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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玛纳斯县地处天山北麓，准葛尔盆地南缘，位于天山北坡

经济带中心，是古丝绸之路北道重镇，史有“金玉之乡”、

“凤凰城”等美誉。玛河文化、碧玉文化、凤凰文化并称

为“玛纳斯三大文化”，且具有中国碧玉之都、国家湿地

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际葡萄酒庄“四张名片”的独特

资源优势，“天山金凤凰、碧玉玛纳斯”的美誉享誉全国。



前言

 玛纳斯县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107万亩，辖

乡镇场站14个、生产建设兵团驻县团场5个，全县有汉、

回、哈萨克、维吾尔等32个民族，县域总人口28万人，

县属总人口1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2万人，占全县总人

口的66%。境内有玛纳斯河、塔西河和清水河，年径流量

14.89亿m3，地下水年可开采量1.67亿m3，全县已建成中

小型水库7座，年调蓄水量4.5亿m3，干、支、斗、农引水

渠道总长3908.28km。



前言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部、水利部在大幅度增加农田水利

投入的同时，集中资金实施小农水重点县建设，玛纳斯县

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机遇，认真贯彻自治区集中资金全面开

展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战略部署，成功申报了第一

批、第四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按照“政府主

导、规划先行，集中投入、整片推进，协会优先、良性管

理，绩效考评、当年见效”的工作思路，扎实有效地推进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作。通过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建设项目实施我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生产能力

明显著强，为玛纳斯县在全疆率先实现农牧业现代化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2009-2011年第一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规划投资8286.62万元，建设高效

节水面积7.14万亩，防渗渠道62.11公里。通过整合资金，实际完成投资5.562亿

元，新建高效节水面积41.93万亩，新建防渗渠道266.67公里，维修各级防渗渠道

763公里。

2009年重点县项目建设完成投资1653.56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800万元)，

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金9596.44万元；

2010年重点县项目建设完成投资3181.92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000万元，

自治区补助资金1115万元），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金2.16亿元；

2011年重点县项目建设完成投资3451.14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900万元，自

治区高效节水补助资金1000万元)，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金1.614亿元。

 2012-2014年第四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规划投资8263.72万元，建设高效

节水面积9.75万亩，防渗渠道29.79公里。通过整合资金，实际完成投资8.48亿

元，新建高效节水面积32.23万亩，新建防渗渠道149.85公里，维修改造各级防

渗渠道958公里。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2012年重点县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705.5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1500万元，自治区补助资金800万元），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金3.76亿

元；

2013年重点县项目完成投资2766.98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500

万元，自治区补助资金700万元），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金2.88亿元；

2014年重点县项目完成投资2791.24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500

万元，自治区补助资金500万元），通过项目带动整合资金1.08亿元。

 目前，玛纳斯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年度建设目标已基本完

成，项目区高效节水灌溉覆盖率达到100%，有效地推动了农业规模化

经营、集约化生产，带动了全县农业经济快速提质转型。

1、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2009—2014年分年度建设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万元）
新建高效节水工程（万
亩）

新建渠道工程
（KM）

整合资金
（亿元）

新建高效节水工
程（万亩）

新建及维修防渗渠
道（KM）

2009年重
点县项目

1653.56

（中央补助
800万）

1.8 14.9 0.959644 13.83 304.5

2010年重
点县项目

3181.92
（中央补助
1000万，自
治区1115万）

3.53 26.17 2.16 12.7 347.8

2011年重
点县项目

3451.14
（中央补助
900万，自
治区1000万）

2.08 21.04 1.614 8.42 310.96

2012年重
点县项目

2705.5（中
央补助1500
万，自治区
800万）

3.1694 9.79 3.76 8.38 388.93

2013年重
点县项目

2766.98
（中央补助
1500万，自
治区700万）

3.48 10 2.88 7.16 382.63

2014年重点
县项目

2791.24
（中央补
助1500万，
自治区500

万）

3.1 10 1.08 6.3           306.5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截止到2014年，全县已建成高效节水面积76.65万亩，占全县

农业种植面积的72%。其中，建成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农业示

范区30万亩，按亩均节水80方计算，实现年节水总量6132万方，

农业灌溉用水量实现了负增长。高效节水工程的实施，仅2014

年就为农牧民人均增收1133元。

1、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建设前 建设前 建设后 建设后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三级过滤沉砂池
实施滴灌
后的棉花

标准
化首
部管
理泵
房

节水灌溉
首部生态

景观

无人机
喷洒农

药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滴灌适应灌溉农作物种类不断扩大

制酱番茄

滴灌玉
米

辣椒

西瓜

葡萄滴灌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机采番茄
机采棉花

解放劳动力
从事运输业

统一喷
洒农药

解放劳动力
从事养殖业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玛纳斯县被授
予全国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先

