱情情况

（一）降雨量历史同期最少。6 月 23日-8 月 31 日，江西

省全省平均气温 30.5℃，较常年同期偏高 2.1℃，列 1961年以

来同期第 1高位；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49.6天，偏多 22.9天，列

历史同期第 1高位。6月下旬至 8月 31日，全省平均降雨量仅

172毫米，较多年均值偏少 5成，列历史同期倒数第 1位。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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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处墒情监测站中，共有 261站出现轻度干旱以上情况，其中

特大缺墒 25站、严重缺墒 53站、中度缺墒 83站。全省平均蒸

发量 336毫米，为同期降雨量的近 2倍。万年县 6月累计降雨

量 40.7毫米，仅为历史同期降雨量的 10.9%，7月 19日以来连

续无有效降雨；都昌县 7月份累计降雨量 37.6毫米，较历年均

值 164.2毫米偏少 77.1%，8月 1日-9月 8日降雨仅 17.2毫米，

降雨量历史同期最少。

（二）河湖水位历史最低。8 月 6 日 2 时，鄱阳湖标志性

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 11.99米，这意味着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

期。通过对比历史数据，2022年成为 1951年有记录以来鄱阳湖

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鄱阳湖都昌站在 8月 5日 12时 40 分

跌破 12 米，较历年提前 3 个月进入枯水期（2020 年 11 月 15

日进入枯水期，2021年 11月 2日进入枯水期，鄱阳湖都昌站历

史最低水位是 7.46米，出现于 2014年 2月 6日）。8月 23日，

鄱阳湖都昌站水位跌破 10米；8月 28日凌晨，鄱阳湖都昌站水

位跌破 9米；9月 6日凌晨，鄱阳湖都昌站水位跌破 8米，进入

极枯水期。9月 8 日 8 时鄱阳湖都昌站水位 7.83 米，较历史同

期均值 16.15米偏低了 8.32米。

9月 7日 8时，万年县河齐埠站水位 17.38米，乐安河石镇

街站水位 13.15米，均远低于往年同期水位。县域境内 40条流

域面积 10平方千米及以上河流有 6条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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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库山塘蓄水持续减少。截至 9 月 7日，万年县水

库蓄水总量 5602 万立方米（为正常蓄水量的 28.8%），较去年

同期 11151万立方米偏少 49.7%。其中：中型水库 2020万立方

米（为正常蓄水量的 36.5%）、小（一）型水库 2309 万立方米

（为正常蓄水量的 30.8%）；小（一）型水库水位降至死水位及

以下 2座（青云镇寒牛山、裴梅镇百丈岭水库）（占比 6.1%）、

小（二）型水库水位降至死水位及以下 58 座（占比 31.2%）、

山塘干涸 514座（占比 36.7%）。

都昌县 286座水库已干涸 40座，3243座山塘干涸 564座，

分别占比为 13.98%和 17.39%。截止 9月 8日，都昌县水利工程

蓄水仅 5779万立方米，较常年同期蓄水总量 9306 万立方米偏

少 37.90%。其中：3座中型水库蓄水 1441万立方米（占正常蓄

水量比为 28.90%），34座小（一）型水库蓄水 1144万立方米（占

正常蓄水量比为 22.61%），小（二）型水库蓄水 1654万立方米

（占正常蓄水量比为 28.72%），重点山塘蓄水 1540万立方米（占

正常蓄水量比为 33.13%）。

二、旱灾损失

根据地方统计，截至 9月 7日，两地损失情况如下：

（一）万年县

农田受灾面积达 11.61万亩，农作物受灾面 11.10万亩，农

作物绝收面积 0.66万亩，因旱影响供水人口 16737人，其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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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饮水困难人口 449人，直接经济总损失 7710万元。其中，梓

埠镇受灾面积约 1.86万亩，农作物受灾面积约 0.9万亩，直接

经济损失 80万元。

（二）都昌县

都昌县在田作物 62.5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 41.70万亩，经

济作物 20.81万亩。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 15.475万亩，其中粮

食作物受灾面积 11.461万亩；直接经济损失 13580万元。其中，

徐埠镇中稻受灾面积 0.43万亩；晚稻受灾面积 0.96万亩；棉花

受灾面积 0.34万亩。

三、抗旱措施

面对严峻的抗旱形势，万年县、都昌县政府高度重视，严

格按照“抗大旱、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切实把抗旱救灾保

民生、保供水作为当前工作重点来抓。

（一）高位推动，加强领导。一是地方政府高度重视。7

月下旬以来都昌县先后召开了 1次县委常委会，3次政府常务会

和 1次全县抗旱工作动员会，专门研究部署抗旱工作。8月 11

日，万年县防指与县水利局同步全省率先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

应。二是加强镇村联动。都昌县徐埠镇人民政府成立由党委书

记和镇长任双组长的农业生产抗旱工作领导小组和农业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的农业生产抗旱技术指导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了

