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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2012-2015年节水增粮行动发展任务是600万亩，四年任务分别为120、140、160、
180万亩。

 全省已完成面积42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411.55万亩，经济作物8.45万亩；发展管灌87.6万
亩、喷灌59.4万亩、滴灌273万亩。

 节水增粮行动不仅省水省工、增产增收效果明显，而且在2014年我省遭遇严重旱情时及
时发挥了抗旱保产的重要作用。

1、工程总体安排



2、2014年项目实施情况

2013年工程验收情况

前期工作情况

2014年工程进展情况

2012、2013年工程巩固及发挥效益情况

2-1

2-2

2-3

2-4



2-1    2013年工程验收情况

 2013年辽宁省节水增粮行动项目任务面积14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138.7万亩，

经济作物1.3万亩），涉及全省9个市、31个县（市、区）。按灌溉工程类型

分：滴灌99.82万亩，喷灌7.75万亩，低压管道输水灌溉32.43万亩。



2-1    2013年工程验收情况

 2013年度工程于2014年6月底前全部完工，在县、市

分级验收的基础上，省节水增粮行动领导小组组织各

成员单位，完成主体工程投入使用情况的实地抽查和

现场复核工作。并及时移交给基层水利服务站、联社

等管护单位，确保工程按期受益。



2-2     2014年前期工作情况

按照国家要求，结合近年来节水增粮行动实际，我省在2014年节

水增粮行动项目立项上全面实行了申报制度，确保工程符合民众

意愿，为今后项目健康发展、农民群众真正受惠奠定良好基础。



2-2     2014年前期工作情况

首先，针对前期工作不同阶段的编制要求，组织各项目县实施节点

控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前期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其次，

组织专家及时进行方案审查，并按时上报国家进行合规性审查。



2-2     2014年前期工作情况

省水利厅、财政厅、农委、国土厅联合下达实施方案批复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年度建设任务和工期安排，为工程早日开工建设创

造有利条件。



我省2014年节水增粮行动计划发展面积160万亩，其中管灌31.61万亩、喷灌42.36万亩、滴

灌86.04万亩。

截至2014年末，工程已完工141.66万亩，占全部任务的88.5%。建成和改善各类水源工程

9786处，铺设地埋管路9002公里；安装首部设备3634台套，配套机泵2715台套；动用机械40631台

班，动用土石方共计975万立方米，新架高低压线路7公里；累计完成投资6.41亿元。

管道沟开挖

灌溉井施工

2-3     2014年工程进展情况



2012-2013年已建成的26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目前运行情况良好，基本能正常

发挥效益。据初步统计，全省膜下滴灌工程的巩固率尽管仅在50%左右，但全部工程

的供水保障能力都保存完好。2014年夏天，辽宁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旱灾，以节水增

粮行动工程为龙头，全省农田灌溉工程发挥了重要的抗旱保产作用，有效降低了旱

灾给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带来的损失。

2-4     2012、2013年工程巩固及发挥效益情况



据统计，自旱情显现至2014年8月

末，全省共启用节水增粮行动工程1.3

万余处，浇灌面积175.6万亩，占已建

成工程面积260万亩的67.5%（其中受

旱地区节水增粮行动工程全部投入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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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组织领导

全省各地均把将节水增粮行动项目作为党委和政府“一把手”

工程来抓，各级政府层层签订责任状，进一步明确任务，落

实责任，把“节水增粮行动”每一阶段的发展任务作为省政

府对各地政府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和农田基本建设“大禹杯”

竞赛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部门协调

一是建立完善分工负责制度。

水利部门负责水资源论证、方案制定、水源和首部工程建设，建后管

护措施并督促落实；农业部门负责实施农机、农技、农艺等配套措施，

全面组织农业生产及相关技术培训；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筹集；其他部

门按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相应工作，各地负责具体实施。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部门协调

二是部门合作推进更加协调。

经过三年的工作配合，目前，资金筹集渠道已经顺畅，资金的使用

与管理得到进一步规范；农业生产组织更加有条不紊；整体方案制

定、实施更加紧张有序。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全面推进各项目向

纵深发展。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资金筹措

2012-2014年，省财政共筹措资金56.45亿元，其中：中央财

政28.2亿元、省级财政28.25亿元，加快支持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其中：国家节水增粮行动面积260万亩。同时，不断完善

财政支持政策，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资金筹措

一是实行差别化补助政策。

为调动市县发展粮食作物的积极性，2013年，我省调整了省以上补助

标准，由统一的每亩800元调整为粮食作物每亩900元、经济作物每亩

400元。

二是建立示范区补助引导政策。

为加强示范引导，我省出台了高标准示范区建设补助政策，省财政按

每亩500元标准对示范区建设增加补助，截止目前，省财政已累计投入

资金7820万元。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资金筹措

三是完善财政筹资政策。

出台《辽宁省节水滴灌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将省级项目资金

纳入预算予以保证，通过完善水利建设基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节水增粮项目建设。

四是建立农民投工投劳引导激励政策。

围绕节水增粮项目大力支持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大禹杯”竞赛活动，省

财政厅每年安排资金2000万元，通过考核评比，发动市县政府，吸引和

调动农民群众参与项目建设。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资金筹措

五是建立管护资金筹资政策。

出台省政府令，明确规定省、市、县三级财政部门从本级水利

非税收入、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农田水利资金中，按照不

低于20%比例筹措设立维修养护专项资金。2014年以来，省

财政每年安排资金2亿元，到2015年，已累计投入资金4亿元。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示范带动

