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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攥蠲搬簸
1、 降水量

2012年 雅安市平均降水量1236.8毫 米 ,比 上年1100.5毫 米 ,

偏多12.4%,比 常年1254.6毫 米偏少1.4%,属 于平水年份 ;其 中
南部地 区 (大 渡河流域 )平 均降水量941.7毫 米 ,比 常年偏多
0.5%,北 部地区 (青 衣江流域 )平 均降水量1379.2毫 米,比 常年
偏少1.6%,岷 江流域平均降水量1389.5毫 米 ,比 常年偏多1.9%。

2012年 雅安市降水量等值线图、降水量距平差等值线图分别见附
图1、 附图2。

1。 1行政 分 Ex∶ 降水 量

2012年 雅安市荥经县年降水量最大,达 1775.8毫 米;汉源县
年降水量最小,仅678.3毫米。各县 (区)降水量与2011年及历年均
值比较结果见表 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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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2年雅安市行政分区降水量表

图1 2012年雅安市行政分区降水量与上年、常年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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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流域 分 区降水 量

2012年 青衣江流域年降水量1379.2毫 米,大 渡河流域年降水量

941.7毫 米,岷 江流域年降水量1389。 5毫 米。2012年 雅安境 内青衣

江流域年降水量最大站为荥经县金山站 ,2530.9毫 米;次之为荥

经县麓 池 站 ,、 2476.7毫 米 ;降 水 量最小 站
·
为 宝兴县 五龙 站 ,

693.5毫 米。雅安境 内大渡河流域年降水量最大站为石棉县大泥 口

站,达 1385,5毫 米;最小为汉源县两河站 ,576.0毫 米。2012年 降

水与常年相 比,大渡河流域 (南部 )比 常年偏多0.5%,青 衣江流域

(北 部 )比 常年偏少1.6%,岷 江流域比常年偏多1.9%。 2012年 雅安

市流域分区降水与2012年 及多年均值 比较见表 2、 图2。

项目 石棉 汉源 宝兴 芦山 天全 荥经 雨城区 名山 全市

⒛11年降水量 (lnll) 866,6

常年降水量 (lrlnl) 965,2 1455.2

⒛12年降水量 (mm) 1775,8 1749,3

面积 (kⅢ )

⒛12年折合水量(亿 Ⅲ) 31,1 15,9 17,7

与上年比较
0/l) 13,2 -2,7

与常年比较仳)

燹常年降水量
■⒛11年降水量
口2Q12年降水量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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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 内分配

雅安市气候冬季受北方冷空气影响 ,夏 季受太平洋副高和

西南暖湿气流控制 ,春秋则受冷暖气流交替影响 ,加上流域地

理位置和特殊地形制约,形 成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 :春季气温

多变,夏季多雨且雨强大⒉秋季绵雨湿度大,冬季霜雪较少。

全 市主汛期连 续5个 月 的降水量 占年 降水量 的百分 比为

77.1%;其 中石棉县最大,为 82.7%;宝 兴县最小 ,为 73.6%。 各

县 (区 )主 汛期不同统计时段降水 占年降水量百分比见表 3。

表3各县 (区)主汛期不同统计时段降水占年降水量百分比表

项 目

地 区

连续最大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百分比 (%)
年降雨量
(mm)最大 1月 降雨 最大 3月 降雨 最大 5月 降雨

石棉县 26.3 61.8 82.7 1176,0

汉源县 ’

~
8’

臼 58.3 80.4 678.3

大渡河 (雅安 ) 27,2 60,1 81.6 941,7

宝兴县 ″
f0’

臼 49.6 73,6 960,5

芦山县 22,6 52.5 74.2 1294.6

天全县 8Q
0

’

