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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国家与地方政策提出新的要求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

导意见》（水节约〔2023〕206 号）、《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

理条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2023 年修正版）等国家和天津市宏观

政策文件的发布，对天津市再生水利用在统筹配置、利用方向、设施

建设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发生变化 

依据《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审稿），天

津市规划人口、用地的发展规模与空间布局发生较大变化，再生水利

用规划应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紧密衔接，作出相应调整。 

行业发展孕育新的契机 

近年来全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取得显著成效，污水处理厂出

水水质得到大幅提升，使得再生水利用方向更加广泛。同时，水资源

配置、供排水设施规模和布局的不断完善，为再生水事业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 

第二条  定义与内涵 

再生水，是指城镇污水经处理净化后，达到国家和本市规定相关

水质标准，满足相应使用功能的非饮用水。 

深度处理再生水，是指污水处理厂达标出水经进一步处理净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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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再生水利用水质要求的再生水，主要用于工业、城市杂用等方向。 

再生水利用率，是指再生利用水量占污水处理量的比例。 

再生利用量，是指城市污水处理回用水量中工业、城市杂用、景

观环境、生态补水及农业灌溉等各类再生水利用量之和，不含直接排

入河湖湿地等自然水体的非生态补水。其中，对于污水处理厂尾水直

接排入自然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进行生态补水的情况，

补水水质标准应符合或优于《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或《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02）中再生水利

用于景观用水控制项目和指标限值，具备生态补水需求和通过生态补

水工程实施的纳入再生水利用统计范围，否则不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

计范围。 

再生水管网通水率，是指已通水再生水管网长度占再生水管网总

长度的比例。 

第三条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统筹考虑再生水资源和

产品的双重属性，针对天津市各地区水源分布特征、利用条件与发展

需求，坚持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的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加

强再生水配置利用，扩大再生水利用领域和规模，提高再生水利用效

率和效益能，为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天津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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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规划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2023 年修正版） 

《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

导意见》（水节约〔2023〕206 号）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 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

通知》办节约〔2019〕241 号 

《天津市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 

《水回用导则》系列国家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2015）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类》（GB/T 18919-2002） 

《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2006）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天津市再生水设计标准》（DB 29-167-2019） 

《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报审稿） 

《天津市供水规划（2020-2035 年）》 

《天津市排水专项规划（2020-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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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节水规划（2021-2035 年）》 

《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工业布局规划（2022-2035 年）》 

《天津市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 

第五条  规划原则 

科学谋划，统筹布局。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按照统一谋划、整体布局的思路，综合确定利用方向，优化

系统布局，各区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再生水利用方案。 

立足现状，补齐短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设施，盘活低效利用

设施，结合用户需求补齐短板，通过管网连通、厂站设施配套建设工

程，提高管网通水率，提升再生水利用水平。 

优化配置，注重生态。以提升水生态环境、补充生态与农业用水、

缓解水资源紧缺等问题为导向，合理配置再生水资源，积极推进再生

水回用于生态补水，经调蓄净化后稳妥利用于农业灌溉，提高水资源

综合利用效益。 

供需平衡，经济高效。遵循按需定供、按用定质原则，充分考虑

再生水产品属性，统筹确定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厂的布局和规模，确

保厂站和管网等再生水利用工程的持续、经济、高效运转。 

远近结合，分步实施。近远期相结合，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期

发展的关系，分步实施规划，合理确定近期建设项目，保证重点发展

地区再生水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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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规划范围和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为天津市全部行政辖区。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 年，近期规划至 2025 年，远期规划至 2035

年。 

第七条  规划目标 

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天津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50%以上，有条件地区进

一步扩大再生水利用规模，初步形成先进、适用的再生水配置利用模

式；到 2035 年，天津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60%以上，经济、高效、

系统、安全利用的局面基本形成，在全国起到先进示范作用。 

分项指标： 

再生水利用量/率：到 2025 年，天津市再生水利用量超过 6.3 亿

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50%以上；2035 年，天津市再生水利用

量超过 9.8 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60%以上。 

再生水利用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水质标准和《再

生水水质标准》（SL 368-2006），利用于生态补水还需满足受纳水体水

环境质量要求。 

再生水利用水压：结合具体地区和用途确定，确保再生水供水安

全可靠。 

再生水管网通水率：到 2035 年，津城、滨城再生水管网通水率

不低于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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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方向及优化配置 

