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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免征农业水费后 , 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 不仅得民心顺民意 , 而且免除了水利部门征

收水费工作的压力 , 但也给水利管理工作带来了一些影响。分析了免征农业水费前后的现状 , 审时度势 , 加强

调查研究 , 提出相关措施 ,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全面推进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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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若干政策的意见》精神 , 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涉农的文

件要求 ,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 结合温岭市的实际 , 温岭市

政府决定从 2004 年起在全市免征农业税的同时免征农业水

费 , 深受广大农户普遍赞好。但是 , 免征农业水费后给水

利管理工作带来了一些思考。

1 　过去征收农业水费的做法

温岭市市现有农田灌溉面积 2122 万 hm2 , 2003 年全市

征收农业水费 182135 万元。收费定额为 : 即自流灌溉的每

年收稻谷 11215 kg/ hm2 , 提水灌溉的每年收稻谷 90 kg/ hm2 ,

旱地每年收稻谷 45 kg/ hm2 , 按稻谷 0192 元/ kg 的价格 (与

农业税同价) 计征农业水费 , 主要用于缴纳长潭水库管理

局水费和温岭市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管理与运行费用。农

业水费的征收工作涉及全市近 30 万农户 , 真可谓面广量

小 , 零星分散 , 情况复杂 , 难度大。具体做法是 : 实行行

政性征收、市定金额、分级负责、村级征收的办法。首先 ,

由市政府发文下达有农田灌溉面积的镇 (街道) 、农场的征

收任务 , 明确征收标准、征收方法、征收时间、征收责任

和征收政策 , 按行政区域包干。其次 , 由各镇 (街道) 按

文件精神 , 分解落实到村 , 实行驻村干部责任包干制 ; 由

各村按农户的承包面积 , 逐一核算到户 , 统一造册 , 由村

干部组织征收。同时加强对镇 (街道) 、村征收工作进行检

查指导和督促 , 及时编发工作简报和进度通报 ; 征收款项

及时由镇 (街道) 集中专户储存 , 足额上交水利局。由于

各级政府重视 , 组织严密 , 责任明确 , 措施到位 , 每年的

征收率均达到 100 %。

2 　审时度势 , 积极争取免征农业水费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 作为农民及时足额上交“皇粮国

税”是应尽的义务 , 因而征收农业税是义不容辞和至高无

尚的。而对农业水费却大为不然 , 尤其是遇到洪涝和干旱

等自然灾害年份 , 社会各界反响很大 , 加上该市局部地区

由于超采地下水导致地质沉陷 , 农民有田不能种的现象仍

然存在 , 不仅影响了农户上交农业水费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

增加了征收工作的难度。而且 , 各级都要为之付出大量的

精力时间和一定的工作费用 (光奖励给镇 (街道) 、村工作

人员就达征收总额的 10 %) , 征收成本较大。由于这些客观

情况的存在 , 去年温岭市就有泽国等 5 个镇和农场由当地

财政统一负担支付。在今年市“两代会”期间 , 人民代表

和政协委员要求免征农业水费的呼声也很强烈 , 这些都为

免征农业水费创造了条件。

2004 年初以来 , 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一系列政策

文件的出台 , 各级对“三农”工作也越来越重视 , 加上温

岭市几年来 , 经济社会发展较快 , 市财政具有一定的承受

能力 , 特别是台州市委、市政府在三月底召开的全市农村

工作会议上明确作出全市从 2004 年起免征农业税的决定

后 , 市水利局审时度势 , 因势利导 , 积极向市政府和财政

部门争取免征农业水费。市政府领导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 , 研究决定 : 从 2004 年起全市免征农业水费 , 免征金

额由市财政实行转移支付。这个决定不仅实现了农民的愿

望 , 得到了实惠 , 而且水利部门也减轻了征收工作的压力 ,

使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水利工作。最近温岭市有关部门

在浙江省水利厅的指导下 , 正在编制“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四定” (定机构、定性质、定编制、

定经费) 工作实施后 , 温岭市水工程管理单位的管理人员

工资、运行等经费由市财政支付 , 改变了由原来有限的农

业水费支付的不足状况 , 解决了管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3 　免征农业水费后的思考

免征农业水费 , 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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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得民心顺民意 , 而且从此免除了各级的工作负担 , 确实

是一件好事。但是 , 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保持清醒的头

脑 , 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和对待农业水费免征后对水利工

作的影响。经座谈调研 , 该市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影响 : 水

资源有偿使用的观念会削弱 ; 节约用水的意识会淡化 ; 不

利于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 ; 农户对政府依赖会更强。

面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 , 水利管理部门加强调查研究 ,

及时总结引导 , 积极应对 , 主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

非常必要的。其主要措施 :