解灾情，组织抗旱救灾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镇村两级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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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全力保障粮食生产。

（二）提前谋划，科学调度。一是做好提前谋划，积极蓄

水。在今年汛前省厅防汛会商就预警今年长江中下游可能会出

现较大干旱，都昌县在汛期就要求各地和相关单位坚持防汛抗

旱两手抓，在保证蓄水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多蓄水。7月初

在外湖水位呈下降趋势之时，及时督促有关圩堤管理单位开闸

引水入圩，适当增加内湖蓄水，各圩堤从外湖提前引水 315万

立方米。二是科学调度，强化水源管理。旱情发生后，各地及

时开展水库蓄水量调查，分析用水情况，按照“先生活、后生产，

先节水、后调水，先地表、后地下”的原则，制订阶段性用水计

划，科学调度用水，充分利用好现有水源，做好水源水量统一

调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用水、生产灌溉用水安全。

（三）加大投入，强化保障。万年县投入抗旱人员 2.962

万人次，钻深水井 127眼，启动泵站 285 处，购买机动抗旱设

备 2983台套，投入抗旱资金 2202.1万元。其中为保证梓埠镇玉

津河灌溉水源，万年县财政紧急调拨 100多万元，由县应急局、

水利局负责组织修建梓埠镇玉津河抗旱站（装机 4台，每台 110

千瓦，共 440千瓦，总流量 16000立方米每小时），在梓埠联圩

陶家涵闸处从乐安河提水补充玉津河抗旱水源，有力确保了梓

埠镇、湖云乡两个乡镇 2 万亩农田灌溉需要，惠及人口 3万多

人。



- 6 -

都昌县累计投入抗旱人数 2.453万人，清理渠道 725.6公里，

启动固定提灌站 144处，累计抗旱用油 76.1吨，抗旱用电 208.6

万度，抗旱浇灌面积 12.6万亩次，投入抗旱资金 1265万元，减

少农业因旱经济作物损失 0.264亿元，减少粮食损失 0.577亿元。

其中徐埠镇已累计投入抗旱资金 150余万元，投入各类潜水泵

共计 20台，打井 24口。

四、存在的问题

面对今年严重的旱情，抗旱工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水利工程蓄水不足。虽然在汛期来临前已有干旱预

警，但本次旱情严重程度超历史。调研组走访当地村民，普遍

反映以前从未经历过如此干旱的情况。汛后遭遇连续超高温天

气，河湖水位快速下降（鄱阳湖提前三个月进入枯水期），水

库山塘蓄水量快速减少，导致本次旱灾来势迅猛，地方水库山

塘蓄水量严重不足。若 10月份仍无有效降雨，以地方现有的抗

旱措施很难应对更为严重的旱情，很可能会面临大范围缺少生

活用水和灌溉用水的情况。

（二）抗旱设施基础薄弱。一是排灌泵站年久失修，部分

设施已无法满足排灌功能。如都昌县上世纪沿湖建有排灌泵站

583座，目前可以开动或经过简单维修可以使用的仅 144座，沿

湖群众要求重建泵站的愿望非常迫切。二是重点山塘整治力度

不够。地方反映山塘淤积严重，清淤工作不到位。都昌县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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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山塘，仅有 165座山塘于 2018年以前进行过整治。三是灌渠

维修、清淤没有常态化建设，今年遭受特大旱情灾害，尽管各

乡镇组织了多方力量开展渠道整修，但是很多渠道淤塞严重，

非旱期群众组织维修清淤力度不高，造成了一定抗旱时机的耽

搁，而且灌渠没有形成网格化结构，不利于大旱之年水系流通。

（三）农民抗旱自救能力较弱。一是抗旱设备价格较高，

对比农业收成，农民自身的购买意愿不强，导致抗旱抽水机具

不足。二是由于干旱时间过长，而每次灌溉的保水期仅为 5-7

天，加之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抗旱用油的昂贵成本已对农民造

成了沉重的负担。

（四）群众节水管水意识薄弱。群众普遍认为江西水源充

足，节约用水、计划用水的意识不强，生活用水、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等浪费现象普遍。