~ 52,2 74.0 1512,1

荥经县 25,3 55.8 75,4 1775,8

雨城区 28,3 59.5 78,5 1749.3

青衣江 (雅安) 24,2 99
0

囗
U 75.1 1379.2

名山县 27,1 60.3 77.9 1389.5

雅安市 25,3 56.2 ″f″f 1236,8|



2、 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 ,

用天然径流量表示。

2012年 全 市地表水 资源量161.9亿 立方米 ,折 合年径流深

1058.5毫 米 ,比 多年均值171.1亿 立方米减少5.3%,比 上年增加

29.7%。 雅安市境 内大渡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35.5亿 立方米 ,占

全 市地 表 水 资 源 量 的 2】 。9%,比 多年 均值 41.4亿 立方 米减 少

14.2%;雅 安市境 内青衣江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124.2亿 立方米 ,

占全市地表水资源 的78.1%,比 多年平均值130.3亿 立方米减少

4.7%;雅 安市境 内岷江流域地表水资源量为2.2亿 立方米。各县

(区 )及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详见表4、 表5。

表42012年雅安市行政分区水资源量表
单位 :亿 立方米

项目

地区

人口
(万人)

降水折合

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水资源

总量

人均水资源量
(立方米/人 )

石棉县 12,70
Q
0 21,9

∩
ν

爿
牡

ο

O
￡
υ

9
臼 21120,4

汉源县 32,71 15,9 13,6
仄

U
匚

U 4619,8

宝兴县 5.76
∩
ν

∩
ν

Q
乙 Q

J
Q
0

∩
ν

7
f 41,0 71207.1

芦山县 11,00 17.7
0
乙7

f
∩
ν

∩
υ

o
o 7331,9

天全县 13,75
9
乙￡

υ
Q
o

Q
υ仄

U
0
J

o
O 43.3 31469.7

荥经县 14,89
r
υ

Q
0 28.9

仄

U
∩
υ

钍Q
J 22858.9

雨城区 35,68 18,5 16,8
Q
乙仄

U
∩
υ

9
凵

Q
∠ 6167,4

名山县 26.16
仄

U
o
O

匚

U

Q
乙

9
凵

7
f 2759,5

全市 152,65 189。 4 161∶ 9 35.6 197,5 12941.2



表5 2012年雅安市流域分区水资源量表
单位 :亿立方米

项 目

地 区

人口
(刀、)

降水折合

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水资源

总量

人均水资源量
(立方米/人 )

大渡河 (雅安 ) 45.41 47,0 35,5 6.4 41.9 9234,6

青衣江 (雅安 ) 95.44 138.8 124.2 28,3 152∶ 5 15983,2

岷 江 (雅安 ) 11.80 3,6 2.2 0.9 3.1 2600.5

全市 152,65 189。 砼 161,9 35.6 197,5 12941.2

3、 地下水资源量

地下水资源量指 由降水、地表水体入渗补给地下含水层的动

态地下水量。2012年 全市地下水资源量为35.6亿 立方米 ,其 中大

渡河流域6.4亿 立方米,青衣江流域28.3亿 立方米,岷 江流域0.9亿

立方米。各县 (区 )及流域分区地下水资源量详见表4、 表5。

4、 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指评价区内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量 ,不

包括入境水量。依据此定义 ,雅安市水资源量不包括青衣江、大

渡河的入境水量。

2012年 全 市水 资 源 总量 为 197.5亿 立 方 米 ,比 上 年 增 加

25.2%,比 常年值173.7亿 立方米偏多13.7%,全 市平均产水系数

0.979,平 均产水模数129.1万 立方米/平 方公里。2012年 雅安市行

政分区和流域分区水资源量见表4、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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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入境水量

