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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动态

第 15期

自治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中心 2017 年 10 月 28 日

内容摘要：

※ 农建中心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 扎实推进当前工作

※ 苦干实干 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新进展

※ 银川市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石嘴山市多措并举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夯实农业基础

※ 吴忠市突出建设重点，助力农建转型升级

※ 固原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展加快

1.农建中心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 扎实推进当前工作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即，农建中心党支部在组织全体党员

和工作人员收看开幕式盛况和大会报道的基础上，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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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体职工召开会议，就组织开展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活动做

出安排部署。支部书记高宏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切实把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要在单位迅速掀起学习十

九大、宣传十九大、贯彻十九大的热潮；综合科要周密安排部署，

制定系统全面、翔实具体的学习计划，突出学习重点，落实学习

措施，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创新方式载体，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学习，积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全体党员和工作人员

表示要自觉学习、深入学习，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党的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并自觉转

化为指导当前工作的思想武器，转化为做好当前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现代化灌区及高效节水、农村人饮、农业水价改革、续建配

套项目、信息化建设等十一个方面重点工作的自觉行动和强大动

力，以奋勇争先、务实苦干的精神状态投身工作，为推进水利转

型升级贡献力量。

2.苦干实干 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新进展

2017 年，我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新时期治水

新思路，紧紧围绕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继续以“黄河杯”竞赛为抓手，强抓时机、广泛动员、强

化措施、苦干实干着力补齐农田水利短板，促进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转型升级，夯实农村发展基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特别是九

月以来，各地把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迎接十九大召开、“两

学一做”的具体行动，做到早谋划、早安排、早发动、早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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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自治区召开全区农建动员会后，各市县（区）迅速行

动，把“十一”黄金周变为农建黄金周，抢抓灌溉停水期间和天

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群众加快秋收，开展群众性农田水利建

设大会战。

进展情况：

今年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工时间较往年提前一周，呈现

出普遍重视、投入增加、规模扩大、重点突出、机制创新、进度

加快、综合治理、标准提高、成效明显的态势。截止 10 月 25 日，

总体完成全年任务的 80%。全区累计完成投资 33.4 亿元，完成

清挖沟道1.24万公里，清挖渠道1.03万公里，整修农田道路2.03

万条 1.17 万公里。累计新增防渗渠道 5725 条 2516 公里，新增

灌溉面积 2.08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75万亩，改造中低产田 27.8

万亩，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67.6 万亩。预计 11 月 20 日可

全面完成任务。

一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加快推进。把高效节水灌溉作为农业

节水的革命性、战略性措施来抓。结合引黄灌区现代化生态灌区

建设，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深化改革、建管并重”的要

求，以提高用水效率、综合效益和管理服务水平为目的，以优化

灌区水土资源配置、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先进灌排技术、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启动了利通区、贺兰县、红寺堡区等试

点，鼓励社会资本建设投入和运维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探索开展

了“先干后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建设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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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10月中旬，全区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到位资金 7亿元，已完

成 132项工程实施方案审批工作，117项工程完成招投标，107项

工程开工建设，已完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8.35万亩，占全年 36

万亩高效节水任务的 78.8%。

二是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成效显著。把农村饮水安全作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宁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明确

各级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纳入各级

政府目标责任考核。针对部分工程建设标准偏低、部分供水工程水

源单一、水源保证率不高、部分工程管理服务不到位等薄弱环节，

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工程巩固提升。安排 18个县（市、区）119项

巩固提升项目，对 49.73万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目前，已完成

总投资 2.98亿元，完成对 31.66万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其中贫

困人口 7.26万人。完成年度巩固提升贫困人口总任务（9.14万

人）的 79.5%。稳定解决南部山区生活生产发展用水瓶颈的西海

固扶贫引水工程规划设计基本完成，即将启动建设；彭阳县贷款

3.6 亿元实施了“互联网+”人饮信息化工程，开启了我区农村

饮水工程建设新模式，利通区、沙坡头区等地正在谋划推进城乡

饮水改造提升等工程。加强督导检查和问题整改，基本解决了中

宁县喊叫水地区、海原县、西吉县、原州区部分地区有管无水和

供水时断时停等问题。

三是盐碱地综合治理和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新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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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坚持以整治骨干沟道，提高排水能力，降低地下水位为主，

