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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水利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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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利管理处
,

〕厌洲〕
,

上海

摘 要 上 海市要 实现
“

农 田 水利设施要建成全 国第一流
”

的 目标
,

应针对农村水利存在的 问题
,

围绕
“

五个更加

注重
”

开展工作
。

通过 高标准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

水生态修复
、

科技推广等
,

提升上海农村水利整体水平
。

建议在机制上加 大创新力度
,

同时在资金上加 大公共财政投入 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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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水利因上海
“

大城市小

农村
”

呈现 出城 乡一体化特点
,

对保

障上海郊区乃 至 整个上 海经济社会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上海市委书记

俞正 声在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的市委常委会上指出
“

农业现

代化最重要的是水
” ,

并明确要求农 田

水利设施要建成全 国第一流
。

目前
,

上海农村水利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

本

文 对上 海农村水利的现状和存在 的

问题进行了分析
,

提 出了上海农村水

利的发展思路和建议
。

要任务
。

因此
,

面广量大的河道水环境治

理是上海市农村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
。

地势低洼
,

防洪除涝建设是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上海滨江临海
,

加上地势较低
,

容易遭受风暴潮等造成的洪涝灾害
。

经过综合治理
,

全市基本形成 了千里

海塘
、

千 里 江堤
、

区域除涝和 市 区排

水等
“

四道防线
” 。

为提高低洼地农 田

的排涝能力
,

建成 了 个 低洼好

区
,

共有排涝泵站 座
、

水闸

座
,

控制面积 万
,

这些水利设

施保障了郊区人民免受洪涝灾害之苦
。

种植业结构多样化
,

灌溉设施

小而分散

上海的农业以设施农业和精细农

业为主
,

种植业结构趋于多样化
,

由于

农 田较为分散
,

灌区规模较小
,

一般为

左右的小型灌区
。

灌溉泵站主要

采用低扬程轴流泵
,

目前
,

全市郊区拥

有灌溉泵站 座 台套
,

喷灌机

械 座 台套 控制灌溉面积

万
,

配套有各类渠道 万
。

城市化程度高
,

农村水利具有

城乡一体化特点

上海农村水利不 同于传统农业

大省的农村水利建设
,

其内涵及外延

不断拓展
,

除保证农 田灌溉外更加侧

重于防洪除涝和水环境建设
,

要为郊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利支撑
,

具有

城乡一体化的特点
。

一
、

上海农村水利的主要特点

水网密布
,

河道水环境治理是

农村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海属平原河网地区
,

水系发达
,

河湖纵横
。

据统计
,

全市共有大小河道

条
,

面积 石
,

湖

泊 个
,

面积
。

这些河道与湖

泊
,

承担着上海防洪除涝
、

引清排污
、

农

田灌溉
、

交通航运及生态景观建设等重

二
、

上海农 村 水 利 现状及 主

要问题

基础设施配套基本齐全
,

但标

准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 是 防洪 除涝安全 基 本得 到保

障
,

但除涝标准巫待提高
。

上海市防

洪 标准 达 标率为
,

高 于 全 国

的平均水平
,

但与荷兰 等发达

国家相 比还有差距
,

特别是 内涝灾害

的防御标准不高
,

市郊现有 个好

区 中
,

排涝能力达 年一遇 以 上标

准的占
,

低于 年一遇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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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对于低于 年一遇标准
,

