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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谋划 规范管理
稳步推进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

吉林省节水增粮行动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

——吉林省2014年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管理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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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我省2014年度节水增粮行动项目自主申报任
务220万亩，已于去年11月中旬全面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田间管路将于今年春播前铺设完成，为
春灌用水提供坚实保障。

主管地埋 施工科学 保护耕层 认真履行职责 加强施工检查



一、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在2014年秋季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抓工程
质量，倒排工期，实行工程进度“两日一报”制度。



一、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2015年度项目已经完成自主申报，正在按部里
要求全力推进前期工作，计划5月10日前完成方案
编制，6月底前完成方案批复，8月末完成工程招
标投标，“十一”前后开工建设。

任务 5月前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实施方案编制

方案批复

招投标

施工前准备

工程建设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夯实“一个基础”

坚守“一个原则”

破解“一个难题”

抓住“三个重点”

用好“三种手段”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夯实“一个基础”

就是牢牢抓好政府推
动，加强组织保障这个
基础。各级政府主动谋
划干预，“一级带着一
级干”，“一级看着一
级干”，形成了推动项
目的强大合力。 县级政府召开建设动员会议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坚守“一个原则”

就是牢牢坚守水资源底线这个原则，科学规划，
以水定地，突出节水、增粮两个效益。

水利部松辽委对我省节水增粮行动水资源论证的审查意见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破解“一个难题”

就是着力解决验收推进
慢这个难题。

一是针对项目验收手续繁
杂的突出问题，主动谋划，
积极研究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破解“一个难题”

二是购买社会服务，
组织专家分2批次深入
各县，现场进行检查
指导，查漏补缺，规
范验收手续，加快验
收进度，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抓住“三个重点”

一是重点抓好自主
申报。严格申报条
件，把重点安排在
干旱缺水、群众积
极性高、基础条件
较好的区域。

农户自愿填写申请书和承诺书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前期工作
实施
方案
审批

招标 施工

抓住“三个重点”

二是重点抓好统筹安排。倒排工期，提前制定全
省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时间节点，严格执行，保
证了各关键环节按时完成。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抓住“三个重点”

注重做好农机农艺技术集成配套，省农委
积极组织农机农艺培训。根据测土配方提出
施肥建议，提前组织申报项目的农户开展施
肥培训和农机培训，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抓住“三个重点”

三是重点抓好制度执
行。一个是，多次举
办培训班、座谈会，
不断强化制度解读，
深化规范理念。第二
是，加强监督检查，
传导压力，强化制度
的严肃性和执行力。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抓住“三个重点”

第三是，对主要管材
进行“飞行检测”，
实现两个“全覆盖”，
即“中标单位全覆
盖”，“管材厂家全
覆盖” 。第四是，
严格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节水增粮行动资
金使用和监管，保证
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用好“三种手段”

一是抓管护机制建设，作为
项目长效运行的保障手段。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
程”，在项目区大力推广
“合作组织管护”和“乡镇
水管站管护”等管护模式，
健全管护机制。协调省财政
厅落实了部分管护经费，在
全省项目区形成了一定服务
能力的管护队伍，取得了初
步成效。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用好“三种手段”

二是落实配套任务，作
为项目建设顺利进行的
资金手段。省级财政
（含农发办）克服困难，
积极足额完成了省本级
配套任务。

省财政厅下达资金文件



二、项目建设管理主要做法

用好“三种手段”
三是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科
技手段。一个是，基本完成全省节水增粮行动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第二是，完成了2个节水增粮行动
信息化示范县建设。第三是，快速推进全省节水增
粮行动地下水监测系统建设。

省节水灌溉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GIS截图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主要对策措施

（三）有关建议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是规模化地块数量
少，土地经营分散，
影响任务落实。

二是农业县财政困难，
项目县和受益农户难
以筹措落实配套资金，
任务申报受到一定影
响。

项目区地块分散图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三是个别地方干部仅仅把
项目当成一种先进的灌溉
设施，有关农艺农机的综
合配套仍需进一步加强。

四是在建立完善管护体系
过程中，省财政积极落实
了部分管护经费，但建立
长期稳定的管理经费渠道
仍有困难。

农艺农机技术需进一步加强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五是项目区电力配套
建设资金投入不足，
实际资金投入仅为资
金需求的1/4，缺口还
很大，项目县上农电
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二）主要对策措施

一是推行更严格的项目申报制度。实事求是、量
力而行申报，确保项目建一片，成一片，发挥效
益一片。条件不具备的要坚决调整建设计划直至
取消，不下硬指标。

二是因地制宜推进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支持
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发展指针式喷灌等多种高
效节水灌溉方式。并积极研究加大地表水利用，
尽量减少开采地下水。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二）主要对策措施

三是加强农艺农机等配套技术综合集成应用。把项
目实施与跨区选种、施肥施药、农机配套等技术有
机结合起来，发挥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最大效益。

四是引导项目区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优先扶持
土地流转较好和实行规模经营的地块发展节水增粮
行动项目，凸显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增产、节水、
增收等方面的规模效应。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二）主要对策措施

五是加速推进产权确权和产权制度改革。把财
政投资形成的小型水利设施交给合作组织和农
户持有和管护，实现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
的统一。督促各地建立起稳定的工程管护经费
渠道和经费保障机制。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二）主要对策措施
六是继续加强滴灌带浅埋和光伏发
电试点建设。跟踪2项试点开展情
况，测评去年地埋滴灌带使用效果；
扩大太阳能光伏发电提水技术试点，
积累经验，及早定型推广，作为节
水增粮行动水源井动力的重要补充。

光伏提水设备在田间应用 浅埋试验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二）主要对策措施

为进一步加快电力配套建设，我们与白城市供电局
建立了联络协调机制，争取把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区
水源井电力配套纳入该地区“十三五”田间电网建
设规划，力求尽快解决电网“由谁建”和“谁来管”
的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三）有关建议

一是建议国家考虑我省农业大省、财政穷省的实际
情况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作的贡献，降低或取
消县市配套和农民自筹。

二是建议从国家层面协调有关部门出台支持田间农
电建设管理的政策，如提前实施农网改造等，明确
责任，并加大对农田灌溉电力配套的投入力度。

三是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扶持力度，
解决人员结构不合理、设施缺乏和经费不足的问题。



四、2015年工作思路和打算

一是及早筹划，做好天气预测，组织项目县根据
实际需求，做好已建工程持续生产工作；加快步
伐，按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前期工作，在入冬前全
面完成230万亩申报任务主体工程建设。

二是继续督促各项目县抓紧推进竣工决算和财务
审计，扎实推进已实施节水增粮行动项目的验收
工作。



四、2015年工作思路和打算

三是督促项目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及受益乡镇
村组，不断强化农艺农机集成技术推广应用。

四是继续突出重点，择优扶持，集中投入，创新
工作方法，积极推进31.5万亩节水增粮行动电力
配套工程建设。

五是加快推进项目区地下水监测系统建设，建立
地下水动态数据监测平台，掌握我省中西部地下
水变化情况，为工程选项布局提供依据。



四、2015年工作思路和打算

同时，还将大力推进节水增粮行动工程产权界定
和管护体系完善工作，注重抓好落实，真正把产权
明确到位，把责任落实到位，把经费筹集到位，实
现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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