五、建议

（一）科学调度，强化农村饮水抗旱保供。一是深挖现有

水利设施供水潜力。全面摸清水利基础设施现状，算清水账，

盘活整合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发挥现有水利

设施供水潜力。二是强化调度，制订阶段性用水计划，科学调

度用水，优先使用河湖港道过境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用

水、生产灌溉用水安全。根据旱情发展，提前谋划好各阶段保

供工作情况，并掌握取水口周边蓄水工程蓄水情况，备好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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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水源，做好取水管道、通道的延伸准备及地下水的勘探工

作。三是保障饮用水源的安全，由于干旱死亡的鱼虾尸体会污

染水源，应加强备用应急水源地水质检测频次，对符合水质要

求的水源地进行管控，确保水质不恶化，保证水源安全可靠，

随时可应急使用。

（二）加大投入，提高抗旱设施设备效率。一是针对突出

短板尤其是蓄水、调水、提水、输水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加大

投入，补齐短板。二是实施水库、山塘除险加固和清淤整治，

将清淤工作常态化，减少库容损失，增加干旱情况下应急供水

保证率。三是对于小型灌溉渠道通水不畅，“跑、冒、滴、漏”

严重，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积极引导各乡镇和农民用水

户协会，进一步加强田间渠道灌溉管理。

（三）加大帮扶，提升农民抗旱自救能力。一是提供专业

技术指导。派出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分片下到各乡镇，

摸排农田受旱和人饮困难以及水利设施运行维护情况，为当地

群众抗旱提供技术指导。二是提供保障抗旱的物资设备。针对

农民缺少抽水设备和物资的情况，可由乡政府进行帮扶，提供

必要的抽水泵和燃油，缓解农民的困境。

（四）加大宣传，积极推广节水农业技术。一是积极宣传

节约用水意识，立足于抗大旱、抗长旱、抗日趋严重的干旱，

在思想上做好长期抗旱节水的充分准备，努力打好这场抗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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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战。二是推广节水农业技术。在易旱、“望天田”等山区地区，

推广种植棉花、土豆、红薯、花生、玉米、芝麻等耐旱经济作

物，适当压缩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新修

高标准农田，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农业技术。

调研组：高云平 刘 振 程明生

叶明亮 戴盼伟

2022年 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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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丰水地区落实“四水四定”的方法探讨

刘章君 成静清 张静文 吴向东 胡久伟

“四水四定”是指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是“十六字”治水思路

的具体落实，也是新时期水资源承载力的落地方向。当前，关

于“四水四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水资源匮乏地区，且落实

“四水四定”的方法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由于南方丰水地区与北方水资源匮乏地区相比自然水循环、

社会水循环和水环境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南方丰水地区落实

“四水四定”的方法也应与北方水资源匮乏地区存在差异。本文

将探讨南方丰水地区落实“四水四定”的方法，探索水资源刚性

约束下水资源量丰富、但实际开发利用率低、且用水总量控制

红线偏紧区域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模式，对于实现南方丰水地

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总体思路和技术路径

新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水、难点也在水，必

须走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

约节约发展之路。遵循水利部制定的《2022年水资源管理工作

要点》，南方丰水地区落实“四水四定”的总体思路是：以区域可

用水量作为水资源刚性约束，确定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促进水



- 11 -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经调查研究，南方丰水地区落实“四水四定”的技术路径如

图 1所示，主要包括两个环节：

图 1 南方丰水地区落实“四水四定”的技术路径

1. 用多少水来定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河湖生态流量目标、

江河流域水量分配、地下水取水总量指标、有关地区外调水可

用水量等成果，划定规划水平年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借鉴“确

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则，基于

水资源三次供需平衡确定规划水平年区域可用水量，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

2. 怎么定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分别拟定水

资源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高、中、低情景方案，通过情景组合分

析和用水定额法对经济社会发展规模进行集合预测，得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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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及其不确定性区间，据此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规

模进行反向论证，若论证通过，则采用规划中的规模；若论证

未通过，则基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对规划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

进行适应性正向调控。

二、区域规划水平年可用水量确定

为充分揭示规划水平年区域水资源供需态势，遵循“确有需

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采用面向“四水四定”的三次

平衡法，重点研究南方丰水地区节流与开源的关系，经济社会

与生态用水的关系，盘活存量与严控增量的关系等，探讨区域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水资源利用上限的关系，提出规划水平年