尤其是低于 年一遇标准的好区要

加快治理步伐
,

同时要加大好区泵闸

设施更新改造力度和加快控制外 围

大型除涝泵站的建设步伐
。

二是农田灌溉保证率较高
,

但灌排

设施老化
、

失修失养情况比较突出
。

上

海郊区农田灌溉保证率达到 以上
,

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
。

由于农田水

利设施数量众多
、

维修养护至今尚未落

实到位
,

造成设施老化现象严重
,

全市

泵站平均效率为科
,

均低于水利部

颁布的 嘶的标准
。

同时
,

由于市政建

设
、

土地开发等打乱了原有灌区渠系
,

造成部分地区局部农田灌不上水
,

约有

万 农田的灌排设施急需改造
。

水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

但长效

管理任务日益艰巨

上海市 自 年开始实施河道

水环境治理
,

各区 县 组建了 个

专业河道保洁队伍
,

郊区河道水环境

面貌得到了极大改观
。

但是
,

全市还

约有 以】〕 河道存在黑臭现象
,

治

理任务艰巨
。

已整治过的河道水环境

相当脆弱
,

特别是面广量大的中小河

道的长效管理尚未做到全覆盖
,

稍有

松懈
,

整治成果就得不到维持
。

管理体制逐步理顺
,

但机制创

新力度不够

上海市政府 年出台了《深化

本市乡镇水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 》
,

目前 口 的区 县 已按实施意见

完成改革
。

改革完成后的乡镇水务管

理机构基本实现了
“

以条为主
,

条块结

合
” ,

人员及机构经费得以落实
,

确保

了农村水利工作在乡镇的贯彻落实
。

但在小型水利工程多渠道筹措资金
、

水利设施维修养护等新机制的探索方

面进展不快
。

技术人才队伍年龄老化
、

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现状函待改进
。

三
、

上海农村水利发展方向

根据上海市委提出的
“

水利
、

河

道
、

交通等设施建设都要有明确的 目

标
,

水平要在全国最好
”

的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要求
,

结合农村水利的现状

特点和发展水平
,

今后一个阶段的农

村水利建设应突出
“

五个更加注重
” 。

更加注孟高标准的农村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

按照分片治理规划
,

在外围海

塘
、

江堤达到规划防御标准的前提

下
,

加快 个低洼好区 防洪除涝能

力建设
,

全面达到防洪 年一遇
、

除

涝 年一遇的标准
。

建设完善高标准的农 田排灌设

施
。

以设施粮田
、

菜地建设为重点
,

配

合
“

美好家园
”

建设和扶持经济薄弱

村建设
,

对老化严重
、

年久失修的排

灌设施进行改造
,

确保灌溉保证率维

持在 以上
,

近期到 年节水

灌溉面积覆盖率达到 以上
,

远期

到 年达到 以上
。

更加注重水生态修复

年基本完成
“

万河整治行

动
” ,

实现镇村级中小河道整治一遍的

目标
。

年年底前完成郊区城镇化

地区黑臭河道专项整治
,

基本消除全

市黑臭河道
,

滚动实施环保 年行动

计划
,

并通过拆坝建桥达到水系沟通
,

到 年逐步实现河道长效管理全

覆盖
,

巩固河道水环境治理成果
,

初步

形成
“

水流畅活
、

岸坡有绿
、

点上有景
、

自然生态
”

的江南水乡风貌
。

更加注至农村水利科技推广

依托灌溉试验中心站和重点站
,

积极开展与上海现代农业发展相适

应的精准农业和精确灌溉技术为主

的农 田水利科研
、

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
。

同时
,

加快现代信息技术
、

计算机

技术
、

自动化控制技术在农村水利工

程管理 中的推广应用力度
,

力争到

年跨人全国前列
。

更加注盆长效管理

全面完成乡镇水务管理体制改

革
,

加快推进水管单位体制改革
,

形成

完善的行业管理体制
。

同时
,

针对面广

量大的农村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的现

状
,

逐步建立
“

公共财政补贴
、

受益单

位和农户分担
”

的维修养护机制
,

确保

设施完好率及工程整体效益的充分发

挥
,

为农业增产
、

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

更加注孟开展新农村水务建设

试点工作

继续 以扶持经济相对 困难村水

务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
,

推进乡村供

水管网改造
,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试点
,

实施村沟宅河整治
,

并力求在

中小河道长效管理
、

小型农 田水利设

施养护
、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以及 民办

公助等机制建设上取得新突破
。

四
、

对上海农村水 利 未来发

展 的建议

首先
,

要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
。

回顾近几年上海农村水利的发展
,

其

中敢于面对矛盾
,

在体制机制上大胆

创新就是一条基本经验
。

如在资金补

助上实行差别化政策
,

在河道维护管

理上实行
“

以河养岸
” ,

在万河整治中

实行
“

先做后补
、

多做多补
、

择优奖

励
” ,

这些做法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
,

上海农村水利

必须勇于改革
、

大胆实践
,

力争在体制

和机制上实现新的更大的突破
。

其次
,

要在资金上 加大投 人力

度
。

上海市委
、

市政府提出了在新农

村建设中加大城市反哺农村
、

政策向

郊区倾斜
、

资金向郊区倾斜的力度
,

这一政策将促进农村水利发展
。

目

前
,

上海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更

新改造任务还很重
,

对资金的需求量

非常大
,

因此建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加大公共财政投人力度
,

快速提升上

海农村水利整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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