因地制宜采取工程、农艺、生物、化学、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盐

碱地改良。2017年计划在银南地区实施治理骨干沟道 60条 244.8

公里，盐碱地治理 25万亩。目前，全区共完成治理面上盐碱地 18

万亩，其中银南盐碱地已完成骨干沟道治理 11条 63.23公里，面

上盐碱地 8万亩。实施秸秆培肥、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 10

项农艺改良措施 60 万亩,建设盐碱地农艺改良综合示范园区 6

个，安排基础试验示范 5类 8项 34 个，落实机械深松改良措施

58 万亩。突出边缘死角治理，突出灌排体系提升，做好条田规整

和农田精细平整，完善沟渠田林路配套措施，实施综合整治，加快

推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67.6

万亩，比去年同期增加 35%，改造低产田 27.86 万亩，改善灌溉

面积 175 万亩，有效解决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是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和改革持续深化。积极推进农田水利

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农田水利条例>

办法》，正在经自治区政府法制办审核。加大用水计量设施配套建

设，今年安排计量设施和农村水利管理专项投资 3000万元，建设

先进的测量水设施 145处。引进世界一流的全渠道测控一体化设

备生产线在我区落户。规范、监督、指导农民用水协会规范运作，

减少灌溉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建管并重，基本完成小型农村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基层水利社会化服务改革试点，

探索了有益的经验。逐步推进农村水利由建设为主向建设和建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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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重的转变。

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领导，协同作战。各地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和民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大部分

市县区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农建工作，亲临一线指挥，深入现

场督导检查，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采取一周“一观摩、一评比、

一通报”等措施加码推力。一些市县区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义务劳动，带领群众干，干给群众看，起到示范带动

作用。各级水利、发改、财政、国土、农牧、林业、扶贫等部门

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各司其职，各投其资，各负其责，

各计其功”的原则，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建设合力。

二是“两手发力”，保障投入。在千方百计加大国家投资的同

时，各县通过整合涉农资金、专项建设基金、扶贫开发贷款、鼓励

社会资本投入等措施，拓宽筹资渠道，保障建设资金。坚持政府

主导、项目带动、群众筹资筹劳和社会资本参与的投入机制，加

快推进 PPP 合作模式，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工商资本、用水合

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踊跃投资农田水利。一些市县对于

工程量大的治理区域，采取跨村调集劳动力方式集中整治。主动

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形势，加大机械投入用于挖沟、平田、修

路等土方项目，组织群众开展修坡、清渠、植树等人工作业，解

决了劳力少、出工难、效率低等“瓶颈”。中宁、彭阳等县区通

过PPP 项目撬动社会资金15亿元投入节水灌溉和农村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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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利通、贺兰等县区将渠道自动量测水设施建设、高效节水

灌溉提标增效、智慧水利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打包推行 PPP 模

式，开启水利建设市场化运作之路。

三是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各地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特色

产业、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环境整治、落实河长制紧密结合，将

沟渠整治、道路整修、庄点美化、生态绿化等各项惠民工作统一

打捆，“山水田林路庄、沟渠库井坝池”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整体推进。坚持问题导向，因地施策，突出治理重点。自流灌区

注重面上农田水利设施的维修与复整，实行全覆盖治理；中南部

地区进一步加大高效节水灌溉、农村饮水和水土保持治理力度，

一批高效节水灌溉和调蓄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银川和银北地区

坚持“战边缘、灭死角”，对荒地和低产田打破田块地界、条田

档向高标准治理。

四是推进改革，强化管理。利通区、贺兰县、红寺堡区等地

结合水权、水交易制度建立，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通过 PPP

模式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和现代化量测水设施建设，积极

探索推进农村水利专业化、物业化管理模式。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全面推行“四制”管理；对于面上的农田水利设施维护，采取“定

人员、定进度、定标准、包片区、严奖罚”等措施，有效提高建

设质量。加强督查考核，坚持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同步考核，确

保工程良性运行、持续发挥效益。

下步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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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督查，确保全年完成任务。水利厅将接续实施五市

驻点督导，继续紧盯高效节水灌溉、农村人饮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建设进度，做好技术方面的指导，严格质量标准，确保建设效益。

