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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 提出了一

整套符合我国国情、水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思路与措施。

2002年 ,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改革实施意见 》(国办发〔2002〕45号 ) , 明确了水

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主要内容。通过水管体制改

革 , 理顺了管理体制 , 激活了运行机制 ; 提高了工

程管理和维修养护经费保障水平 ; 增强了水管队伍

素质 , 改善了水利工程面貌。

在新的历史时期 , 我国水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

水利发展与改革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 , 我们一定要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 继续完善

财政支持水利发展的政策措施 , 不断加大水利建设

投入力度 , 促进水利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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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我国粮食净调出地区进一步减少 , 自

求平衡地区粮食供需缺口逐步扩大 , 主销区粮食自

给率急剧下降。在目前全国 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 ,

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等

6个省区为净调出省区。加大对粮食净调出省区的

扶持力度 , 稳定提高这些省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 , 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最近 , 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对 6个粮食净调出省区进行

的调查发现 ,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确保粮食安全起

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 必须拓宽投资渠道 , 开创农

村水利建设的新局面。

根据预测 , 2020 年我国粮食自给率保持在

95%的水平上 , 今后 12年内国内粮食总产量必须

增加 500亿 kg。根据对 6个省区的调查 , 实现这

一增产目标完全是有可能的。6个粮食净调出省区

初步规划的 2020年以前的粮食增产目标已经接近

500亿 kg。

粮食增产最大的潜力在于中低产田改造和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黑龙江省现有中低产田近 8 000万

亩 , 占耕地面积的一半 , 如果持续加大投入力度 ,

通过实施改造 , 单位产量有较大提升空间 , 每亩可

增产 100 kg以上 , 仅此一项可增产 80亿 kg。河南

省目前还有 6 000多万亩中低产田 , 据测算 , 如果

能投入 300亿元左右资金 , 改造中低产田 , 加强农

田水利等基本建设 , 可实现每年新增 100亿 kg的

粮食生产能力。内蒙古自治区中低产田 9 061万

亩 , 占耕地面积的 8414% , 由于中低产田比重较

大 , 粮食单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80% , 如果单

产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 就可以增产粮食 35亿 kg。

以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通辽市为例 , 多年来粮食总

产占到内蒙古全区的 1 /4, 年产稳定在 45亿 kg左

右 , 目前全市至少有 500万亩旱地 , 如果增加水利

设施 , 每亩至少可提高单产 250～350 kg, 可增产

粮食 1215亿 ～1715亿 kg。

各省区一致反映 , 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

力不强 , 是粮食稳产增产的突出制约因素。

一是缺乏灌排设施的“望天田 ”还占很大比例。

黑龙江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占 25% , 大大低于

全国 40%的水平。全省易涝面积由 20世纪 50年

代的 2 600万亩 , 增加到现在的 5 000万亩。吉林

省西部地区十年十旱 , 中部地区十年九旱 , 每年受

旱面积都在 3 000万 ～4 000万亩 , 干旱对该省农

业的威胁越来越大。河南省还有近 40%的耕地“望

天收 ”, 长年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1 /10

强。抗旱排涝标准还不如十年前 , 一旦有大涝大旱

等自然灾害发生 , 就会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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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2 /3 以上的耕地为旱作中低产田 , 有近

6 700万亩耕地没有水利灌溉设施 , 粮食单产低而

不稳 , 抗灾能力差。

二是现有灌区普遍存在设施标准低、工程配套

差、老化失修、灌溉能力萎缩等问题。吉林省作为

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 , 30年没有启动大型水利工

程建设 , 90%的水利工程带病运行 , 绝大多数农田

缺少配套灌溉工程 , 多数易旱农田遇旱不能抗。河

南大中型水库病险率高 , 水利骨干工程完好率不足

50%。内蒙古自治区目前灌区设施老化失修率达

70% , 全区现有的 4 122万亩灌溉面积中 , 仅有

67%能正常发挥灌溉作用 , 旱涝保收能力不足

53%。安徽省大型灌区工程配套率不足 40% , 骨

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 25% , 全省有 1 820座小型

水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三是水利设施开发缺乏控制性工程 , 水资源调

控能力低下。黑龙江省各类水库总蓄水能力只有

85亿 m
3

, 地表水截留能力不足 20% , 调控能力只

有 7%。

四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小型农田水

利建设点多面广 , 又年久失修 , 投资力度远不能满

足建设需求。安徽省目前小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2 750万亩 , 根据规划 , “十一五 ”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需投资 5718亿元 , 但 2005～2008年中央小型农

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补助只有 211亿元。江西省财

政从 2005年开始拿出 2 000万元设立专项资金 ,

今年又增加到 115亿元支持小农水建设。中央财政

2007年也安排了江西省 3 400万元用于小农水项

目。与江西省财政部门“小农水十年规划 ”估算的

108亿元投资需求相比 , 投资缺口巨大。

五是节水灌溉技术普及率低 , 水资源利用效率

低。内蒙古自治区全区 2 /5的有效灌溉面积仍在沿

用传统落后的灌溉方法 , 灌溉水利用率不足 40% ,

灌溉总用水量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15% , 水

资源浪费严重。

目前 , 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已进入紧平衡状态 ,

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堪忧。我国人口刚性增长、土地

刚性减少、粮食需求刚性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 , 立

足国内保障粮食安全 , 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迫

和艰巨。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程度 , 实施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工程 , 必须把粮食净调出省区作为支持

重点 , 尽快研究出台实质性的重大扶持政策。农田

水利建设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具有基础性保障

作用。基于本次调查 , 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净调出

省区农田水利建设投入支持力度 , 夯实这些省区粮

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一是支持加快灌区续建配

套和节水改造 , 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灌溉效益 , 提升

农田水利设施服务功能 , 恢复和扩大有效灌溉面

积。二是在水土资源较好、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地

区 , 支持建设农业灌溉水源工程 , 充分利用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潜力 , 增加新的灌溉面积。三是加大中

央财政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力度。从中央

到地方 , 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 采

取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 , 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兴办小

型水利事业。四是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 对节水灌溉

机具和设备给予补贴 ,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

益。五是建立农业水费财政补贴制度。按照核定的

有效灌溉面积 , 将水费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户。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推进治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蔡 其 华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 )

　　改革开放以来 , 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取得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 有力支撑和保障了流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