2012年 全市总入境水量384.5亿 立方米 ,其 中大渡河入境

水量365.5亿 立方米 ,青衣江入境水量19.0亿 立方米。全市总

出境 水 量 为 542.4亿 立方 米 ,其 中大渡 河水 系 出境 水 量 为

432。 8亿 立方,青衣江水系出境水量为109。 6亿 立方米。

6、 蓄水动态

2012年 雅安市水库蓄水统计资料 ,2012年 末全市水利工程

蓄水量3788万 立方米 ,与 上年 比较减少503万 立方米。雅安市

境 内现有中型工程一处,蓄水1913万 立方米 ,占 全市当年末水

库蓄水总量的50.5%,小 (一 )型 水库9处 、小 (二 )型 水库31处 ,主
要分布 在青衣 江水 系。其 中小 (一 )型 水库 的年末 蓄水 总量

1012万 立方米,占 全市当年末水库蓄水总量的26.7%;小 (二 )型

水库 当年末蓄水总量456万 立方米,占 全市当年末水库蓄水总量

的12.0%。 山坪塘蓄水407万 立方米,占 全市当年末水库蓄水总量

的10.8%。 2012年 全市水库蓄水动态情况见表6、 图3。

图32012年雅安市水库蓄水动态对 比图

■上年末蓄水总量

当年末蓄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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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12年雅安市水库蓄水动态表

县 区 水库类别 流 域 数 量
⒛ 12年末蓄水 总量

(万立方米 )

石棉县 小一型 大渡河流域 1 137

汉源 县 小二型 大渡河流 域 1
9
乙

宝兴县 青衣江流域

芦 山县 小二型 青衣江流域 2 45

天全 县 小二型 青衣江流域 3 47

荥经县 小二型 青衣江流域 2 14

雨城 区
小一型 青衣江流域

9
乙 130

小二型 青衣江流域 5 74

名 山县

中 型 岷江流域 L 1913

小一型
青衣江流域 1 38

岷江流域 5 707

小二型
青衣江流域 54

岷江流域 1衽
n
υ

9
乙

全 市 山坪塘 1119 407

合 计 1160 3788

7、 水资源情势分析

2012年 全市水资源总量197.5亿立方米,比 常年偏多13.7%,比

上年增多25.2%。

从水资源总量上分析 ,2012年 雅安市为水资源偏丰年份 :全

市平均产水 系数0.979,平 均产水模 数129.1万 立方米/平 方公

里。

2001-2012年 水资源总量变化趋势如下图 :

水资源总量变化趋势图

水
2so

资
源 2∞

总
量 1so

亿 1∞
上

窠∞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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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鼹瑁藜量

1、 供水量

2012年 全市总供水量为6.24亿 立方米 ,地 表水蓄水量0.38亿

立方米 ,占 总供水量的6.1%;引 水量5.26亿 立方米 ,占 总供水量

的84.4%;提 水量0.18亿 立方米 ,占 总供水量的2.8%,地 下水浅层

水供水量0.32亿 立方米 ,占 总供水量的5.1%。 雅安市分 区供水量

情况见表7。

表7雅安市行政分区供水量

单位 :万立方米

县 (区 )