坚持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同步进行、同步监管,督促县（市、区）

要做好已建成工程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建一片成一片，巩固一片

受益一片，已建成工程长久发挥效益。

二是搞好宣传，让亮点充分发光。做好政策宣传，坚持典

型引导，充分发挥“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动态”等经验交流平

台，及时总结发现各县（区）的工作亮点，提供给其他县（区）学

习。做好各县（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度统计分析工作，及时督

促进度滞后县（区）加快进度，抢抓冬灌前的有力时机，加快推进。

三是梳理总结，严格考核验收。认真梳理总结各县（区）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好的做法，将相关情况反馈给

各市水务局，督促做好督查。督促各地级市完成秋冬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考核工作，做好“黄河杯”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加大建

设通报和责任追究力度，继续实行农田水利项目资金安排与工程运

行管护相挂钩的奖惩机制，对农村饮水安全、高效节水灌溉等工程

建设进度缓慢、运行管理责任不到位、问题严重的市、县（区）实

行项目制裁，并在“黄河杯”竞赛考核中严格实行“一票否决”。

3.银川市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今年，自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展以来，银川市上下广泛

发动，精心组织，积极行动，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量化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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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狠抓责任落实，全市掀起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贺兰县结合农业产业发展和高效节水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

全面落实河长制,紧密围绕 2018 年一、二、三产业布局，抓住国

家级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契机，各个乡镇打造农业特色园区，统筹

推进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立岗镇打破村组界限，立足“米粮

小镇”、“蔬菜小镇”建设，以 5.3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核心，

完善灌排设施配套。金贵镇以 1.5 万亩高标准农田和中低产田改

造为主攻方向，全面迅速推进。预计 11 月 10 日前全面完成建设

任务。

永宁县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环境整治，以唐徕渠、汉

延渠等四大干渠为主线，开展“美丽渠道建设”，着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乡（镇）分管副职田间地头现场办公，以“一口热

饭暖人心”送饭、评选红旗村等方式调动群众参与秋季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大幅提高群众出工的积极性，望洪镇新华、北渠 3.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李俊镇 2.7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片区

建设迅速。目前，永宁县已完成投资 2.7 亿元，投入工日 136 万

个。

灵武市把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作

为主攻目标，突出盐碱地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合水利、农

发、扶贫等涉农项目，加大市本级投入，共实施 29 项投资 4.17

亿元重点水利工程。按照三年滚动，优先解决的原则，把老百姓

急需解决和长年没有解决的灌排难突出问题作为重点，出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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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切实做好秋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群众投工投劳的通

知》，进一步明确职责，明确群众投资投劳的标准；采取调动土

地流转大户带头出工、政府牵头节假日农建督查等方式促进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开展。

兴庆区、金凤区和西夏区因耕地面积小、建设任务较轻，秋

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要是围绕着加快渠系节水配套和中低产

田改造，坚持“大挖沟、挖大沟、砌护渠、平整田、植林网、整

修路”。西夏区投入资金 5000 余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1.3 万亩，

清挖渠道 296 条 110.5 公里，清挖沟道 14 条 40 公里；金凤区投

入 4400 万元，新增防渗渠道 8条 8 公里，清淤渠道 28 条 48 公

里。兴庆区已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 1.5 万亩，清挖沟道 71 公里，

清挖渠道 125 公里，兴庆区农业高科技智慧园区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基本完成，通贵乡通贵片区等 0.35 万亩正在调田整档。

4.石嘴山市多措并举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夯实农业基础

石嘴山市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延续了往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优良传统，认真贯彻落实全区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启动视频会

议精神，大干实干 100 天。平罗县、惠农区、大武口区抢抓秋冬

季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有力时机，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农建大

会战。

一是加强领导，周密安排。把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为落

实十九大的具体行动，抓灌溉停水期间和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

组织群众实施农建。平罗县、惠农区主要领导亲自部署安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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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班子领导带头参加义务劳动，带领群众干，干给群众看。采取

县（区）领导包重点片区，乡镇、部门包村，乡镇领导包片区，

干部包沟渠，压实各方责任。“十一”长假期间，农口部门不放

假，乡镇干部不ʽ息，机械、人员不停ʾ，全力以ʿ奋战在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大会战一线，抢时间，ˀ进度。

