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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大水经济”的融合发展

——基于贵州省安龙县的考察
*1

马静洲伍新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经济

社会发展必须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国务院也多次下发治水、兴水系列文件。全域水规划，通过做大做足水文章，

以水定发展，以水定产业，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空间布局，扬水之长，不断丰富大水经济内涵，实现工业、农业、

文化、旅游、大健康、大中医药、大养老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通过分析国家相关治水政

策，结合安龙县情及水情、优势及短板，提出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安龙大水经济的融合发展，向读者展现一个具有示

范效应的“安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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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而对于治水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也多次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一定要善用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

过程治理，习总书记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水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个要素，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

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等。所以在发展涉水经济时，要深入把握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原则和思想。2015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于同年 4月印发，

简称《水十条》，由此，治水兴水、铁腕治污已进入“新常态”。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要将水环境保护提到政治高度，因其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全区域涉水产业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的水规划具有统筹性、前瞻性以及稳定性，在吸收老规划

精神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将新时期水资源保护、水产业发展以及水资源管理的新思考纳入其中，更多地体现创新的顶层策划，

推动行业部门的融合，实现全域性的“整体性、大跨业、大融合”发展。对于安龙县而言，“十三五”时期随着国家对《左右

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西江上游经济区贵州黔西南州区域经济与重点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安龙带来了多重利好政

策的叠加效应。树立起“有水则安”“凭水致富”理念，推动全域水规划，以水规划统筹引领安龙涉水产业发展，对于安龙打

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全域山地旅游目的地，推进现代科技农业园区建设，实施系列水利工程建设以及光伏脱贫计划等具有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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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

1.1 研究区域概况

自然地理方面，安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地处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国土面积 2237km2，总人口 48万。是晚清重

臣、中国工业之父张之洞的少年故地；1652 年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曾在安龙建立陪都，是贵州省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三千年

文化、三百年荷花、三十处美景”的赞誉。有国家首个山地户外运动示范公园笃山、国家森林公园仙鹤坪、贵州省十大魅力旅

游景区招堤(十里荷花)、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万峰湖、全国罕见的笃山溶洞群，是全国“武术之乡”、“中国木纹石之乡”。

有 1 个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7 个省级、3个州级、9 个县级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年平均气温 15.6℃，平均海拔 1257m。

冬无严寒，夏无酷夏。经济方面，2016 年，GDP 为 101.08 亿元，财政总收入为 15.2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4640

元、7505 元。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到 91%，经济发展综合测评在贵州省 47 个非经济强县中排第 4位。“十三五”时期，安龙将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打造山地旅游、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山地新型工业化、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山地生态文明建

设、山区脱贫攻坚、社会治理七个“创新示范区”，建设荷乡、书乡、武乡、水乡、稻乡、石乡“六乡安龙”，实现全县脱贫、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跨进全省经济强县行列。安龙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脱贫攻坚任务重，贫困面积

大，贫困程度深，现有贫困户 7081 户 23285 人。二是产业支撑不力。企业体量小，产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大产业少，产业

链不长，经济总量小，效益不明显，收支矛盾大。

1.2 研究区域水资源概况

安龙县属珠江流域南北盘江水系，二级水资源分区为南北盘江，三级区为南盘江和北盘江，四级水资源分区为马别河区、

南盘江干流区、大田河区和大渡口以下干流区。水资源分共分为四个四级水资源亚区，即马别河安龙区、南盘江干流安龙区、

大田河安龙区、大渡口以下干流安龙区。安龙要借国家关于珠江、西江的一切有利的流域政策。安龙县主要河流基本情况统计

表(表 1及图 1)。

表 1 安龙县水情信息

河流名称

发源地地名 流经乡镇

河长 流域面积

主道 一级支流 二级支流 三级支流
全长

(km)

区域内

(km)

全流域

(km)

区流域

(km
2
)

珠江 南盘江 白水河 海子乡庙湾 洒雨、新桥、龙广、德卧 33.1 33.1 358.38 303.54

木科河 新桥镇皮桶寨 新桥 11.1 11.1 31.25 31.25

洗马河 兴义鲁屯竹斯坡 龙广 16.1 5.22 45 .12.23

五格河 新安镇西河丁边龙井 新安、木咱 12 12 24.38 24.38

洒米河 新安镇阿兆 新安、木咱 10.03 10.03 20 20

北盘江 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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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河 普坪罗卜桥 普坪、笃山 28.5 11.7 759.34 110.9

鲁沟河 海子乡难滩 海子、戈塘、普坪 38.7 34.9 353.15 139.76

马路河 兴仁杨泗屯 龙山、戈塘 16.5 15.23 260 34.42

北乡河 巧岭 龙山 22 20.77 112.7 99.62

纳利河 戈塘镇髙补陇 戈塘 14 14 49.38 49.38

石冲河 普坪镇坝秧地 普坪、笃山 15 15 53.75 53.75

打函河 钱相 钱相、笃山 20 20 63.75 63.75

纳马河 兴隆木城 兴隆、平乐 12 8.3 62.51 30.2

乐溪河 乌寨水库 平乐 17.2 17.2 39.38 39.38

2 安龙县水资源利用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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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龙水资源丰富，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