2013年，我省在辽西北的6市23个县区开展了29个粮食作物高效节水

灌溉示范项目区建设，总面积13.32万亩。通过全过程规范设计、建设、

运行和管理，建成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优质高效，水利、农机、农艺

技术集成，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管理手段先进的现代化节水灌

溉示范项目区。

2014年，我省根据群众和大户意愿，加强了土地流转促进工作，在7个

项目县区调整发展20万亩大型喷灌机示范项目，进一步辐射带动其他

地区，全力推进节水增粮行动工程建设。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建设管理

为确保节水增粮行动顺利实施，我省先后制定出台了《辽宁省农

村水利工程管理办法》、《辽宁省农村水利资产管理办法》2个省

政府令和《辽宁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

《验收办法》、《运行维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

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各重要环节都做出具体规定，形成了一整套系

统的制度规范体系。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建设管理

2014年，我省开展了大型喷灌设备供货企业资格政府集中采购工

作，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为今后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质量管

控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结合水利工程“质量规范年”活动，省财

政每年安排资金1000万元，加强对节水增粮等工程开展质量检查

检测工作，确保了工程质量。目前，我省编制完成了《水利工程施

工质量检验与评定标准—农村水利工程》，为今后工程的质量检验

检测和质量评定管理提供依据。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服务指导

一是加强督导和服务。从2012年起，我省就抽调160余人，成立40个

推进工作组，采取一对一、点对点的方式指导和服务项目建设与管理。

二是召开现场拉练会。通过拉练学习、现场观摩，查找不足，形成了

“比学赶超”的项目建设氛围。

三是加强示范引导和媒体宣传。着力打造节水增粮示范工程和精品工

程，充分依托灌溉试验成果，用实测数据宣传节水增粮行动项目节水、

节肥、节能、省工、增效等作用，通过解读相关政策，提高农民群众

认识水平与参与意识。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服务指导

四是加强技术培训。三年来我省先后组织十余次专题培训，聘请国

家和省专家现场指导；各级水利、农委等部门积极组织各类专题培

训，培训人员上万人次，进一步提高我省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技术和

保障水平。

五是加强科普知识教育和科技服务。在已编制完成的《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简要知识问答》基础上，2014年又组织编制了《节水滴灌实

用技术手册》，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印发130余万册帮助农民掌握

节水灌溉的基本知识，管理和使用好节水灌溉的各种设施。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运行管护

落实好建后维修管护的体制机制，是节水增粮工程长效发挥的关键。

自2011年开始，省投入补助资金7.7亿元，全力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

建设。全省58个县（市、区）、905个乡镇水利服务站、2953名水利

员已划转到县级水利部门统一管理，人员经费纳入县级财政统一管理。

聘用村水管员9726人，新建和改造管理库房905处，已完成农村水利

工程资产登记5.4万处，并全部落实了管护主体，4.8万处农村水利工

程确定了管护责任人，发放了管理权证书，为全省节水增粮行动工程

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运行管护

县级水利部门组织乡镇水利服务站和“三员”全程参与节水增粮行动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将管理和服务延伸到村屯、田间和农户，初步建立起了适合我省农村实际的水利工程管护体

系，为我省工程建后管护、长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工程建设管理经验

信息化管理

结合国家节水增粮行动信息化系统建设，组织开展全省已建

节水灌溉工程信息化数据库建设，将项目地块、水源等主体

工程及时登记建档、坐标上图，开发手机版管理信息系统，

全面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确保今后拟建项目和所有已建项

目不重不漏，有据可查。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是县级水资源论证、总体和年度实施方案存在的不一致问题。

受地块实际水源情况、群众积极性等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地块发生了变更，超出了原水资源论证分析范围，

需实事求是地做出调整。

二是目前农村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分散经营、以户为基础的管理

方式，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构成很大阻力。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三是节水增粮行动后续巩固政策尚不完善，特别是对粮食作物，由于比

较效益低，农户增收幅度有限，虽然节水、增粮效益明显，但农民的积

极性并不都高，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持续投入，农民很难自觉投入购

买滴灌带和地膜，后续巩固面临压力。

四是白色污染有所显现。部分地区使用膜下滴灌技术，废弃地膜不能及

时回收或回收不净，有些埋于地下导致土壤板结，造成耕地质量下降；

有些随风飘散，影响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造成潜在的“白色污染”问题。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五是随着项目建设面积的扩大，新建项目比例逐渐增加，受原材

料价格、人工费用、地块选择等因素影响，建设成本有所增加。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是对粮食作物，国家适当研究后期扶持措施，主要用于补助地面管带、出

水栓等易损件购置，建立逐步退出扶持政策，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二是由于工程建设成本逐年提高，配套难度进一步加大，建议国家适当提高

工程亩均补助标准。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三是国家应出台地膜厚度强制使用标准，要求各地地膜使用标准不能低于

0.008mm，并对地膜回收给予适当补助（利用地膜回收机回收弃旧地膜的

成本约每亩80-100元），尽量消除白色污染对土壤和环境的不良影响。

四是国家适当下放水资源论证审批权限，并将年度合规性审查工作下放到

省里，实行备案制，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5、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加强节水增粮行动等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及附属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工

作，确保工程能正常运行发挥效用。

二是针对我省部分项目县节水增粮行动实施地块存在超出原水资源论证分

析范围的问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调整地块。



5、下一步工作打算

三是根据各地自愿申报结果，结合几年来我省工程实施的实际情况，确定我

省2015年发展节水增粮行动120万亩的建设任务；抓紧组织开展工程实施方

案编制、水源工程标准化设计、各项目片区施工图纸等前期准备工作。

四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着手开展节水增粮行动工作总结，在此基础上，认

真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和作法，研究制定民办公助、先建后补等工

程建设管理办法，探索创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新模式、新机制，

为今后农田水利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汇报结束

Thanks fo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