二是落实资金，保障投入。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投入，石

嘴山市结合盐碱地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合水利、国土、农

发、财政、发改、生态移民等部门项目和资金，以重点项目建设

为ˁ˂，计划秋冬季投资 6.6 亿元，实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市

级财政安排资金 500 万元用于各县（区）农田水利建设以奖代补，

平罗县财政˃出资金 1640 万元，用于以奖代补和表˄奖励。惠

农区财政安排农田水利以奖代补资金 430 万元。

三是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县（区）以盐碱地改良为核心，

以中低产田改造、高效节水灌溉、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边缘死角治

理为重点，坚持“大挖沟、挖大沟、深挖沟”。平罗县˅ˆ镇石

家台子村、城关镇步口ˇ村等片区，打破原有沟渠路的格局及条

田档向，重新规划布局，按照沟、渠、田、林、路综合配套，打

造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打破地界实施综合治理面积ˈ 3.2万亩。

四是人机配合、高效推进。针对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秋

收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加大机械投入力度。平罗县在高效节水、

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改良重点片区投入挖机、推土机等大型

机械 200 余台；惠农区在五个乡镇投入挖机 20 多台用于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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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道清挖；各乡镇ˉ天组织 1000 多ˊ群众，开展清沟挖渠修路，

机械开挖和人工培整相结合，提高效率。目前，石嘴山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推进迅速，各县区计划 10 月ˋ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任

务，11 月上旬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五是强化督查、严格考核。石嘴山市和各县（区）ˌ成立了

农建督ˍ组，由市、县（区）党ˎ、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和农

建指挥部办公ˏ带ː，定期不定期进行ˑ回督导、˒˓检查。县

（区）水务局实行一周一督查、一通报、一评比，重点片区安排

专人进行˔˕，建设中˖调专人进行监督检查，抓质量，促进度。

目前，石嘴山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进有力，总体进展良好，

2017 年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任务完成较好，计划建设任务

2.54 万亩全部落实，已完成 5550 亩；已开工建设 2.09 万亩，

计划年ˋ前完成，正在招投标的 2800 亩，占计划任务的 11%。

目前各项目正在紧˗施工中。农村饮水管理运行状况良好，供水

保证率较高，群众比较˘˙。截止 10 月 15 日，全市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 55%。

5.吴忠市突出建设重点，助力农建转型升级

今年，吴忠市及˚˛各县（市、区）严格落实中˜、自治区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贫的有关决策部

署，加强秋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突出县区实际，以利通区高效

节水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为契机，继续保持发˞˟ˠˡ市大干农

田水利的优良传统，着力巩固提升同心、红寺堡区农村人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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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发挥盐池县整合资金大ˢ高效节水，加快推进全市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转型升级。

一是突出县（区）特点抓农建。˟ˠˡ市将秋冬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与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相结合，以全面推进河长制、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水流产权确权试点等改革为重点，通过捆ˣ整合盐

碱地改造、高效节水、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全力推进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

利通区大力推进高效节水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将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改革融入农田水利建设，

把渠道自动量测水设施建设、高效节水灌溉提标增效、智慧水利

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打包推行 PPP 模式，推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转型升级，建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长效管护模式。

盐池县以生态环境治理为主导，紧紧围绕着农村饮水、高效

节水、小流域综合治理展开，南部重点推进小流域治理，中部实

施高效节水灌溉，全面ˤ开ˢ农建。

二是立足农村人饮工作搞农建。同心县立足农村人饮工作，

紧盯国务˥扶贫办˦˧组和自治区党ˎ、政府˝贫攻坚相关检查

督查发现问题，加强乡镇村和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强化施工ː

˨组织管理，加快推进自来水入户工作。目前，已˩复了˪˫镇

ˬ˭村和田老庄乡石ˮ˯等村供水，正在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建设进度，计划 11月ˋ 20日前完成˗家˰乡等共 5个

乡（镇）的 14个行政村（4277户、15657人）的自来水入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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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作和旱天˯水源˱˲工作。红寺堡区把提升水质，规范自来

水水˳收˴行为，提高自来水普及率和供水保证率作为农村人饮

工作的重点，强化水质监测，完善农村饮水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近期将˵˶实际情况核定农村水价，确保收˴水˳有˶可ˁ。同

时，将延˷、维修部分管网，同时˸˲中部部分管˹不足管道，

提高工程供水保证率。

三是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促农建。今年自治区水利厅

下ˈ吴忠市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万亩，吴忠市把高效节水灌

溉作为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助推蔬菜产业发展的基础，大力推

进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盐池县今年整合各类资金，实施高效节水工程 4.2 万亩，其