进单位

国家水利部副
部长李国英来
玛纳斯县调研

自治区党委书
记张春贤来玛
纳斯县调研

国家水利部农
水司司长王爱
国来玛纳斯县

调研

国家发改委农经
司司长高俊才来
玛纳斯县调研



项目区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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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2、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工程配套建设方面：项目区实现了水资源合理配置，基础设

施配套完善、骨干渠系防渗化，条田规范化、林网化，骨干

道路柏油化。

 经济效益：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4.32万亩，恢复和改善灌溉

面积55.93万亩，灌溉水利用系数达0.65，年均节约水量6128

万方，新增供水能力2303万方；年均粮食增产592万公斤；

年均经济作物增产值16428万元，促进了玛纳斯县经济发展。

2、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情况

2、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

 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有力提升灌区管理水平，解放农业灌溉

劳动力数量，促进农业生产人口转移到其他行业，有助于实现灌

区自动化、规模化生产；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提升了农业

生产科技发展的水平，具有良好的社会推广示范效益。

 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后，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节约灌溉用水，

有助于补充其他行业（每年向工业供水500万m3）尤其是生态用水，

每年可增加生态用水1500万m3，有效控制了地下水开采；为水资

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提供基础保障，促进生产、生活、生态

用水合理配置；同时，水肥一体化高效利用可以降低化肥使用量，

减少农业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二、立足长远、谋规划、抓项目、促发展

 规划和项目前期是水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玛纳斯县委、县

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项目建设工作，牢固树立“水利兴则玛

纳斯县兴”的思想，狠抓规划编制和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规划编制：

⑴《玛纳斯县农田水利建设综合规划》

⑵《玛纳斯县农业节水规划》

⑶《玛纳斯县末级渠系改造规划》

⑷《玛纳斯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规划》

1、项目规划和前期工作



二、立足长远、谋规划、抓项目、促发展

 主要目标：借助中央进一步强化和支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与

发展的优惠政策，以中央补助资金为引导，整合使用国家投

资、地方配套、农民自筹等资金，明确工程建管责任，创新

运行管护机制，完成县域内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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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水平，增强抗御自然

灾害能力。

2、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主要目标与工作任务



 工作任务：农田水利规划拟定农田水利建设任务为衬砌渠道

741.2km（流量≥1m3/s的262.2km，流量≤1m3/s的479km），

微灌建设改造面积80万亩，更新改造机井137眼。其中小型

农田水利建设任务为衬砌渠道（流量≤1m3/s）479km，微灌

建设改造面积80万亩，更新改造机井137眼。目标任务完成

后，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75，年均节约灌溉用水9600万m3，

新增供水能力4225m3，年均粮食增产量达到2152万公斤，年

均经济作物增产值18802万元。

二、立足长远、谋规划、抓项目、促发展

2、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主要目标与工作任务



⑴ 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总

结竞争项目区的优势条件，

征求村民意见；

⑵ 县人民政府对各竞争项目区

进行综合评分，择优立项；

⑶ 项目实行竞争遴选，有利于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项

目管理水平。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1、建立竞争机制，择优选择项目区



⑴ 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小农水重点县建设领

导小组，建立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齐抓

共管的政府高位推动机制；

⑵ 领导小组签订了小农水重点县建设责任

书，确定了办事机构，细化工作目标，分

解工作任务，落实各个层次、各个环节、

各项任务的责任，明确了各重点县建设完

成的各项建设目标，以及奖励和处罚措施

等，为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

织保障。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2、强化组织领导，建立高位推动机制



 村民自主推选2－3名责任心强、群众威信高、办事公道的村

民参与项目建设期间的监督，使项目建设工程质量及进度让

百姓了解、放心；

 组织发动群众参与项目前期工作，并配合监理、质量监督员

全程跟踪监督项目施工过程，对项目建设及今后的运行管理

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发挥好农民用水户协会参与建设与管理等工作，及时向上级

反映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同时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宣传部门的监督作用，全面推行

政务公开、投入公开、补助资金公开和账目公开。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3、调动农民积极性，建立义务监督机制



 执行“六个”规范，严把工程管理关:

严格执行“规范建卡、规范社会公示、规范资金报账、规

范集中采购、规范工程监理、规范责任分解”的“六规范”

制度，推动了工程的规范化管理。

 落实“四制”要求，严把建设程序关:

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项目监理制和合同管

理制，规范了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通过公开招标、保证

了工程建设质量，实现了工程建设的目标控制，确保了工

程的顺利实施。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4、严把“四个关口”，规范工程建设和资金使用
用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把握关键环节，严把工程质量关:

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严格落实水利工程质量责任制和技

术责任追查制度，把好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

关；按照获得自治区产品认证的企业名录和获得节水施工

资质的企业名录，严把施工单位和材料招标进场关；严禁

不合格进入工地。通过采取抓质量、树精品、抓典范等措

施，保证了建一处工程，发挥一处效益。

4、严把“四个关口”，规范工程建设和资金使用
用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实行县级报账制，严把资金使用关:

在县级财政设立工程资金专户，进行专户管理，实行县级报

账制，规范资金拨付手续，规范财务管理，主动接受审计

监督，加强财政小农水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确保

资金安全。

4、严把“四个关口”，规范工程建设和资金使用
用



⑴ 2009-2011年度小型农田水

利重点县建设已100%完成

三年建设目标，并通过区州

验收，工程评定等级为优良

⑵ 2012-2014年度小型农田水

利重点县建设项目已100%

完成年度建设目标，并通过

验收。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5、严把工程验收质量关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6、强化“四项措施”，提升工程管护水平

 规范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

按照“组建规范、产权明晰、水价合理、管理自主”的

原则，已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

总会8个、分会116个，制定了《用水户协会章程》、

《用水户协会工程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农协会的组

建和规范化管理达到100%，加入协会农户达22886户、

87614人，已形成以农民用水者协会管护为主、基层水利

服务组织指导为辅的农田水利工程建后管护制度。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6、强化“四项措施”，提升工程管护水平

 创新高效节水运行管理模式：通过落实管护主体，主要推广五

种管理模式：一是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模式。二是联户管理模

式。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协会合作管理模式。四是私人农

场管理模式。五是企业+农户的管理模式。六是水管单位+农户

的管理模式。

 大力推进高新节水技术：全面开展了高效节水工程、水利骨干

工程、机电井GPS定位上电子图工作。采用有线通讯控制方式，

建成滴灌自动化控制系统1座，控制灌溉面积1650亩，有效减

少了运行管理人员，降低了运行管理强度和管理成本。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三、多措并举力促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

6、强化“四项措施”，提升工程管护水平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通过“科技之冬”、“科学技术下乡”、“水法宣传”、“农

民技能培训班”、“高效节水示范培训基地”等活动，充分利用

报刊、电视、网站等平台和发放宣传单、设立宣传牌、外地考察

等形式，加强小农水重点县建设政策、措施、工程施工、资金整

合以及工作成效等方面的宣传，积极营造广大农牧民共同关心和

支持小农水建设的良好氛围。同时，邀请自治区水利厅专家、高

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的专家，对规划设计、施工组织、运行

管理以及滴灌水肥管理技术规程进行集中培训和现场解答，提升

高效节水首部管理人员技术水平。



6、强化“四项措施”，提升工程管护水平

农民用水协会公开栏 乐源合作社

加压自动化灌溉
系统

首部管理人员培训



四、建立资金整合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1、建立财政补助机制

2008年县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玛纳斯县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补助新机制》，对新建高效节水每亩补助160元，

维修支渠补助5万元/km，新修斗渠补助3万元/km，新

修农渠补助1万元/km，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参与建设

农田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六年来，县财政投入补助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资金累计达1.451亿元。



以重点县建设项目补助资金为引导，积极整合区、州、

县支农项目资金，县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以奖代补”

资金、科技三项费、新农村建设等资金，企业、农牧

民自筹资金，以及金融、信贷等各种社会投入资金进

行集中使用，六年来，共整合农田水利建设资金9.322

亿元。

2、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四、建立资金整合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四、建立资金整合机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积极引导群众投劳投资

坚持“民办公助”和“以奖代补”的机制，充分发挥

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职能作用，调动农牧民群众投资投

劳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积极性。通过村级

“一事一议”，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折资达3.27亿

元



 着力打造高效节水示范县：以农业高效节水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为抓手，在巩固现代高效节水农业示范区的基础上，以配套补助政

策为动力，加快推进高效节水等技术集成应用，将高新技术推广应

用的补助政策与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相结合，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县。

 拓宽高效节水投资主体范围：拓宽投资渠道，加大项目跑办力度，

充分抓住国家加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投资机遇以及取得国家

财政部、水利部及区、州的支持，同时我们还要逐步转换投资主体

的地位，将高效节水新技术的示范推广让位于市场，利用3-5年时

间，将玛纳斯县打造成国家级百万亩现代农业高新示范区。

五、今后努力的方向



五、今后努力的方向

 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模式：因地制宜的应用合作社管理模

式、水管单位管理模式、公司管理模式、农协会管理模式，

同时总结各种管理模式所发挥的示范效益，为下一步全面

推广提供有力保障。

 进一步加强高效节水自动化控制工程建设：积极试点农业

高效节水全程自动化控制，加强田间节水监测网络建设，

收集基础性数据，建立节水灌溉数据库，为节水增效灌溉

示范项目评价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