增加确有需要的区域水资源供给启动机制，确定水资源管理实

际中的规划水平年区域可用水量，规划水平年区域可用水量指

标一旦确定下来，区域用水总量必须严格满足可用水量指标的

刚性要求。

1. 南方丰水地区可用水量确定原则

（1）确有需要。坚持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抑制不合理用

水需求，同时保障刚性需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做到以水定需。

（2）生态安全。坚持生态优先，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留够

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量，符合生态流量管控指标和地下水位控

制要求，不得突破水资源利用上限。

（3）可以持续。对区域水资源的规划利用必须在时间上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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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预留出发展空间。

2. 规划水平年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划定

南方丰水地区规划水平年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的确定需要

遵循“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地表

水资源利用上限、地下水资源利用上限、非常规水资源利用上

限和外调水资源利用上限。考虑到南方丰水地区地表水资源禀

赋条件较好且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分区中通

常被定位为储备区，同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确定地

表水资源利用上限时应预留出战略储备水量用于流域外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国家战略需求和应急保障需求等统筹调配。

因此，地表水资源利用上限由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扣除预

留战略储备水量得到，其中预留战略储备水量可以根据需要设

定为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的一定比例。而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

则通过从区域地表水资源量扣除汛期无法利用的洪水量和不允

许被利用的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量得到。地下水资源利用上限、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上限和外调水资源利用上限则可以通过江河

流域水量分配、地下水取水总量指标、有关地区外调水可用水

量等成果综合确定。

3. 南方丰水地区可用水量确定步骤

遵循“确有需要”的原则，坚持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同时

保障刚性需水，采用面向“四水四定”的水资源三次供需平衡确

定规划水平年区域可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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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如下：一次供需平衡供给侧采用区域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需求侧为区域现状节水水平和产业结构。对于满足一

次平衡的区域，规划水平年可用水量等于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二次平衡供给侧仍采用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需求侧为区域

规划节水水平和产业结构。对于不满足一次平衡的区域，而满

足二次平衡的区域，规划水平年可用水量仍等于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三次平衡供给侧考虑收回闲置取用水指标、水权交易等

盘活存量，水资源利用上限内严控增量，在区域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规划水平年的水资源供给作为区域可用

水量，需求侧为规划节水水平和产业结构。对于不满足一次和

二次平衡的区域，而满足三次平衡的区域，规划水平年区域用

水总量可以在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以满足

二次平衡后的刚性供需缺口，但仍然要强化水资源的刚性约束，

不能突破划定的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因此区域规划水平年可

用水量通常位于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水资源利用上限之间，

具体数值根据三次供需平衡得到。

三次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对比见表 1。一次供需平衡是指区

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与区域保持现状节水力度、维持现状产业

结构的条件下经济社会规模按照当地政府制定的目标发展所需

水量的平衡，用来反映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在规划水平年可

能最大缺水量；二次平衡以一次平衡为基础，通过进一步加大

节水力度、调整产业结构，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后的水资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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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供需平衡，可以反映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在规划水平年能

实现的最小缺水量；三次平衡进而在二次平衡的基础之上，遵

循“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充分发挥水资源刚性约束作

用，在划定的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之内适当增加规划水平年水

资源供给作为区域可用水量后再次进行供需平衡，反映了在区

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基础上“盘活存量、严控增量”的供需平衡。

按照水资源刚性约束的要求，未来规划水平年必须通过加

大节水力度和调整产业结构抑制不合理需求。因此，规划水平

年满足一次平衡的区域在规划水平年用水指标存在富余，富余

指标数值为该区域二次平衡和一次平衡的需水差值（即需要进

行抑制的那部分不合理用水需求量）。满足二次平衡的区域在规

划水平年用水指标基本满足自身需要。而需要进行三次平衡的

区域则在规划水平年用水指标存在亏缺，亏缺指标数值为该区

域三次平衡和二次平衡的需水差值（即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无法满足，需要通过在划定的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之内适当增

加规划水平年水资源供给来满足的那部分合理刚性用水需求）。

因此，水资源管理实际中可以考虑在满足一次平衡的区域和满

足三次平衡的区域间进行水权交易，这是一种“盘活存量”的解

决方式。但如果盘活存量后仍然满足需要进行三次平衡的区域

合理刚性用水需求，则只能进一步在水资源刚性约束下通过在

划定的区域水资源利用上限之内适当“严控增量”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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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次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对比