地 表 水 源 供 水 量 地下水源供水量 其他水源供水量
总供水

量
蓄水 引水 提 水

人工载

运水量
小计 浅层水 深层水 微咸水 刂、计

污水处

理回用

雨水利

用
小计

石棉县
5846

汉源县 550

宝兴县 12

芦山县 6292 6362

天全县 9 9

荥经县 5574

雨城区 240 9970
11865

名山县 l1707

全 市

O9



2、 用水量

全市总用水量为6.24亿 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3.54亿

立方米 ,占 总用水量的56.7%;林牧渔畜用水0.90亿 立方米 ,

占总用水量的14.5%;工 业用水0.85亿 立方米 ,占 总用水量的

13.7%;居 民 生 活 用 水 0.66亿 立 方 米 ,占 总 用 水 量 的

10.5%;城 镇公 共用 水 和 生态环境 用水 分别 占总用水 量 的

3.3%、 1.3%。 雅安市分区用水量情况见表8。

表8雅安市行政分区用水量表

单位 :万立方米

县 (区 ) 农田灌溉用水 林牧渔畜用水 工业用水 城镇公共用水 居 民生活用水 生态环境用水 总用水量

石棉县 4573 530 540 11 5846

汉源县
4 ⊥4148

宝兴县 8 5 260 3

芦山县 3374 530 8 6362

天全县 24
4504

荥经县 3346 140 58钅 2

雨城 区 1628 1840

名 山县 1406

全 市
2078 6575 62400



3、 用水指标

2012年 全 市人均水

资源量1.29万 立方米 ,

人 均 用 水 量 40⒏ 8立 方

米。

全市万元GDP用 水量

156.8立 方 米 ;农 田实

际 灌 溉 亩 均 用 水 量

683.0立 方 米 ;城 镇居

民生活用水人均103.5升

/(日 ·人 ),农村居 民

生 活用 水 人 均 91.9升 /

(日 ·人 )。 2012年 雅

安市行政分 区主要用水

指标统计见表9。

省
市
领
导
在
雅
安
铜
头

引
水
工
程
建
设
动
员
会
上

省

水

利

厅
冷

刚

厅
长

调

研

雅

安

水

资

源

管

理

省
水
利
厅
副
厅
长
刘
俊
舫

检
查
雅
安
水
产
养
殖
工
作

表9 2012年雅 安 市 行 政 分 区主要 用 水 指 标 统 计 表

行政分区

名称

人均 GElP 人均用水量 万元 GElP用水量
农田实灌亩均

用水量

人均生活用水量

城镇 犭忍讣寸

(^己 ) (m3) (m3) (m3) (爿√丿
`.日

) (∫ |√少、.日 )

石棉县 42196.9 460.3 109.1 1236.0 101 130,5

汉源县 15292 砼32,5 282.8 847,1 110.2 60.1

宝兴县 35121.5 212.8 60,6 615,7 150,7 100.3

芦山县 23045.5 578,4 251, 0 891.5 80,5 83.4

天全县 27520 327.6 119.0 779,6 92.6 102.3

荥经县 32889,4 392.4 119.3 695.6 95,8 81.7

雨城区 31698.4 332,5 104.9 829.8 73,5 94.6

名山县 18562.7 481.9 259,6 334,7 123,9 82.1

全 市 26076 408.8 156.8 683.0 103,5 91.9

丬
I

△
I



4、 管网漏失率

雅安市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表表 10

5、 农业灌溉渠系 (灌溉水 )利用系数
∷

表 11农 业灌溉渠系 (灌溉水 )利 用系数表

县 区
所属水 资源分

区名称

供 水 总量
(万 m3)

售 水 量 (万 硭 )
免费供水量

(万 m3)
管网漏失水量

(万 m3)
管 网漏失率 〈% 备 注

石棉县 大渡 洞 495.08 369.07 78.77 47, 24 9.5茌%

汉 源 县 大渡河 442 301.5 110.5 25%

宝 兴 县
青衣江和 岷江

干流
32.4 33.1 0.5 1%

芦 山县
青衣江和岷江

干流
245.2 179 26.82 39 38 16.06%

天 全 县
青衣江和 岷江

干流
219 97 178 36 2.87 38.74 17.61%

荥经县
青衣江和岷江

干流
260 230 7.69%

雨 城 区
青衣江和 岷江

干流
1152 772 15 63%

名 山县
青衣江和岷江

干流
576 492.64 63 36 11.00%

灌 区名 称 所属 水 资源分 区名 称
区

刑

灌

蒌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万亩 )

渠首取 水量
(亿 m)

进入 田 间水量
(亿 m) 渠 系 水 利 用 系数 灌溉 水利 用 系数

宁康 堰 灌 区 青衣 江和 岷 江 干流 小 型 o 5096

东风 堰 灌 区 青衣 江和 岷 江 干流 中 型 0 o604 0 0衽 28

宝 兴 县 青衣 江和 岷 江 干流 /l`型

芦 山县 青 哀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渠 灌

玉溪 河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大 型 o 52

棠 经 县 膏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小 型 衽 9 o 衽5 0 75 o 45

石 碑 天 水 库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周 家 沟 水 库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王 冢 沟 水 厍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0 11衽 o o0o89096 o 0007301

黄 龙水 库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o 686 o o408782

三合水库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龙洞子水 库 灌 区 青衣 江和 岷 江 干流 o 001261亻衽

大石 头水库 灌 区 青衣 江和 岷 江干流 0 09 o oo05637

周 公堰 灌 区 青 衣 江 和 岷 江 干 流 o 9214

红 旗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上游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o 083423娑 9 o o7衽85756

