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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80%，既是用水大户，也

是节水潜力所在。但长期以来水价偏低、与成本倒挂，既

不利于用水结构的优化调整，也不利于水利工程的良性运

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把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破解水资源紧缺难题、促进农业种植

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抓手，抢抓全国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试点机遇，注重顶层设计、高位推动、部门联动、

上下互动，全力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明晰水权创条件

按照“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明晰水权”的总体目标，

各试点县（区）制定了农业水权分配方案，并据此将水

权逐级分配到协会或农户，再通过发放水权证（明白卡）

将分配水权常态化、固定化。水权交易、水权回购等制

度初步建立，水权交易市场逐步完善。高台、民乐、凉州、

民勤、白银 5 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创建县已在全县

（区）范围内开展了水权分配，发放水权证 5.05 万本，

发放率 98.5%。民勤县开展了“水权落实规范年”活动，

以实现水权监管为目标，进一步巩固了试点改革成果。

白银区开展了灌溉面积丈量，明确了水权面积。金塔、

甘州、永昌、榆中、靖远 5 个省级试点县在项目区开展

了水权分配，其中永昌县、甘州区已完成了全县水权分

配并核发水权证。

综合施策  两手发力

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破解这一问题需从农业这

一用水大户入手，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甘肃以全

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打好改革组合拳，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为实现甘肃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全社会节约用水、全面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和效

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甘
肃

高台县斗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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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打基础

按照“项目搭台、改革唱戏”的总体思路，安排资金1.4

亿元，重点对试点范围内末级渠系及计量设施进行配套完

善，确保各项水价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应。5 个示范创建县

（区）新建末级渠系 74km，完成地表水计量设施 179 座

（套）, 安装和更新改造机电井取水计量设施 1019 套，

除白银区外其他 4 县（区）均已完成工程建设内容。5 个

试点县（区）新建和改建末级渠系 62.3km，完成地表水

计量设施 702 座（套）, 安装和更新改造机电井取水计量

设施 2281 套，除永昌县已完成工程建设内容的 90% 外，

其他 4个县（区）完成率为 60%～ 70%。末级渠系及计量

设施的改造，为水价改革奠定了基础。

改革水价提效益

5 个示范创建县（区）在全县推行了水价改革，其中

高台、民乐、凉州、民勤实行了“区域水价、同源同价”，

农业现行水价标准基本达到了运行维护成本水平。5 个省

级试点县（区）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水价调整方案。甘

州区、金塔县采取水价一次批复、分步到位的方式，水

价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甘州区 2016 年农业水价

由 0.1 元 /m3 调整到 0.142 元 /m3，增幅 42%，力度很

大。榆中县以降低运行成本为改革主线，通过“四增三提

一改造”措施，有效降低了运行成本。张掖市将农业水

价定价权限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实现了水价定价“权、

责、利”的匹配，促进了辖区内各县（区）水价改革进度。

金昌市在永昌县试点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全市水价改革，

有望成为甘肃省第一个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

的市（州）。

节水奖补建机制

按照“节奖超罚”的原则，在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等

凉州区红崖村农民用水者协会立址 金塔县标准量水断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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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水价的同时，对用水者节水进行奖励，通过价

格杠杆促进节水。多渠道筹集奖补资金，制定《精准补贴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节水奖励基金使用管理办法》等配

套办法，明确节水奖补资金筹集渠道、奖补标准、奖补对

象，规范奖补资金管理。5 个示范创建县进一步完善了奖

补资金使用办法，并由仅在试点项目区实施逐步向全县推

广。5 个试点县通过制定办法，明确了奖补资金来源及奖

补对象和标准。榆中县2016年落实财政补助资金650万元，

用于灌区水费补贴及种植大户节水奖补资金，并通过节水

奖补政策，合理引导种植结构调整及灌水方式的转变。

完善协会强管理

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规范运作”

的原则，试点范围内已建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通过整章建

制、配备办公设备、落实运行经费等措施，打造“有场地、

有人员、有设备、有经费、有制度、有职责”六有标准的

协会。对试点范围内未建立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通过政

策引导完成组建，初步实现了试点范围内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全覆盖。通过对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成员的培训，逐步增

强协会处理水事纠纷、参与水利工程建管等能力，进一步

探索了农户参与式灌溉管理。通过近两年的努力，试点（示

范创建）县（区）先后规范和新组建了 902 个农民用水合

作组织。凉州区每年对全区农民用水者协会进行划等考核，

并积极探索建立农田水利物业化服务组织，进一步拓展了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服务范围及形式。

