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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农业大省、 产粮大省，又

是水资源严重短缺、旱涝灾害频繁的

省份。 多年来山东通过坚持不懈地大

搞农田水利建设，有效改善了农业生

产条件。 特别是 2011 年省委、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从战略

和全局的高度出发，着眼于粮食稳定

增 产、 农 民 持 续 增 收 和 现 代 农 业 发

展，作 出 加 快 建 设“旱 能 灌、涝 能 排”
高标准农田的重大决策，争取利用 10
年左右时间，把全省 85%的耕地建成

有灌溉设施、有水源依托的“旱能灌、
涝能排”高标准农田。 2011 年 11 月省

政府召开全省“旱能灌、涝能排”高标

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议， 以此为起点，
全 省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进 入 跨 越 式 发 展

的新阶段。 主要做法是：

一、积极推进“三化”，构

建高标准灌排体系

“旱能灌、涝能排”高标准农田建

设， 就是依托全省现代水网建设，以

灌排工程体系为基础，以提高水土资

源配置能力和利用效率为核心，以建

立完善的体制机制为保障，对山水田

林 路、旱 涝 沙 碱 渍、干 支 斗 农 毛 进 行

集中治理、规模治理、彻底治理。

1.推进耕地灌区化

根 据 不 同 水 土 资 源 条 件 和 农 业

发 展 规 划 布 局，以 县 为 单 位、以 灌 区

为 单 元 进 行 规 划 设 计 ， 通 过 新 建 一

批、恢复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灌

区，把 85%以上的耕地落实到不同水

源的灌区， 依托现有灌排工程格局，
因地制宜分类施治。

2.推进灌区节水化

围绕节水增效， 以灌区为单元，
因地制宜地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建设

高效型、生态型、节水型灌区。 在沿黄

粮 食 主 产 区 全 面 推 行 管 道 化 灌 溉 技

术， 大力发展高标准管道输水灌溉；
鲁 中 南 地 区 充 分 利 用 除 险 加 固 后 的

水库水源， 实行多水源联合调度，发

展管道输水灌溉、喷灌、滴灌；半岛地

区 大 力 发 展 滴 灌 、微 喷 灌、喷 灌 等 高

效节水模式；井灌区积极推行自动控

制管道输水灌溉模式，实现灌溉节水

化、智能化。

3.推进节水长效化

通过规范建设程序、 完善管理机

构、理顺管理体制、落实管护责任、强

化调度运行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在工

程建设的同时，配套建立起专业操作、
程序规范的工程建设机制，产权明晰、
责任落实的运行管护机制，合理调配、
农 民 自 主 的 农 业 用 水 机 制 和 职 能 全

面、服务到位的基层服务机制，确保节

水工程良性运行和持续发挥效益。

二、立足“六统一”，转 变

传统治理模式

1.统一规划布局

根 据 水 源 条 件 、种 植 作 物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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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 年 11 月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新高潮。 在如火如荼的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中，各地创造了许多好模式、好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如山东建设以

耕地灌区化、灌区节水化、节水长效化“三化”为标准的“旱能灌、涝能排”高标准农田，湖北建立组织领导、任务分

解、考核奖惩、工作推动等四项新机制，广西形成民办公助以奖代补、以工补农统筹发展、整合资源发展水利等三

种模式，四川构建政府主导的组织领导机制、稳步增长的多元投入机制、高效有序的建管机制、科学有效的督察

考核机制，宁夏强化措施实现规模范围、建设机制、群众组织、资金投入、工程质量和效益上的新突破。 本期特别

推出“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专题，介绍他们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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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等 情 况，科 学 规 划 布 局，做 到 一