东大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0 9

香 林 堰 灌 区 大渡 河 渠 濯 o 83

跃进 堰 灌 区 大渡 河 渠 灌

前进 堰 灌 区 大渡 河 渠 灌 o 118 o o1I63115 o 0o930607

伏 龙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o 4531 0 o426038衽

顺 水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联 合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后 山堰 灌 区 大 渡 洞 渠 灌 o o939168 0 0519107 o 36

幸福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o o5在 11406 o o3527841

桂 贤 乡红旗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万福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合 江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0 o 00434395 o 00299114

西 溪 乡 陈 河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全 合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贾托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o 2401 o 32

冒水 洞 堰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o 3509 o 02353536 o 85 03

四 河 坎 灌 区 大 渡 河 渠 灌

关 沟 堰 灌 区 大渡 河 渠 灌

大 岭 乡海 子 村 灌 区 大渡 河 渠 灌 o 148 o o1177251 0 o0965547
汉 源 100亩 以上
-1000亩 以下 灌 区

大渡 河 渠 灌 9 052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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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廖磊、副指

挥长郑 尚垄检查石棉县防汛工作

1、 废污水排放量

2012年 全 市废 污水排放量4208万 吨。其 中工业废 污水排放量
1028万 吨 ,占 24.4%;城 镇居 民生活废 污水排放 量 3180万 吨 ,占
75.6%。

2、 河流水质概况评价

根据水资源 (2012)131号 和雅府发 (2002)46号 文件 ,雅 安

市共划分23个 水功能区,其 中:一 级水功能区19个 ,二 级水功能区

4个 ,规 划河流含大渡河、青衣江、周公河等11条 河流。四川省水

环境监测中心雅安分中心2012年 监测结果显示 (有 监测资料水功能

区13个 ,其余9个水功能区未监测),所 有监测水功能区除玉溪河芦

山保留区为Ⅳ类 (主 要超标项 目为氨氮、总磷 ),其余水质均达Ⅲ

类及 以上,达到水功能区水质要求。

郑尚丝局长检查水利工程建设

郑 尚垄局长在名 山县检查水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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躏、鼷漪慵髭

1、 雨情、水情

2012年 汛期 以来 ,降水

量 (据 气象局资料 )合计北

部 640.4~1196.1毫 米 ,与
常年同期值相 比,天 全县和

芦 山县偏 多24%~44%,其 余

各 区县 偏 多 1%~15%;南 部

488.7~518.6毫 米 ,与 常年

同期 值 相 比偏 少 8%~11%。

2012年 较上年全市普遍偏多

7%~43%。 全市夏季总降雨量

平均为740.3毫 米,比 常年同

期偏多7.8%;与 常年 同期相

比,各地差异较大 ,其 中 :

汉 源 、 石 棉 和 宝 兴

434.5~501.0毫 米 ,比 常年

同期偏少3.7~7.2%;雨城区

961.3毫 米 ,比 常 年 偏 少

3.0%;芦 山县960.6毫米,比

常年偏多39.7%;天 全、名山

和荥经802.3~929.7毫 米 ,

比常年偏多7.2%~15.1%。



与前几年比较 ,2012年 汛情呈现来得早 (4月 30日 即开始 了

第一场过程 )、 雨日多、山洪地质灾害突出等特点,暴 雨、洪涝

及诱发的地质灾害较常年偏重。入汛以来,全市发生多次较为明

显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且 降雨多发生在夜间,其 中,暴 雨天气过

程达20次 。受强降雨的影响,大 渡河、青衣江及其支流发生了多

次不同程度的洪水 ,导 致多地受灾,造成 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7月 5日 大渡河石棉站水位885.43米 (距警戒水位0.06米 ),流 量