第八条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方向 

大力推进再生水利用于河湖生态和湿地补水，经调蓄、净化后安

全稳妥利用于农业灌溉；巩固加强利用于工业生产；完善并充分利用

现有再生水设施发展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等城

市杂用和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 

第九条  天津市再生水需求预测与优化配置 

预测到 2025 年，天津市再生水潜在需求量 17.62 亿立方米，可

供水量 11.97 亿立方米；到 2035 年，天津市再生水潜在需求量 19.74

亿立方米，可供水量 16.18 亿立方米。 

规划至 2025 年，天津市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6.35 亿立方米。2035

年，天津市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9.87 亿立方米。其中，城市杂用水量

1.11 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 2.04 亿立方米，生态河湖及农业用水量

6.72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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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总体布局 

第十条  整体思路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形成津、滨双城重点利用，外围五区着力挖潜

的总体格局。津城、滨城充分利用现有再生水设施，积极发展多元安

全、经济高效的再生水综合利用；外围五区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需求，

因地制宜着力扩大再生水利用领域和规模。 

第十一条  再生水回用模式 

天津市再生水利用模式，应以适度相对集中为主，因地制宜分散

为辅。津城、滨城、外围五区城区以集中回用为主，提升规模效益，

便于统一管理；老城区、远离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的城镇建设地区、

有利用条件和需求的农村地区，适情考虑分散处理模式。 

第十二条  再生水输配方式 

根据天津市各类再生水用户用水需求、现状河湖水系分布、现状

厂网设施建设与运营情况，各区因地制宜采用不同输配方式： 

津城：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以河道输配方式为主；工业大用户采用

点对点管网直供方式输水；工业低质用户、道路浇洒、绿化灌溉与大

型景观水体等采用一网多供方式以管道输配为主，中心城区以外地区

绿化浇洒在加强水质监管前提下还可采取河道取水口计量取水方式。 

滨城：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以河道输配方式为主；工业大用户采用

点对点管网直供方式输水；工业低质用户、道路浇洒、绿化浇洒与大

型景观水体等采用一网多供方式以管道输配为主。 

外围五区：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以河道输配方式为主；工业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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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点对点管网直供方式或管道与河道相结合的方式输水；工业低质

用户、道路浇洒、绿化浇洒与大型景观水体等因地制宜采用污水处理

及再生利用厂附近设置配水站、取水平台及一网多供等输配方式。 

第十三条  生态补水总体布局 

强化水系连通和调度管理，提升河道、水库蓄存能力，完善湿地

净化、生态补水等工程设施，充分利用再生水有效替代引江、引滦水

进行河湖生态补水。 

规划将独流减河和永定新河作为主要再生水调蓄功能河道，通过

设置橡胶坝和控制闸等方式，解决生态补水供需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秋冬季存蓄津城再生水用于转年春季生态补水，并将津城再生水外调

宁河和静海区。 

充分利用津城和滨城现状永金水库、大兴水库、东丽湖、天嘉湖、

黄港水库等湖库和湿地调蓄、净化非汛期再生水，解决季节用水不平

衡问题。 

第十四条  再生水水质要求 

再生水利用须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201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城市污

水再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GB 20922-2007）、《农田灌溉水质标

准》（GB 5084-2021）、《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19）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等各类用户

水质标准。再生水利用于生态补水还需满足受纳水体水环境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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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津城再生水利用规划 

第十五条  津城再生水利用方向 

津城再生水利用方向，在完善并充分利用现状再生水管网设施的

基础上，优先利用于城市绿化、道路清扫、公建杂用、车辆冲洗、建

筑施工等城市杂用水；积极利用于热电、冶金等高耗水工业企业生产

用水和供热站、换热站循环冷却和管道补水；大力推进观赏性景观环

境用水、河道生态用水、湿地用水等环境用水；有条件地区推广利用

污水源热泵供热。 

第十六条  津城再生水优化配置 

规划至 2025 年，津城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1.82 亿立方米，外调宁

河区 0.40 亿立方米，外调静海区 0.80 亿立方米。 

规划至 2035 年，津城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3.11 亿立方米，外调宁

河区 0.40 亿立方米，外调静海区 0.80 亿立方米。 

第十七条  津城再生水设施布局规划 

规划到 2035 年，津城主要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共 13 座，处理

规模从 232.8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307.8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

