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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成
就谈都江堰区的未来和发展



一、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简况
二、节水改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三、灌区节水改造取得的效益
四、存在问题及对策
五、灌区节水改造完成后灌区工程还存在的问题
六、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都江堰创建于公元前256年，是秦昭襄王时期李

冰率众兴建的古老水利工程，她以历史悠久、规模
宏大、布局合理、费省效宏而驰名中外，从李冰建
堰开始，经过2270多年历代水利人对都江堰的不断

完善，都江堰工程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
效益更加显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
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视，不断加大投入，都江堰
灌区灌溉面积扶摇直上，灌区灌面从1949年的282
万亩发展到了今天的1076万亩。灌区功能也从单一

的防洪、航运、灌溉发展成了以生活供水为主，兼
及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环保生态、水力发电、旅
游、养殖等多目标综合服务。



由于都江堰灌区是一个老灌区，加之灌区的扩大主要是在上
世纪的50~70年代，采用土法上马，技术落后、标准低，渠道

工程基本未进行硬化，运行过程中垮塌、滑坡、管涌、溃堤等
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危及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加之建
设标准低，大多不能过够设计流量，“卡脖子”病险渠段较多，
工程的正常效益也难以发挥，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的老化
调查中，都江堰被水利部定为“二级老损工程”。

为此，四川省委、省政府对都江堰灌区的水利工程配套建设
高度重视，从1986年开始每年从省财政安排1100万元用于都江
堰水利工程的扩（改）建；在水利部的关心、支持下，从1996

年开始，都江堰灌区被率先列入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试点，从此，都江堰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正式
拉开了序幕。



 一、都江堰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施简况

 2001年，水利部以水总[2001]73号文批复都江堰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报告，规划整治渠道5196.75km，其中，
干渠、分干渠2044.53km，支渠、斗渠（大于1m/s 3）
3152.22km，批复的项目静态总投资为60.96亿元（其中，骨
干工程投资42.33亿元，田间工程投资18.63亿元）。

 2012年，水利部要求对大型灌区节水改造规划内剩余项目
进行统计上报，我局按要求完成了规划内未整治的4240km

渠道及建筑物的总体可研报告的编制，经水规总院审查后，
水利部认定剩余骨干工程需要投资43.02亿元，至此，都江堰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骨干工程控制投资认定为58亿元。

 截止2018年度（含），灌区共投入节水改造资金48.457亿
元，整治渠道2414.39km。

 通过近几年的加大投入，目前，剩余投资还余10.56 亿元，
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



 二、节水改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1、中央对水利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的财政支持是灌区节水改造提
速开展的前提。
近年来，中央进一步提高了对水利的重视程度，同时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将水利建设作为基本建设投入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十九
大报告把水利放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首要位置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突出位置，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在中央和水利部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灌区近年来节水改造建设维持高投入态
势。据统计，近五年来期间都江堰续建配套建设共投资29.84亿元，
是之前全部投资总和的1.6倍。



 二、节水改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2、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是顺利实施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的保障。
自1986年以来，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财政每年

安排1100万元用于都江堰灌区的扩（改）建工作，有效地保证了灌

区工程的正常运行和灌区效益的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努力多渠道
筹集建设资金，另一方面，利用群众兴修水利工程的积极性，大力
组织群众投工投劳，把有限的经费管理好、使用好，最大限度地发
挥建设资金的效益。这种“干中争，争中干”的精神受到了各级领
导的肯定，1996年，在水利部的大力支持下，灌区在全国率先进行
了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试点，2001年，全国性的节水改造项目

实施正式开始。为加快灌区节水改造工程项目的进度，在中央安排
节水改造专项资金的情况下，省财政仍然坚持每年安排1100万元用
于灌区工程的扩（改）建及配套工程建设，并至2005年始，将1100

万元纳入省财政的年度预算，不再专项审批，为灌区改造的资金落
实提供了保障。针对节水改造项目地方配套资金难以到位的情况，
结合灌区实际，再次将省财政拨付的1100万元的部分资金作为省级

配套补助给一些配套资金到位特别困难的项目，有力地支持了灌区
的建设，为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节水改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3、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投入，加快灌区节水改造项
目实施步伐。