(1) 加强宣传 , 不断提高水的资源意识和商品意识。

加强水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 充分发挥各种

舆论媒体和各种宣传工具的作用 , 广泛深入地开展水资源

有偿使用、节约用水、人水和谐等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 ,

每年在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和 3 月 22 日～28 日“中国水

周”期间利用市政府领导电视讲话 ,《温岭报》发表领导署

名文章 ,《温岭报》宣传水利成果 , 每年人代会、政协年例

会、名片宣传、座谈会、水法规知识竞赛、河道警示牌、

节水告示牌、法规汇编、“保护母亲河 , 建设特色温岭”典

礼仪式、电影下乡、宣传纸杯、水资源咨询等多形式、多

层次、多渠道组织群众参与节水工作 , 致力于营造爱水、

惜水、亲水、近水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

水资源意识和忧患意识 , 增强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自觉

性和水商品意识。

(2) 加强建设投入 , 有效利用水资源。加强农田水利

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 加大建设投入 , 不断改善农业基础设

施。在历经 8 年 , 投入 2145 亿元资金建成防渗渠道 4 900

km和改造机灌泵站的基础上 ,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按照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要求 , 积极响应

省水利厅提出的开展“千万亩、十亿方节水工程”建设的

号召 , 分析市场趋向 , 结合土地整理和标准农田建设 , 及

时作出规划 , 加大各级投入 , 加快配套建设 , 特别是加快

水库灌区渠道配套及完善工程建设进程 , 进一步提高渠道

输水利用率 , 减少渠道漏失率。同时 , 制订鼓励政策 , 大

力推广应用节水灌溉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 发展节

水农业 , 减少损失 , 控制浪费 , 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有效

利用 , 致力于建立节水型社会。最近温岭市将出台“关于

加快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节约用水

工作的若干规定”, 这 2 个文件的出台 , 将会改变水资源开

发利用从单一靠政府投入向市场化多元筹资转化 ; 从临时

安排资金向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步增长固定投入

转变 ; 从粗放型用水向节约型用水转变。

(3) 建立完善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系。统筹城乡供水

水资源配置 , 协调各方面力量 , 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 , 促

进城镇供水事业的快速发展。挖潜配套现有水源、蓄水工

程 , 及时调整现有水源工程功能 , 建立起相应的引、蓄水

配套工程 , 实行西水东调、联网供水、双管供给、优水优

用、次水次用、中水回用、分质提供水资源利用率和供水

保证率。目前 , 已陆续编制了《温岭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规划》、《温岭市城镇供水水源规划》, 规划在 2020 年前新建

前溪等 9 座水库 , 其总库容为 3 330 万 m3 , 供水量为 2 680

万 m3 , 新扩建 11 个水厂 , 可供人口 7316 万人。同时 , 该

市各地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 , 确保水资源有效配置。如横

峰街道屯田村实行了双管供水制度 , 吃用水分管供水 , 充

分利用了水资源 ; 新河镇路边村全村人口 2 100 人、600 户 ,

耕地 100 hm2 , 人均收入 7 000 多元。但近年来 , 随着工业

的发展 , 环境污染的加剧 , 村民吃水成了大问题 , 于是该

村集思广益 , 根据村民的经济实力 , 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 ,

及时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 统一集资标准 , 即每户 600 元 ,

村民一致通过 , 从而彻底结束了村民饮用水无法解决的问

题。

(4) 加快城镇供水价格改革步伐。农业水费免征后 ,

势必会增加财政负担 , 同时也削弱水利循环基金的积累 ,

提高城镇供水成本。由于温岭市目前城镇供水价格太低 ,

几乎失去经济杠杆的作用。导致一系列节水措施很难到位 ,

特别是工业生产企业、第三产业 , 生产耗水率极高。因此 ,

提高城镇供水价格迫在眉睫。鉴于上述原因 , 该市将对不

同用途的水推行差别水价 : 一般生活用水保本微利 , 生产

和经营用水合理计价 , 推行基本水价与计量水价相结合的

“两部制”水价。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 用水量越

多价格越高 , 为此 , 市水利局建议城区居民生活用水实行

阶梯式水价 , 用水水价分为三级 , 级差为 1 : 115 : 215 , 即

每户每月用水在 10 t 以下的 , 按基本水价计收 ; 每户每月

用水在 10～15 t 的 , 按基本水价的 115 倍计收 ; 每户每月用

水在 15 t 以上的 , 按基本水价的 215 倍计收。其他地区在

2005 年底前实施 , 同时 , 全面推行一户一表计量到户的方

式 ; 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水实行超计划累进加价水价。

超过月计划用水量 30 %以下的 , 其超量部分按基本水价的

3 倍收费 ; 超过月计划用水量 30 %以上的 , 其超量部分按

基本水价的 4 倍收费。同时 , 对超计划用水的单位除按规

定实行累进加价外 , 还要冲抵下个月的用水指标。

(5) 加大执法力度 , 依法征收规费。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 , 加大水政执法力度 , 严格实行取水许可制度 , 依

法征收好工业水费、工程水费和水资源费等规费。同时 ,

依法查处水事违法 , 维护好正常的水事秩序 , 不断体现以

执法促进宣传 , 以执法推进节水 , 以执法提高水的资源意

识 , 逐步规范水事行为。

(6) 构建管理体系 , 加强组织建设。按照农村水利现

代化示范县 (市) 建设的要求 ,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水利管

理新体系 , 坚持改革创新的工作方针 , 加快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的体制改革步伐 , 构建适应现行管理要求的基层管理

组织和基层执法组织的新体系 , 理顺关系 , 加强组织建设

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 , 做到以管理促建设 , 以建设促管

理 , 全面推进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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