县一张图，一次性整体规划，分步骤、
分部门具体实施。 各部门建设项目和

资金均在统一规划布局下统筹安排，
整体推进，不搞各自为战。

2.统一水源配置

围绕全省现代水网总体框架，加

强 骨 干 输 配 水 工 程 体 系 和 抗 旱 水 源

工 程 建 设，配 套 完 善 田 间 灌 排 体 系，
为 农 田 水 利 工 程 提 供 供 水 保 障 。 落

实 最 严 格 水 资 源 管 理 制 度 ， 对 所 有

涉 水 重 大 农 业 项 目 进 行 水 资 源 专 项

论 证，因 水 制 宜 选 用 可 靠 水 源 ，依 据

灌 溉 定 额 对 不 同 灌 区 供 水 需 求 进 行

统一安排。

3.统一技术标准

由 省 水 利 部 门 统 一 对 各 类 工 程

技术和管理规程、规范进行修订和完

善，建 立 健 全 行 业 定 额 和 标 准 ，形 成

科学完备、协调统一的农田水利工程

建 设 技 术 标 准 体 系 。 坚 持 高 起 点 设

计、高标准施工、规范化管理，相同的

工程执行统一的标准，努力打造精品

工程，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4.统一稽查验收

制订稽查验收办法，统一稽查验

收标准和程序，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

和项目管理要求，对不同渠道投资的

灌排工程进行统一的稽查和验收，确

保工程整体效益发挥。

5.统一管理体制

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要求，先

建 机 制，后 建 工 程，明 确 落 实 工 程 产

权和管护责任，扎实推进大中型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小型农

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 骨干工程

由水管单位统一管理， 支渠以下田间

小微型工程全面推广工程建设、 水价

改革、用水组织“三位一体”建管模式，
确保工程有人建、有人管、长受益。

6.统一调度运行

建立统一的灌区配水用水和调度

管理制度，实行当地水和外调水、地上

水和地下水、 优质淡水和再生水等非

常规水资源的联合调度、统筹配置，保

证适时适量灌溉，科学高效用水。

三、坚持“八步工作 法”，
高水平编制规划

一 步：成 立 市、县 “旱 能 灌 、涝 能

排”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导小组。 在领

导 小 组 的 安 排 下 成 立 规 划 编 制 工 作

组。 两级领导小组，特别是县级领导

小组必须由县长任组长。 规划编写小

组可以水利局为主成立。
二步：摸清四类主要情况。 一类

是基础资料情况， 如现有灌区情况、
水资源分布情况、 耕地分布 情 况、农

业 结 构 调 整 情 况 等 基 础 信 息 。 二 类

是 相 关 规 划 情 况， 如 千 亿 斤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规 划、十 大 农 业 产 业 规 划 等 。
三 类 是 区 域 发 展 战 略 情 况 ， 如 黄 河

三 角 洲 高 效 生 态 经 济 区 情 况 、 山 东

半岛蓝 色经 济 区 情 况、 沂 蒙 山 区 18
个县享受中部地区政策情况、鲁南经

济带情况等。 四类是当地经济与社会

发展情况等。
三步： 以水资源禀赋为硬约束，

确定灌区布局。 任何一处灌区在具体

规划时， 都要严格进行水资源论证，
因水制宜。 在水源保证率高的地方建

设 高 保 证 率 灌 区， 发 展 “旱 涝 保 收

田”。 山东属于北方缺水地区，灌溉保

证率在 50%~75%之间为宜。
四步：科学选择灌区节水工程形

式（模式）。 各灌区结合水源条件、作

物条件、生产方式、地质情况等，综合

分析，因地制宜，合理确定节水形式。
如 滴 灌 适 合 在 土 壤 黏 性 较 高 的 耕 地

上使用。 微喷适合在风力较小，且土

壤砂性较高的耕地上使用。 高附加值

的经济作物特别适合发展微喷，而在

大田粮食作物区，发展管道输水灌溉

是不错的选择。
五步：编制灌区布局图。 为形象

地对全县的灌区规划情况进行把握，
将全县规划的灌区绘制在一张图上。
对 已 经 建 成 的 、规 划 建 设 的、正 在 建

设 的 ，或 者 库 灌 区 、井 灌 区 、河 灌 区

等，分类着色予以说明。

六步：确定部门实施区划。 一是

按照区域化分解的原则，分解部门任

务，即 以 行 政 区 域 为 区 划 基 础 ，一 治

一个 镇、村，尽 可 能 保 持 行 政 单 元 的

完整性。 二是按照工程化分解的原则

分 解 部 门 任 务， 即 以 灌 区 为 区 划 基

础，小 的 灌 区 要 一 治 一 个 灌 区 ，大 的

灌区要一治一条渠系。 也可以以流域

为基础，一治一个流域。
七步：行政确认，组织实施。 对分

解后的部门实施区划，严格履行行政

审批程序，由县政府或县人大进行行

政确认。 通过行政确认，使高标准农

田建设由部门推动提升到政府行为，
确保顺利实施。

八步：启动信息化灌区建设。 以

万亩为基础单元，将全县灌区内的耕

地进行网格化覆盖，对每一个网格进

行 唯 一 性 编 码，并 明 确 其 属 性，如 对

所 属 乡 镇 村、作 物 种 植 情 况 、管 理 方

式、所 在 灌 区、灌 排 施 设 的 建 设 单 位

等情况进行储存，为行政管理及灌区

决策提供支撑。

四、强化“五大机 制”，形

成整体推动合力

1.强化组织领导机制

各级政府承担规划编制、组织发

动、资 金 筹 措、施 工 监 管 和 运 行 管 理

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建立工作联席会

议制 度，由 政 府 牵 头，发 改、财 政、水

利 、农 业 、国 土 、科 技 等 相 关 部 门 参

与，及时研究调度和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 形 成 政 府 组

织、部门协作、全面推动的强大合力。

2.强化资金保障机制

出台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
~2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计 提

和使用管理办法，大幅度增加农田水

利建设的财政性投入。 按照集中财力

办大事的原则，充分整合农业综合开

发、农 田 水 利 建 设 、土 地 复 垦 整 理 开

发、标 准 粮 田 建 设 、高 产 创 建 等 项 目

资金，集中投入，整体推进，发挥积聚

优势。 加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建设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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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产 业 的 发 展 ，成