水资源丰富。根据对普安县及周边雨量及水文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全县平均年降水量为 1208.9mm，其中南盘江流域平均为

1208.9mm，北盘江流域平均为 1187.5mm。从安龙县多年平均年降水量等值线图上看，降水地区分布不均，降水量变幅在 100mm

左右。降水量高值中心分布在龙广镇和洒雨镇，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在 1300mm 左右。低值区在安龙南部和北部的龙山镇，多年平

均年降水量在 1200mm 左右。安龙县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12.84 亿 m
3
，其中地下水资源量为 2.81 亿 m

3
。大田河安龙区水资源总量

6.56 亿 m
3
，地下水资源量 1.38 亿 m

3
，大渡口以下干流安龙区水资源总量 0.08 亿 m

3
，地下水资源量 0.02 亿 m

3
，南盘江干流安龙

区水资源总量 5.95 亿 m
3
，地下水资源量 1.34 亿 m

3
，马别河安龙区水资源总量 0.24 亿 m

3
，地下水资源量 0.06 亿 m

3
。安龙县水

资源总量 12.84 亿 m
3
，2008 年人均占有量 2098m

3
/人·年，占全省均值 2760m

3
/(人·a)的 76%，平均产水模数 57.4 万 m

3
/km

2
。

安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2008 年，全县现状供水能力 12540.83 万 m
3
，总用水量 11621.51 万 m

3
，农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供需水大致平衡。但在工业用水上，供水工程主要为自备水源，县内尚无专门的大中型供水工程来满足

工业用水；城镇用水剩余较多。此外，2008 年安龙县水田面积 23.59 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仅为 5.04 万亩，实灌面积只到占水田

面积的 21.36%，还有超过 70%的面积没有得到有效灌溉。做一个大的供需预测。龙县水资源状况并不丰富，安龙县主要属工程

性缺水，需新建一定水利工程加以解决。

表 2 水资源区水资源总量统计表

水资源区 水资源总量 （万 m
3
） 其中地下水资源量 （万 m

3
）

大田河安龙区 65 593 13 857

大渡口以下干流安龙区 826 193

南盘江干流安龙区 59 538 13 436

马别河安龙区 2 447 574

合计（安龙县） 128 404 28 061

2.2 安龙县水质优，水资源利用率较低

安龙县水资源分区水质现状评价成果表 3，其中安龙县地表水质现状评价选择 5条河 5个水库 6个水源点共 16 个监测站点，

在评价的 104.7km 河长中，综合评价水质重Ⅰ类占 71.6%以及Ⅱ类占 28.4%。安龙县地表水质量状况中，Ⅰ类水质包括南盘江(安

龙段)、五格河、洗马河、木科河、筏子河、北乡河、鲁沟河、石冲河水质最好，其次白水河和新桥河水质为Ⅱ类，无严重污染

河流，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等。

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按安龙县区域内水资源量计算，全县水资源开发率为 9.6%，说明安龙县的水资源开发率相对较低，这

与县境内水资源开发条件差有很大关系，全县水资源开发潜力尚很大。在水资源分区中，以南盘江干流安龙区开发程度最大，

为 11.2%；最小的为马别河安龙区，开发程度仅为 0.72%。

表 3 安龙县水资源分区水质现状评价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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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区 四级亚区 河名/水库名

河流

代表河长 (km) 水质类别

白水河 16.8 n

南盘江 12.7 I

南盘江干流 南盘江干流 安龙区
新桥河

五格河

12.9

1.6

n

i

洗马河 3.8 i

木科河 3.4 i

筏子河 20.1 i

北乡河 4.4 i

大田河
大田河安龙 区

鲁沟河 22.5 i

石冲河 4.9 i

五格河 1.6 i

总体来看，全面深刻认识安龙水情，是科学的水域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安龙拥有在全国建一个全域水综合利用保护示范县、

金山银山的示范县以及建成“穷山僻壤”脱贫致富的示范县的重要水资源基础。但从安龙县的县情与水情来看，具有安龙水资

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但利用不够，水资源丰富但存在工程性缺水，水质好但宣传不够以及水资源产业化不够的四大特点。一个

