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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

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二）

绿化祖国，改善生态，人人有责。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从见

缝插绿、建设每一块绿地做起，从爱惜每滴水、节约每粒粮食做起，

身体力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

——《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2015年 4月3日)，习近平《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0-91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

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实行

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就是一项硬

措施。这就是说，既要控制总量，也要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

消耗、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的强度。这项工作做好了，既能节约

能源和水土资源，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也能倒逼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根据当前资源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在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量

和消耗强度双控的基础上，水资源和建设用地也要实施总量和强度

双控，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要研究

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更多用市场手段实现双控目标。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我国环保管理体制》(2015年 10月26日)，习近平《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01页，第102页

要加强水的循环利用，鼓励发展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建设一批

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

——《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2015年12月20日)，《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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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

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

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2017年 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第42页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

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

供给的资源。“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要坚持以水定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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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人

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

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

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2019年 9月18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62页

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推进节水型社会和节水型城市建设。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报

告》(2019年10月 28日)

要注意解决好稻水矛盾，采用节水技术，积极发展节水型、高

附加值的种养业，保护好黄河水资源。

——在宁夏考察时的讲话(2020年 6月8日-10日)，《人民日报》2020

年 6月11日

要坚持节约优先。“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

之不节则乏。”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领域节约行动。在生

产领域，要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降低单位产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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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物耗，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在消费领域，

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

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深入开展“光盘”等粮食节约行动，广泛开

展创建绿色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等行动。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1年12月 8

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68

页

必须摒弃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老路子，

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生态农业、低

碳乡村成为现实，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守住绿水青山。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2年 12月23日)，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166页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加

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科学利用各类资源，提高资源产出率。

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

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

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2023年 7月17日)，《二十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512页

把节水纳入严重缺水地区的政绩考核。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政

绩考核还是必需的有效的，关键是考核内容要科学。我看要像节能

那样把节水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绩考核，非此不足以扼制拿水不

当回事的观念和行为。如果全国尚不具备条件，可否在严重缺水地

区先试行，促使这些地区像抓节能减排那样抓好节水。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