再生水供水规模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预计到 2035 年达到 62.50

万立方米/日。 

规划五大水源互联互通，联网供水。沿城市主要道路敷设再生水

主干管网，沿线根据用户需求设置配水管网及市政管网取水口。近期

加快完善津城管网断点连接，提升管网通水率。具备再生水供水条件

的双管入户用户结合具体情况有序实施水源切换。远期实施规划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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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规划北辰分布式能源站、爱旭太阳能、江天数据、双港垃圾焚

烧发电厂、规划西青分布式能源站、荣程钢铁等大用户供水干线，以

及空港供水干线、环外咸阳路与津沽系统互联互通、北部地区配套主

干管网等供水工程。 

第十八条  津城再生水生态补水规划 

结合引滦引江新引河联络线工程和中心城区引滦补水调水线路

调整，重点利用永金水库调蓄和湿地净化作用，就近利用东郊、北辰

和北部地区等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再生水补充河道生态用水。 

充分发挥天津市平原河道特点，重点在独流减河和永定新河合理

布置橡胶坝和控制闸，将独流减河和永定新河作为非汛期再生水调蓄

功能河道，外调至静海区和宁河区满足外围区生态补水需求。 

近期实施东郊污水处理及再生厂回用于中心城区生态补水工程

作为中心城区河湖生态再生水补水试点。 

环城四区强化二级河道水系连通和调度管理，提升二级河道和水

库的蓄存能力，完善西青郊野公园湿地、独流减河湿地、大沽排水河

湿地、八里湾湿地、天嘉湖湿地、东丽湖北湿地和永定河湿地等净化、

生态补水工程设施，充分发挥津沽、咸阳路、张贵庄、双青、大双等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再生水供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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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滨城及外围五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第十九条  滨城再生水利用规划 

滨城再生水主要利用方向包括工业生产用水，河湖湿地生态补水，

绿化、道路浇洒等城市杂用水。充分发挥“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

和“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作用，重点挖潜新兴产业、高端

制造业、重化工等工业大用户，加强再生水区域循环利用，改善水生

态环境。 

2025 年滨城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1.99 亿立方米，2035 年滨城

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3.46 亿立方米。 

规划至 2035 年，滨城主要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 33 座，处理规

模从 78.26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304.9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再

生水供水规模达到 83.38 万立方米/日。 

规划新建泰达第一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生态补水资源化利

用、大港港东新城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生态补水、资源化利用

等工程项目，通过湿地净化实现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利用。 

第二十条  武清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武清区再生水主要利用方向包括绿化、道路浇洒等城市杂用水，

冷却、洗涤等工业用水，景观环境、河道生态等环境用水以及农业用

水。重点推进大数据等产业用水、河湖生态补水及农业用水。 

2025 年武清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35 亿立方米，2035 年武

清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51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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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至 2035 年，武清区主要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 11 座，处理

规模从 20.7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33.0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再

生水供水规模达到 10.00 万立方米/日。 

规划新建京滨工业园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开发区西区污水处

理及再生利用厂至高村创新科技园、武清垃圾处理厂、中金大数据、

盘古云泰大数据等园区及大用户的再生水供水专线。城区随新建地块

及道路工程完善再生水管网。 

规划连通新西河与雍阳西道边沟、三支渠与四支渠、五支渠与龙

凤河故道、七支渠与龙凤河故道，同时新建泵站、闸门，完善城区水

系连通循环系统。 

规划拆除重建西安子节制闸，提高北京排水河蓄水能力。规划新

建运东干渠橡胶坝，拦蓄排入运东干渠的再生水。 

第二十一条  宝坻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宝坻区再生水主要利用方向包括绿化、道路浇洒等城市杂用水，