重要的启示就是，可以打造安龙“水品牌”，通过权威机构检测，重点宣传安龙的好水的综合指标，推动高端的、健康的功能

水的开发利用。

3 以全域水规划引领安龙涉水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与战略方向

全域水规划的理念是基于水资源的生命性、生活性、资源性、战略性、文化性、旅游性及生态性等特性，秉承绿色、创新、

融合、可持续思想，进而达到涉水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的战略目的。

(1)涉水产业大跨界、大融合的发展理念

推动安龙的全区域水规划与安龙本身丰富的水资源以及与之匹配的水产业发展密不可分，安龙县水域全覆盖，而且水质优

良，通过水规划引领区域产业发展与融合符合习总书记强调的“以水定城，以水定产”的水资源硬约束要求。通过延伸产业链，

以及购并重组扩大茶叶规模，有助于实现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循环累计因果机制，实现地区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之外，还能

够通过整合产业发展与地方文化，实现产业关联的乘数、叠加、创新业态的革命性效应。

(2)安龙涉水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方向

依托安龙水资源优势，笔者认为应当将与“水”相关的大健康、大中医药、大旅游产业系统整合，将其融于全域水规划。

用好国家级中医药大健康文化旅游大示范区题材，实现大整合、大融和，用大政府、大官、大平台的运行机制、制度政策安排

来引领几大产业发展。安龙的重点是做好水经济+大健康产业+大旅游产业+大中医药产业，从地理范围的适应性来看，安龙已确

定的七个县级创新示范区都应体现这些发展理念，实现跨界、融合发展。具体而言:

3.1 水经济+大健康产业



6

要积极发展涉水的适宜安龙水优势的大健康产业。习总书记在健康卫生工作大会上讲话强调了“健康”概念与传统的“医

疗”的差别，认为没有全民健康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小康。此外，“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也提出了通过普及健康

生活方式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提高的要求，要以人文关怀心态来建设健康环境。对于安龙而言，安龙的交通基础良好，气候、

空气以及优质的水资源都是发展健康产业的重要资源禀赋，所以应乘势发展有本地特色的山地旅游、气球、骑行、极限运动以

及民间武术等，通过准确、全面融入健康文化与健康理念，把武术之乡的品牌借鉴少林经验走向世界，让国家、国术、国医一

起走向世界；此外，还可以探索将种植、农业、养殖，林业，等产业纳入大健康，融入大水域，关联水产业。

3.2 水经济+大旅游产业

要积极发展适宜安龙水优势的旅游产业。随着中国进入了调结构、促转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旅游产业既能够满足消

费者的更加高级与多元的需求，而且也符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安龙有野生动植物王国的仙

鹤坪国家森林公园，喀斯特地貌的自然景观，古老神秘的文化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情，具有重要的旅游资源禀赋。要做好顶层的

全域旅游规划，努力创建全域旅游县，为创建国家级的兴义旅游市、贵州旅游省做贡献。安龙应当深挖丰富的文化内涵，讲好

本村、本乡、本县故事，树立文化是旅游之魂的理念，比如贵州兴义山地国际旅游节，整台晚会用本土的真人秀；以及江西千

古第一村，董家村小学生做志愿者导游，乡土教材的内容，出自志愿者小学生之口，自信，亲切，印象深刻。应当借鉴其他地

区的发展经验，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对本地区的南明博物馆以及包括张之洞、王宪章以及袁祖铭等历史名人进行大力推介，

形成品牌化的示范效应。

3.3 水经济+大中医产业

要积极发展适宜安龙水优势的大中医药产业，如薏米、石斛、莲荷等。习总书记认为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和钥匙，确

立中医药是医疗资源，生态资源，科技资源，经济资源，人文资源等五大资源的定位。西方近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的确是人

类文明的伟大阶段，但我们如何适应、利用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力量，重塑优秀的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

难题。人类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国的农医文明，通过务实地推进安龙的国家级的大中医文化旅游示范

区建设，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安龙的水文化以及中医药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安龙应当积极在政府的扶植之下，

重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入外来资本，弘扬苗医、苗药，培育发展石斛种植以及推进

安龙中医药产业的市场化。

3.4 水经济+大农业产业

安龙不宜发展一般的低产业结构的大工业产业，而是尽量考虑工业与旅游业和农业、和中医药业的融合。安龙传统的农业

产业产品如薏米、食用菌、蔬菜、金银花具有重要的本土优势，应当依托全域水规划的条件，通过改善灌溉条件予以重点发展。

此外，应当积极探索安龙县相关农业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提高农产品质量与技术附加值，有助于实现农产品的品牌

化经营。具体实践中，安龙县已经就莲藕种植技术与武汉大学全国的研发中心合作，对于其打造莲薏世界之都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4 小结

通过分析了新时期新形势下，国家一系列治水、兴水思想及政策，阐释了全域水规划的丰富内涵及发展理念，并通过分析

贵州省安龙县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全域水规划如何引领安龙涉水产业的开发，实现大水经济的融合发展。安龙县有其独特的

“流域超全覆盖”性质，决定了其全域水规划的基础和条件。笔者认为，我国许多县及地区，可根据自身不同的水情特点，做

好全域流域规划和顶层规划设计，充分地域环境优势，实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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