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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动态

第 17期

自治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中心 2017年 12月 26日

内容摘要：

※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督导检查我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工作

※ 自治区农建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开展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年终综

合检查

※ 沙坡头区高效节水现代化灌区 PPP项目试点取得阶段性进展

※ 白耀华厅长调研沙坡头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 盐池县高效节灌取得显著成效

※ 我区农村饮水“四率”明显提高

※ 水利部安排部署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 我区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上图入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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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县完成农业水价调整方案测算工作

※ 我区完成灌溉机井通电复核工作并实现机井通电全覆盖

※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发布水利 PPP项目指南

1.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督导检查我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

工作

11月27日至11月30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

理局副局长庄尚春一行，督导检查了彭阳县、盐池县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项目。督导组认为自治区政府和水利厅高度重视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项目实施紧扣精准扶贫主线，效果明显。

督导组要求，要进一步按照“十三五”规划的年度目标任务完善

“四率”指标要求，落实项目整合资金，加快工程实施和资金支付

进度；要进一步建立完善长效管护机制，逐步实现按成本核算水

价，做好基础资料收集建档工作。

2.自治区农建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开展全区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年终综合检查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年终考核的最新要求，自治区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积极转换思路，创新形式，将全区

“黄河杯”竞赛考核评比与日常考核和专项督导检查紧密结合，依



-3-

据“黄河杯”考核办法、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市级考核结果等内

容开展年终综合检查。

12月6日至12月13日，由水利厅副厅长郭浩带队开展了农建

综合检查，抽查了全区13个县（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检

查组分内业组和外业组，分别对重点治理片区现场和任务完成、

资金投入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成效等进行复核。农建指挥部办

公室本着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公正公平的原则，最终形成考核

评比报告并提出“黄河杯”竞赛获奖建议名单，报自治区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指挥部审定。

3.沙坡头区高效节水及现代化灌区 PPP项目试点取得阶段

性进展

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双达村6300亩苹果膜下滴灌

节水工程完工，标志着沙坡头区高效节水及现代化灌区 PPP项

目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2017年，沙坡头区围绕水利转型升级发

展，以“生态环境+互联网”为发展方向，在南山台扬水灌区安装

60套测控一体化闸门的基础上，引进北京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奥特美克科技有限公司，在永康镇永新村和双达村采用

PPP投资模式投资2960万元，实施苹果膜下滴灌节水工程1万亩。

截至目前，已完成双达村项目区工程设施和主管网建设，建立南

山台万亩高效节水灌溉管控中心，田间多参数气象站和土壤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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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测站已投入试运行，为实施南山台生态灌区信息化、数据

化、智能化管理和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施肥等奠定了基础。

4.白耀华厅长调研沙坡头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12月14日，水利厅厅长白耀华调研沙坡头区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对沙坡头区采用 PPP投资模式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做

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沙坡头区要进一步加大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建设力度，扩大高效节水灌溉成果，在节水上做文章，要将节

约下来的水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交易，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

5.盐池县高效节灌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盐池县把发展高效节水作为应对持续干旱的重要手

段和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措施，大力实施了一批高效节水项目，

初步建成了节水灌溉设备配套齐全，结构调整到位，经济效益显

著的工程样板。截至2017年底，盐池县完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9.26万亩，占全县总灌溉面积的86%。通过不断总结摸索，在扬

黄灌区和库井灌区分别建立了适合大田玉米、马铃薯、蔬菜的高

效节水灌溉模式，实行土地流转企业、农民用水协会、公司、村

组等多种管理模式，进一步落实了工程管护主体。形成了多层次、

多渠道的投入机制，累计投入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资金及群众

投工投劳折资达7706多万元。城西滩成立的灌区农民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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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为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水肥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各分

合作社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小面积的全托管、流转等管理模

式试点，以点带面，达到了灌区全部规模经营的目标。目前，盐

池县已启动申报2018年全国高效节水示范县工作。

6.我区农村饮水“四率”明显提高

2017年，我区把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作为全面脱贫攻坚、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全力推进。落实国家中

央预算内投资3600万元、自治区配套资金8160万元，各县（区）

通过资金整合、PPP融资等形式筹集2.3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截止2017年年底，巩固提升了49.8万人的饮水安全水

平，其中贫困人口9.1万人，超额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全区自

来水普及率已达到83.5%，规模化供水工程和小型供水工程供水

保证率分别达到87%和95.16%，集中供水率达到97%，城镇自来

水管网延伸覆盖行政村比例达到20%。盐池县率先在全区实现了

自来水入户率、水质达标率双百分之百。

7.水利部安排部署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12月1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座谈

会，交流各地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经验做法，研究讨论进一

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措施，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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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具体行动，是全面深化农田水利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农田水

利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一要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坚定不移、

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二要认真履行部门职

责，加强沟通协作，保障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三要细化工

作方案和年度计划，用好各类农田水利资金，统筹推进改革各项

工作。四要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因地制宜，提高改革的可操

作性。五要强化督导考评，调动各方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宣传典

型示范，营造推动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

8.我区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上图入库工作

近期，按照国家五部委关于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工作要

求，我区建立“政府领导、国土牵头、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工

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并启动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统一上图入库工

作。按照标准规范，以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遥感影像作为

基础底图，将2011至2020年全区各部门共同建成的780万亩、力

争建成的88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信息按时、全面、真实、准确

上图入库，形成可汇总、可比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数据”。

9.贺兰县完成农业水价调整方案测算工作

今年以来，贺兰县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建管并重、

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启动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县建设，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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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贺兰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贺兰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

方案》，编制完成了《水价调整方案》，对12条试点支渠进行了

水价测算，进一步推动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经测算，贺兰县农

业灌溉综合水价为0.0881元/立方米。《贺兰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对贺兰县现代化生态灌区试点县农业综合水价测算成果进行审

批的请示》得到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超超的批示。

10.我区完成灌溉机井通电复核工作并实现机井通电全覆盖

今年以来，水利厅会同自治区发改委、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

司及各县（市、区）水务局和供电所，认真开展农村通电机井需

求调查和复核工作，并积极实施机井通电工程。自2016年至今，

共投资13132万元，完成通电机井2718眼（含小型灌排泵站26座），

涉及银川等5个地市的15个县，实现了灌溉机井通电全覆盖。工

程的实施惠及灌溉面积26.24万亩，确保了机井和灌排泵站的投

入运行，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实施井渠结合灌溉和抗旱节水保

灌创造了有力条件。

11.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发布水利 PPP项目指南

12月18日，国家发改委与水利部联合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建设重大水利工程操作指南（试行）》。《操作指南》用

于指引政府负有提供责任、需求长期稳定和较适宜市场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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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PP模式建设运营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操作。社会资本方

与项目实施机构签署水利 PPP项目合同后，按约定在规定期限

内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对列入 PPP 项目

库的水利 PPP 项目，计划当年推进实施的，需纳入本地 PPP 项

目年度实施计划。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的水利 PPP 项目，需

纳入三年滚动政府投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