三、经济社会发展规模集合预测与论证调控

确定规划水平年区域可用水量后，如何根据可用水量对经

济社会发展规模进行集合预测与论证调控是南方丰水地区落实

“四水四定”的关键，从源头上倒逼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

模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

1. 基于情景组合分析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集合预测

基于本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水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灌溉规划、产业规划等，并参照周边邻近区

域和全国先进地区的情况，从影响水资源供给侧的河道内生态

环境需水量、预留战略储备水量等因素，以及需求侧的区域节

供需

平衡
供给侧 需求侧 内涵

3个层

级

规划水平年

可用水量

规划水平年

需水量
含义

一次

平衡

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

现状节水水平

现状产业结构

反映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在规划

水平年可能最大缺水量

二次

平衡

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

规划节水水平

规划产业结构

反映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在规划

水平年能实现的最小缺水量

三次

平衡

位于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与水资源

利用上限之间，具

体数值根据三次

供需平衡计算得

到

规划节水水平

规划产业结构

反映了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基础

上“盘活存量、严控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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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行高、中、低情景（代表切合实

际的可能最大值、均值和最小值）组合，得到多组不同的供给

侧和需求侧情景方案。基于“城、地、人、产”总量指标、效率

指标和发展规模指标体系，通过情景组合分析和用水定额法对

经济社会发展规模进行集合预测，得到相应的预测均值及其不

确定性区间。采用区间调控理念扩大了决策者可以接受的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规模弹性空间，既有弹性，也有硬度，既上有“天

花板”、也下有“地板”，只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模处于合理区

间之内，就是可行的。

2.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模反向论证和正向调控

针对各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人口发展规划、产业发展

规划或重大涉水专项规划，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水网规划、

农业灌溉、电力开发（核电、火电、水电）、石油石化、钢铁、

造纸、纺织、化工、食品等重点产业发展规划和各类涉及水资

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专项规划等中常通过综合增长率法或时间

序列分析法等确定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实际，作为“四水四定”

分析实现的反问题，需要对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指标进行

反向论证。如果规划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指标位于集合预

测的区间范围内，则表明该规模指标是合理可行的，否则确定

的规模指标不合理。若规划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低于区间下限，

表明确定的规模过于保守，无法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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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若规划的经济社会发展规模高于区间上限，则表明确定的

规模过大，超出了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不满足水资源刚性约

束的要求，需要基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和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适

应性正向调控。采用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集合预测均值作为推

荐规模，规模区间范围上下限作为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经济社

会发展弹性空间，供规划编制人员和决策者参考选择。

四、结论与建议

贯彻“四水四定”原则，要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

能力作为刚性约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与水资源条件相匹

配。本文仅对南方丰水地区落实“四水四定”的方法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应该看到南方丰水地区“四水四定”问题复杂、相互交

织、涉及面广、系统性强。探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

（1）南方丰水地区可借鉴“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

续”的重大水利工程论证原则，在划定规划水平年区域水资源利

用上限的基础上，采用面向“四水四定”的水资源三次供需平衡

方法，确定规划水平年区域可用水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

资源刚性约束。

（2）根据南方丰水地区实际，分别拟定区域水资源供给侧

和需求侧的高、中、低情景方案，基于“城、地、人、产”总量

指标、效率指标和发展规模指标体系，通过情景组合分析和用

水定额法对经济社会发展规模进行集合预测，得到相应的均值

及其不确定性区间，给出可以接受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模弹



- 19 -

性空间，既有弹性，也有硬度。

（3）采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模集合预测成果对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确定的规模进行反向论证，若论证通过，则采用规划

中的规模；若论证未通过，则基于水资源刚性约束对规划中的

经济社会发展规模进行适应性正向调控，采用集合预测均值作

为推荐规模，规模区间范围上下限作为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经

济社会发展弹性空间。

（4）建议推进开展南方丰水地区“四水四定”试点研究以验

证本文所提理论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江西省水利科学院鄱

阳湖流域“四水四定”项目组正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已编制《鄱

阳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利用“四水四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方案》，

经省水利厅发函、赣州市水利局推荐，确定龙南市为先行试点

地区，并在龙南市召开了试点工作座谈会，开展了前期调研工

作，下一步拟加快收集资料，推进试点工作走深、走实，获得

可用于指导实践的高质量成果。

（5）建议进一步揭示南方丰水地区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耦合关系，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南方丰水地区“四水四定”指

标体系,完善“四水四定”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实现政府和市场

机制“两手”协同发力,建立健全南方丰水地区“四水四定”的管理

保障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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