冷却、洗涤等工业用水，景观环境、河道生态等环境用水以及农业用

水。重点推进河湖生态补水及农业用水。 

2025 年宝坻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22 亿立方米，2035 年宝

坻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36 亿立方米。 

规划至 2035 年，宝坻区主要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 9 座，处理

规模从 11.6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38.3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再

生水供水规模达到 2.80 万立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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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宝坻第一、宝坻第二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设置配水站或取

水平台，回用于道路浇洒。规划华宝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至天津北

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安泰天龙（天津）钨钼科技有限公司、光环

新网天津宝坻云计算数据中心再生水供水专线。 

规划中登渠至潮白新河右截渗渠河道、潮左截渗沟至导流河范围

新挖渠道，规划新建中登闸、连通渠节制闸、李家口闸、小刘排干闸，

拆除重建于桥排干渠首闸，保证水系循环连通。 

第二十二条  宁河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宁河区再生水主要利用方向包括工业生产、冷却、洗涤用水，景

观环境、河道生态等环境用水以及农业用水，绿化、道路浇洒等城市

杂用水。重点推进工业和河湖生态补水及农业用水。 

2025 年宁河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67 亿立方米（含津城向

宁河区补充再生水 0.40 亿立方米）；2035 年宁河区规划再生水配置

利用量 0.90 亿立方米（含津城向宁河区补充再生水 0.40 亿立方米）。 

规划 2035 年，宁河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 7 座，处理规模从

12.2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42.00 万立方米/日。再生水厂 1 座，处理规

模从 5.0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8.0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再生水

供水规模达到 7.90 万立方米/日。 

规划新建芦台桥北污水处理厂至秸秆焚烧生物质发电厂再生水

管线。宁河再生水厂至汤始建华建材专用再生水管。 

规划拆除重建潮东泵站，保证水系循环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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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静海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静海区再生水主要利用方向包括绿化、道路浇洒等城市杂用水，

冷却、洗涤等工业用水，景观环境、河道生态等环境用水以及农业用

水。重点推进河湖生态补水及农业用水。 

2025 年静海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1.06 亿立方米（含津城向

静海区补充再生水 0.80 亿立方米），2035 年静海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

用量 1.19 亿立方米（含津城向静海区补充再生水 0.80 亿立方米）。 

规划 2035 年，静海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 11 座，处理规模从

10.8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27.5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再生水供

水规模达到 5.50 万立方米/日。 

规划新建开发区南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双塘污水处理及再生

利用厂至静海垃圾处理厂、静海电厂专用再生水管。团泊东区、团泊

西区、子牙产业园等地区随新建地块及道路工程完善再生水管网。 

在现状薛庄子泵站处规划新建穿越马厂减河倒虹吸，连通运东排

干与唐家洼排干，为马厂减河以南区域提供生态补水水源。拆除重建

管铺头泵站，更新改造小团泊泵站。在港团河和运东排干交口处规划

新建一座提升泵站，从港团河提水，向运东排干、生产河港团河以南

段补充生态用水。在现状马厂减河南侧规划渠道与唐家洼排干交汇处

规划新建节制闸。 

第二十四条  蓟州区再生水利用规划 

蓟州区再生水主要利用方向包括工业大用户、河道生态补水、农

田灌溉、道路浇洒、园林绿化。重点推进工业大用户和河道生态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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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蓟州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24 亿立方米，2035 年蓟

州区规划再生水配置利用量 0.33 亿立方米。 

规划 2035 年，蓟州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 4 座，处理规模从

9.00 万立方米/日提升到 21.00 万立方米/日，规划深度处理再生水供

水规模达到 10.10 万立方米/日。 

规划新建蓟州城区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和上仓污水处理及再

生利用厂至盘山电厂专用再生水管。蓟州城区及州河产业园区随地区

开发同步配套建设再生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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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二十五条  近期建设规划目标要求 

加强对再生水的综合利用，完善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设施，提高再

生水综合供水能力；推进河道再生水利用建设，依托水系连通工程，

加强再生水的调蓄净化和调度利用，加大再生水的河湖生态补水规模。 

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应当与城市更新、道路维护维修、地铁建设

等工程紧密结合，统筹安排。近期优先安排试点片区，以示范效应带

动系统构建。 

第二十六条  近期建设厂站工程 

近期规划厂站工程共 7 项，包括津城东丽湖南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厂扩建工程 1 项，滨城大港油田港东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新建工