5650立 方米/秒 ,较往年同期偏大近八成。7月 22日 8时 青衣江多营

坪水文站 出现2012年 最大洪峰 ,水位为586.84米 (距 警戒水位

0.81米 ),流量4890立 方米/秒 ,为 常年洪水。

2、 灾情

2012年 汛期 ,全 市受 灾 乡镇达131个 (次 ),受 灾人 口

21.8万 人 ,房 屋倒塌300余 间,死 亡8人 ,失 踪5人 ,因 灾转移人

口1.78万 人 ,直 接经济损失14.82亿 元 ,其 中:农林牧渔业直接

经济损失1.19亿 元,工 业交通运输业直接经济损失8.92亿 元,水

利 设 施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3.99亿 元 。 因 灾 导 致 经 济 作 物 损 失

2913.98万 元 ,死 亡大牲畜430余 头,停 产工矿企业129个 ,公路

中断1560条 (次 ),通讯中断79条 (次 ),全 市损坏堤防157处

共 计 29.5千 米 ,损 坏 灌 溉 设 施 2672处 。投 入 防汛抢 险人 员

13296人 (次 ),防 汛物资消耗折算资金1002.7万 元。

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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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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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事记

1、 ⒛12年 2月 , 《雅安市水务发展十二五规划》获市政府批准。

2、 ⒛12年 3月 ,汉源县引进华侨凤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汉源湖渔业产业

化开发项目
”

合同,总 投资约2亿元,建设内容包括β00亩 网箱养殖、1000亩 生

态休闲长廊打造、100亩水产品加工基地等。

3、 ⒛12年 3月 21日 ,雅安市水利工作会议在红珠宾馆召开。

4、 ⒛12年 3月 29日 ,召 开九龙水库建设动员会 (开工仪式),省委常委、副省长钟

勉、省水利厅厅长冷刚及省级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该工程是2012年全省
“
2+10” 重点水利工程首个启动建设的项目。∶

5、 2012年 4月 ,南郊水厂各用水源工程开工建设。

6、 ⒛12年 5月 13日 ~18日 ,雅安市水务系统第二届运动会在汉源县隆重举行。

7、 ⒛12年 6月 18日 ,四川省
“
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

”工程的重点项目——铜头引水

工程建设动员会在雅安市芦山县飞仙关镇新庄村隆重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农

工委主任李昌平出席动员会并宣布铜头引水工程建设启动。该工程是列入 《四

川省⒛12年 大中型水利工程
“
2十 10” 开工方案》的十大中型水利工程之ˉ,工

程以灌溉和雅安工业园区供水为主,兼有乡村人畜供水,并作为雅安城区应急

各用水源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工程设计灌面9.82万 亩,渠首设计流量5.2立方

米/秒 ,属 HI等 中型水利工程,多 年平均供水总量为7143万 立方米,新增灌溉

面积7.36万亩,改善灌面2.46万亩,受益人口6.71万人。

8、 2012年 6月 ,青衣江雅安市出境断面水质 (常规五参数+TOC、 COD、 BOD)自 动监

测预报系统建成试运行。

9、 ⒛12年 7月 ,天全县引进四川润兆渔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二郎山高山冷水鱼

开发项目
”

合同,在天全县思经乡建设集养殖、加工和休闲为工体的冷水鱼开

发项目,总投资约70OO万 元,占地93亩 。

10、 ⒛12年 10月 ,雅安市石棉县被省政府确定为第一批节水型社会建设重点县。

11、 ⒛12年 11月 ⒛日,汉源县成立汉源县水产渔政局,副科级单位,它是全市第一

个设立 “
水产渔政局

”
的单位。

12、 ⒛12年 12月 ,雅安市水务局被省水利厅评为
“
全省水资源工作先进集体

”。

13、 ⒛12年 12月 ,雅安市芦山县隆兴供水站被四川省水利厅评为
“四川省农村饮水

安全示范工程
”。

141⒛ 12年 ,全市共解决了10.07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15、 ⒛12年 ,在省政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李冰杯

”
评选中,我市分别荣获水利项

目、农建综合管理项目第二名,较上年提升了一个等次,是 1997年 省政府启动
“
李冰杯

”
评选工作以来的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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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2012年雅安市
降水量等值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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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2g刂 2年雅安市
阵水量距平差等值蝼圈

喊
ˉ
、

`、

r'

图例

。 县、市行政中心

》~~  诃琉

▲  水丈站

●  雨量站

1,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