为 实 现 缺 水 地 区 用 水 方 式 和 经 济 增

长方式转变的民生工程。

4.农村水利管理和改革进一步

深化

继 续 深 入 开 展 农 村 水 利 管 理 体

制改革， 完成了 1 500 处小型工程改

制任务。 积极推进基层水利科技服务

体 系 建 设，安 排 资 金 369 万 元 ，支 持

了 30 个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 为 45
个乡水利站配备了服务设施, 举办农

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与新技术推广、
高效节水灌溉等方面的培训班，培训

基层水利科技人员 300 人次。 提升了

基层水利管理单位的服务水平，有力

保障了农村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

五、实现了六个新突破

1.山川联动，实现规模范围的新

突破

从 北 部 引 黄 自 流 灌 区 到 南 部 山

区，五市联动，县县搞会战，乡乡有规

模，村村有亮点，户户有任务，全民动

员，全 面 参 与，农 田 水 利 基 本 建 设 的

规模前所未有。

2.连片治理，实现建设机制的

新突破

在工程布局上，改变过去单靠人

力小修小补和治理区域分散的模式，
实行集中投入，连片建设，整片推进，
集中整治工程量大、实施难度大的边

缘死角和中低产田，形成规模效应。

3.加强引导，实现群众组织方

式的新突破

采取“以工换工、以工折资、轮流

整治”的方式，人机结合，加大机械投

入力度，有效解决了劳力少、出工难、
效率低等瓶颈问题。

4.多方筹措，实现资金投入的

新突破

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和社会各

方多元投入的力度，全自治区投入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资金 30.7 亿元， 比 2010
年增加 10.18%， 其中市县财政投入达

4.18 亿元，投入规模创历史新高。

5.创新技术，实现工程质量的

新突破

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

大力 推 广 微 喷 灌 、激 光 平 地、规 模 化

供 水、 信 息 化 管 理 等 新 技 术 和 新 措

施，有效提升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

理标准和技术含量。

6.综合配套，在效益上实现新

突破

突出边缘死角、低产田、荒地的治

理，向荒滩要农田，变荒地为良田，有

效解决了“灌水难、排水难、吃水难、行

路难、环境差”等问题，做到建一片、成

一片、 发挥效益一片， 为保障粮食安

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

障，使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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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利设施的奖补力度，逐步形成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农田水利发展

合力。

3.强化督导考核机制

把“旱能灌、涝能排”高标准农田

建 设 纳 入 地 方 政 府 目 标 任 务 考 核 体

系，实行达标销号制度，确保治一片、
成一片、发挥效益一片。 对完不成建

设任务目标或出现重大问题的，严格

实行问责，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

推进和高效实施。

4.强化技术支撑机制

科学选择和 采 用 成 功 的 灌 区 节

水 技 术 模 式，推 广“水 库 灌 区 全 自 流

明 渠 灌 溉 模 式 ”“山 区 水 库 半 明 渠 半

暗管 输 水 模 式 ”“小 水 库 全 灌 区 自 压

高 效 管 道 输 水 灌 溉 模 式 ”“山 区 小 水

源 联 合 全 天 候 管 道 自 压 输 水 模 式 ”
“引 黄 灌 区 末 端 家 庭 提 水 灌 溉 模 式 ”

“引 黄 灌 区 末 端 泵 站 集 中 提 水 固 定

管 道 输 水 模 式 ”“机 井 灌 区 小 白 龙 软

管 灌 溉 模 式”“无 井 房 射 频 卡 控 制 高

效 固 定 管 道 输 水 灌 溉 模 式 ”“群 井 汇

流 管 道 输 水 灌 溉 模 式 ”“提 水 上 山 管

道 输 水 灌 溉 模 式 ”。 同 时，依 据 田 间

灌 溉 方 式 不 同，推 广 地 面 自 流 灌 溉 、
喷 灌、微 灌、滴 灌 和 激 光 控 制 整 平 土

地技术。

5.强化宣传引导机制

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旱能灌、涝能

排”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意义、目

标 要求、扶 持 政 策 和 工 作 成 效，在 全

社 会 营 造 重 视、关 心、支 持“旱 能 灌、
涝能排”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氛围。 围

绕重点工程项目，着力总结培育一批

先 进 典 型、亮 点 工 程，充 分 发 挥 典 型

的示范带动作用。 全省“旱能灌、涝能

排”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议后，各

地纷纷通过召开现场会、点评会等形

式，予以传达贯彻。
以“旱能灌、涝能排”高标准农田建

设为契机，全省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掀起

新一轮热潮。 2011—2012 年冬春全省

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总投资 214 亿元，为

历史最高水平， 目前已完成 110 亿元，
整治塘坝、池窖2 660 座，新打 维 修 机

井 24379 眼，新修防渗渠道 2 590 km，
清 淤 沟 渠12 075 km，建设“旱能灌、涝

能排”高标准农田 23.3 万 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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