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瓯婺八闽通衢”、“驿马要道、商旅咽喉”

青瓷之都、宝剑之邦

世界香菇生产发源地、“中华灵芝第一乡” 、全国十大食用菌生产基地县

三江之源（瓯江、闽江、钱塘江）



龙泉市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情况

依托“山是江浙之巅，水为三江之源，生态全国领先”的优势，大
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产业，有力推动山区农业生态经济科学跨越发
展。



龙泉市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情况

2010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三年专项工程建设投资6916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整治重要
山塘54座；改造拦水堰坝31座、渠系改造工程230km；新建
高效节水喷微灌面积1.821万亩。整合项目投资3118万元。
基本完成市域内主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改造，形成较为
完善的灌排工程体系，实现“旱能灌，涝能排”。

八都灌区锦溪镇百里村灌渠改造前后对比



八都灌区上垟镇供建村灌渠改造前后对比

小梅灌区红坞村灌渠改造前后对比



重要山塘整治项目



龙泉黑木耳微喷灌基地（全市13000余亩）

上垟镇小黄南村毛竹喷灌基地300亩 塔石街道五龙山全自动茶叶喷灌基地500亩



龙泉市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情况

2013年，再一次被列入第五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三年专项工程建设投资为6512万元，整合资金2900万。主
要建设内容为整治重要山塘14座；改造拦水堰坝40座、渠
系改造工程212公里，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83万亩。



龙泉市第五批小农水重点县建设管理模式

为更好地实施第二轮小农水重点县项目，我市积极总结经验。

出台《龙泉市第五批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其中灌区渠系改造工程采用“先建后补”建设管
理模式。

“先建后补” 按照竞争立项、先建后补、定额补贴、上限封顶、
下不保底，统一标准、注重形象、限时完成的原则，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先建后补”管理模式的实施方案

项目申报
及实施

工程质量
控制

工程完工
验收

工程审计及
工程款补助



龙泉市水利总站

承诺书、方案

财政审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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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

龙泉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龙泉市水利总站工程质量
控制

设计单位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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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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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后补”模式的主要优点

让国家的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用在看见的每一粒沙，每一块石头，
每一方混凝土上。

解决了建设与管理主体缺失的问题。群众真正成为了小农水工程的所
有者、建设者、受益者、管理者，权责通过“自主建设”这个利益联
结点得到了统一。

解决了助农与增收的问题。群众参与面、参与程度的提高，以及“帮
工获酬、钱劳找补”等方式，确保了更多的建设资金以劳务报酬的形
式回馈给群众。

解决了进度和质量的问题。使群众在自主建设中有一定的质量风险
意识，朴实的“家业”情结对质量监督更实在、更有效。



作为水利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
的工作态度，坚持“政府引导、行业指导、部
门督导、群众主体、整村推进、民办公助”的
原则，确保项目建设的有效推进，真正为群众
送去“致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