程、大港油田港西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新建工程、大港油田港东污

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3 项，武清区第五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扩建工程

1 项，宝坻区潮新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新建工程 1 项，蓟州区上仓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扩建 1 项。总投资约 5.72 亿元。 

第二十七条  近期建设管网工程 

近期规划津城再生水管网断点连接工程、滨城油田港东再生水厂

出水管道工程、渤化 LG 再生水管道工程、宁河区秸秆焚烧生物质发

电厂再生水供水管道工程蓟州区盘山电厂再生水供水管道工程。总投

资约 8.21 亿元。 

第二十八条  近期建设河道工程 

近期规划建设东郊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厂回用于中心城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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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水工程、大港港东新城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生态补水资源化利

用工程、黄港湿地生态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黄港一库湿

地修复工程和东兴隆泵站工程、泰达第一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净化生

态补水资源化利用工程。总投资约 9.7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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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二十九条  严格规划管控 

强化规划管理。本规划为后期项目实施建设提供上位规划依据，

再生水厂站、管网、河道工程具体位置应在项目工程设计中予以落实。

市相关职能部门要建立严格的规划成果保护机制，将市级再生水利用

规划落实到各级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中，对规划设施规模、位置、服

务范围等进行严格控制，保障再生水设施建设。 

落实规划传导。各区人民政府要根据职责明确责任主体，落实职

责分工，将规划成果落实到各级规划编制中，协调好各区再生水利用

规划与地区发展之间的关系，组织开展区级再生水利用规划编制工作，

落实市级再生水规划要求。 

明确调整机制。因实施需要，与本规划不符的再生水设施（含厂

站、管网、河道工程）项目，由建设单位报项目属地水务主管部门，

属地水务主管部门组织征求规划主管部门意见。规划主管部门完成综

合平衡将审查意见反馈属地水务主管部门后，由市水务局上报市人民

政府履行调整审批程序。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后，统筹纳入本规划

执行。 

第三十条  完善政策机制 

加强组织推动。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高效、灵活的工作机制。

各级政府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再生水利用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再生水利

用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合理分工、

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切实保障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设施的建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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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运营和管理。 

健全制度政策。各级政府应当以政策为引导，加以扶持。建立政

策保障体系，制定规划项目优先落实资金和审批制度。制定合理的再

生水收费标准，确保各类型用户积极使用再生水，保障再生水公用设

施运行资金充足。 

实行目标管理。将再生水利用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对再

生水年度利用指标完成情况、用水管控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等进

行考核。严格制定再生水利用年度计划，科学分解用水指标，统一统

计口径，明确各部门分工要求，保障再生水工程建设推动。 

第三十一条  强化资金保障 

健全“政府主导、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投融资机制。积极争

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支持，加快研究再生水工

程纳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更好落实再生水重大项目建设资金。 

加强引导市场配置。推动落实再生水利用税费优惠政策，降低再

生水生产和利用成本，拓宽再生水利用设施及管网建设投融资渠道，

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增强社会资本和相关经营主体开发利用再生水的

内生动力。 

第三十二条  加强监督管理 

推进政务公开，及时发布政策文件、规划方案、用水状况、设施

建设等相关信息，加强跨部门计量统计协作，推动建立数据要素共建

共享机制。 

加强对再生水供水单位水量水质监督检查，保障非常规水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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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对再生水利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对水量、水质开展监督性计量监测，督促

供水单位落实安全风险防控责任。 

第三十三条  提升科技支撑 

加强再生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科研攻关，支持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的研究开发，推动先进实用技术设备集成、示范和应

用。鼓励引导建立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打造高水

平的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产业。 

第三十四条  注重宣传教育 

将再生水利用作为节水宣传的重要内容，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手段，加强再生水利用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公众对再生水的认知

度和接受度，形成珍惜、保护、高效利用水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充

分发挥舆论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促进污水再生利用事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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