2000年《招投标法》颁布以前，项目的实施未严格要求

招标，此时，灌区工程建设一般是由灌区管理单位按照
“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将工程建设任务下达给相关受
益县（市、区），再由受益县（市、区）组织农村劳动义
务工和积累工的方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2003年“两工”

取消以后，部分地方仍然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组织劳
力开展工程前期“三通一平”工作，或者减少工程建设管
理费的开支以节约工程投资来弥补自筹资金困难这一问题，
确保了节水改造项目按照批准的内容和标准全面完成。



 二、节水改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4、《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的颁布与
实施，为灌区工程改造提供了法律支撑。
按照《条例》规定，都江堰管理局为都江

堰灌区的统一管理机关，负责灌区的统一规
划并组织灌区进行渠系改造、工程改建和扩
建。灌区内各管理单位按照“建管合一”的
原则，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组织项目的具体
实施，为灌区节水改造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二、节水改造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5、灌区水利工程的确权划界为灌区节水改造项目
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从1990年开始，灌区开展了确权划界工作，通

过灌区管理单位同各级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至
1994年，灌区骨干水利工程的确权划界工作基本

完成，灌区内大部分水利工程的均划定了管理范
围和保护范围，并取得了国有土地产权证书，这
样，在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水利工
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就不再需要办理征地手
续，仅需进行青苗补偿，避免了很多争端，保证
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灌区节水改造取得的效益

1、提高了灌区的输供水的保证率。
2、减少了输水损失，有效节约了水资源，降低了
农民负担。
3、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4、提高了灌区水利信息化水平，增强了水利现代
化管理能力。
5、通过灌区改造促进了灌区体制改革，加大了灌
区民主化管理程度。



四、存在问题及对策

1、涉及征地等农民切身利益时，工程实施难度较大。
2、农民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支持，缺

少主人翁感，缺少义务和责任意识，为工程建设的顺利
实施增加了一定难度。
3、征地等工程建设前置要件办理困难，造成新建项目推
进极为艰难。
4、招投标市场的混乱，造成中标企业素质低下，给业主
的建设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5、县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差，客观上给工程的投资控制
带来一定难度。
6、财政的事前评审直接阻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五、灌区节水改造完成后灌区工程还存在的问题

1、规划不完善。
2、投资受限制。
3、配套不完善。
4、建设标准偏低。
5、维修养护资金难以落实。
6、传统认知的局限性。
7、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



六、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针对存在问题，我局目前已经委托中国水科院开始开展了
《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规划报告》的编制，力争尽早将
都江堰灌区的现代化升级改造纳入全国的首批试点。



六、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规划的基本目标是：依据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灌区内涵，
立足于都江堰灌区的民情水情，面向今后一个时期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在资源、工程、信息、生境、文
化、管理六个层面进行有机融合，形成续引自如的水资源
合理调配体系、旱涝保收的灌排工程支撑体系、实时精准
的灌区智能监控体系、智慧高效的水信息决策体系、绿色
宜居的水生境承载体系、寓教于乐的水文化宣展体系、和
谐完善的水管理保障体系等功能特点的现代化灌区，从而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工程系统完善、运行安全可靠、灌溉
高效节水、工程自动监控、决策智能高效、体制机制保障
有力、生态绿色宜居、文化亮点纷呈、人水和谐共处的总
体目标。



六、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规划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15年左右的现代化建设，完成

骨干河渠及重点水工建筑物的升级改造和相应的监控采集
存储设施布控、灌区骨干灌排工程体系的水资源调控和输
配水决策和自控系统建设、水费收支管理系统、灌区管理
人员知识更新和能力建设、重点水文化遗址文化建设、若
干类田间典型示范区样板工程建设和典型水生态景观工程
建设等任务，从而在2035年前初步实现灌区现代化。在此
基础上，再通过15年的建设，进一步推动灌区供水条块管

理向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转变，持续完善和改进灌区工程、
信息监控、智慧决策、自动控制、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等
方面的建设，将现代化向纵深推进，建设任务从点、线推
广至面、区，力争在2050年前使都江堰灌区的现代化水
平达到新的高度。



六、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相信在水利部的大力支持下，在四川省水利厅的
正确领导下，都江堰灌区必将以“传承古堰文明、
引领现代水利”这一宏伟愿景，真正建成“国际
领先、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灌区，一个崭新的都
江堰必将展示于世人面前。



谢谢大家!

2018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