改革产权促长效

按照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管理民主”的原则，

创新工程运行管护模式。试点县对项目区内末级渠系、机

电井及附属设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明确产权和使用权所有人，发放所有权证、使用权证、签

订管护责任书“两证一书”，建立了工程权责明确的管护

机制，彻底扭转了农田水利工程管护缺失、人为损坏严重

的局面。2016年，5个省级试点县（区）发放“两证一书”1400

多套，发放率 95%。民勤县将原有的农民用水者协会在工

商部门重新登记注册，转型组建成立了农民用水专业合作

靖远县东坪电灌协会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培训



255

典型透视

社，将田间水利工程的管理、维护和养护责任，以及相关

工程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和管理权落实到具体的农

民用水专业合作社，实现管理与经营同步，促进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经营步入良性轨道。

经过两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甘肃省在水权

配置、水价机制、促进节水方面大胆创新、大胆探索，积

累了一定经验，为下一步推进全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由点

向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加强领导、多措并举，打好组合拳是根本。实践表明，

地方政府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是改

革顺利推进、取得预期成果的重要保障。甘肃省成立了由

分管副省长为组长，水利、发改、财政、农牧等相关单位

为成员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各市（州）、各县

（市、区）参照试点做法，成立了相应的领导组织。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不是单纯地涨水价，而是综合施策，只有综

合性的改革，才能形成完整的改革链条，才能放大改革效

益。从试点的情况来看，各试点县通过水权配置、水价调

整、协会规范、奖补机制、产权改革、设施完善“六位一体”

的综合性改革举措，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改变灌溉方式，有效提高了农业用水生产效率，促进了农

民增收，达到了节水、增效、增产、增收的“四赢”效果，

最终取得了农民群众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以水定地、水随地走，水权改革是前提。实施严格的

水权制度是利用水价杠杆促进节约用水的前提和基础，各

试点县（区）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过去两年，

各试点县（区）积极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探索

民勤县智能化计量设施 白银市靖远县渠道量水工程

民勤县水资源管理成效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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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实际、操作性强、地域色彩鲜明的水权制度。民乐县

按照“丰增枯减”的原则，确定了农业水权“丰、枯、平”

三套指标，引导农民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民勤县在配

水过程中，实行“三水”联合调度，在灌区农作物灌溉期

间根据降水情况调控地表水、地下水配水计划。凉州区清

源灌区法定土地承包面积之外不分配水权，用水指标逐级

分配到每一眼井、每一地块，落实到每一轮次，水权明晰

到户，建立了“以人定地，以地定水，以电控水，水价调节，

水权流转”的有效机制，确保水权分配公平、指标控制到位。

调整水价，完善制度，水价改革是核心。试点县（区）

及时调整水价、完善水价形成机制。高台、凉州、民勤等

县（区）以县域为单元，区分地表水地下水，同类作物农

业用水实行区域水价、同源同价，保障了农业供水的公平

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凉州区、民勤县区分作物、水源、

白银区水务局工作人员深入农户发放水价改革宣传材料

西营水管处向用水户发放水价政策宣传材料

甘州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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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方式在全县域实行了分类水价，通过对不同作物和用

途实行不同水价措施，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进而达到

节水的目的。在高台县，超定额部分划分为 10%～ 30%、

30% ～ 50%、50% 以上，按 1 倍、2 倍、3 倍计收水费。

相应的，亩均用水量低于定额 10%、10% ～ 30%、30% 以

上的水量，按 0.1 元 /m3、0.2 元 / m3、0.3 元 /m3 给

予节水奖励，形成了“多用水交更多的水费，少用水交更

少的水费”的新机制。

明晰两权，加强管护，水管改革是基础。产权是所

有制核心，明晰产权既是对水利工程所有人的合法保护，

也是落实水利工程管护责任的关键所在。试点县（区）

针对末级渠系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有人建、有人用、

无人管”的局面，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使用、谁

管护、谁负担”的原则，对已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登记

造册，主要根据投资来源，分门别类，颁发“两证一书”，

明确产权所有人、使用权人和管护责任人“权、责、利”，

落实了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逐步建立健全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现代产权制度。

图文 / 甘肃省水利厅  
 整编 / 杨轶  设计 / 杨桦

甘州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证和使用权证

白银区规范协会建设，配套必要的办公设施设备

天水市甘谷县水量观测登记 凉州区永丰村协会灌溉面积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