中水利 2.35 万亩，国土 0.78 万亩，发改 0.08 万亩，农发 1万

亩。目前，国土项目已实施完成，水利 4个项目已全面开工，蓄

水池、˺ ˻工程正在加快推进，田间管道正在结合农作物收˼情

况逐步实施。

利通区加快高效节水工程建设，以 PPP 模式实施的˽担沟˾

˿沟高效节水工程推进迅速，进度ˈ到了 50%，实施的金积镇高

效节水工程进度明显，已使用部分效̀好、˘˙度高。

6.固原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展加快

自 2017 年 8 月 7 日水利厅开展水利扶贫资金项目专项督查

以来，固原市及 5县区抓住农建黄金时间，及时安排部署，层层

压实任务，整合项目资金加大投入，以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 15 -

高效节水灌溉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等工程为重点，全力开展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呈现出工程建设进度明显加快、自来水入户率显

́提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推进的良好局面。

一是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自秋冬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开展以来，固原市及˛区 5县区领导高度重视，采取有效

措施，加快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截止 10 月 15 日，固原市

2017 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全市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ˈ到 87%，与 8月ˋ自来水入户率相比增长 7个百分点。

原州区逐村逐户开展调查̂ˋ，采取先入户通水后交自筹资金的

方式，增加施工ː˨，加大农村自来水入户力度。西吉县成立领

导小组，明确乡镇、部门职责，全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由年̃的 55%提高到 83%，增长 28 个百分点，同

时，加强了管理机制建设等工作。̄ ̅县针对降水时̆分布不ˌ、

水资源短̇问题，大力实施城乡引水调水和̈旱应急水源工程，

提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保证率。彭阳县通过政府̉̊服务的方

式，投资 3.6 亿元实施“互联网+人饮”工程，工程建设进度快，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信息化管理̃̋成效。

二是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进展加快。把高效节水灌溉提上

重要议程，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建设力度。截止 10 月

15 日，固原市开工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8 处，占计划开工建

设工程处̌的 80%，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3.38 万亩，̍ ̎完成 0.38

万亩。原州区开工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3处，新增节水灌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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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2.64 万亩，̍ ̎完成 1.64 万亩，并̏做到边建设边发挥效益。

彭阳县强化政府推动，综合施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迅速，

目前已完成下ˈ的 0.2 万亩建设任务。

三是农田水利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截止 10 月 15 日，固原市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进度为 62%，其中重点工程建成 31 处，

占年度任务总̌ 88 处的 35%；完成投资 90119 万元，占年度计

划投资的 66%。原州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进度ˈ到 68%，其

中重点工程建成 6 处，占年度任务总̌ 19 处的 32%；完成投资

18242 万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68%。中庄、̑家河水库生态水

利建设规模大、效̀明显。西吉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进度为

72%，其中重点工程建成 7处，占年度任务总̌ 19 处的 37%；完

成投资 18242 万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72%。̒̓河整治、高效

节水灌溉、小流域治理等工程有力地促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

作。彭阳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进度为 52%，其中重点工程建

成 6 处，占年度任务总̌ 18 处的 33%；完成投资 36000 万元，

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52%，̔河综合整治、小流域治理持续推进。

̕源县着力打造˟山绿水生态环境，̖ ̗̘̙山水源地，人工̚

片造林 3万亩。预计于 11 月 20 日完成建设任务。

四是紧抓旱作三田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不放松。将旱作三田

建设和水土流̛治理工作紧抓不放，加快推进。秋冬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以来，原州区已完成新增旱作三田 1.02 万亩，̜̝里沟

坡耕地治理、̞ ̟小流域的 0.4 万亩旱作三田；西吉县已完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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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旱作三田 1.8 万亩，彭阳县完成新增旱作三田 0.38 万亩，̄

̅县正在加快推进̝余的凤̠乡 0.32 万亩旱作三田建设。原州

区已治理水土流̛面积 68.5 平方公里，̞̟水土流̛治理项目

正在推进中；西吉县已完成水土流̛治理 48 平方公里、̄̅县

全年 59 平方公里治理任务全部完成，彭阳县完成水土流̛治理

57.7 平方公里，̕源县完成水土流̛治理 26.8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