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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实施方案》 
编制提纲 

 
 

前言 

简述实施方案编制背景、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及主

要预期成果等。  

第一章  灌区工程现状 

1.1  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水资源概况  

简述灌区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分布和水文地质等；行政

区划及乡镇数量、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和主要社会经济指

标；耕地、灌溉面积和农业生产、粮食生产状况；水资源开

发利用和水质状况等。  

1.2  灌区工程基本情况简述 

灌区及泵站工程状况和管理运行现状。  

1.3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项目成效与经验  

总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灌排泵站更新改造，特

别是“十三五”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效和经验做法。  

从灌区及泵站工程保障、工程运行维护等方面简述灌区

及泵站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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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施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 

2.1  现代化改造需求分析  

根据现代化改造标准，结合当地实际，从灌溉设计保证

率、供水保证率、节水、增产以及工程配套状况、工程老化

程度、运行管护和水生态保护、水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需求

分析。  

2.2  实施灌区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  

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节水型社会、推进农业现代

化、实施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解决工程长效运行问题

等方面简述必要性。  

第三章 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 

3.1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3.2  目标任务  

包括建设和管理两个方面的总体与阶段性目标。 

3.3  编制依据 

3.4  实施范围与水平年 

第四章 总体布局 

4.1 区域布局  

包括农业发展布局、地表水与地下水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布局等。 

4.2 灌区用水调整优化 

4.3 灌区防洪除涝与盐碱化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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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复核 

5.1 水土资源利用现状 

5.2 灌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预测 

5.3 灌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5.4 灌溉制度分析复核 

5.5 灌区需水量分析复核  

5.6 灌区可供水量分析复核 

5.7 灌区水土资源匹配分析复核 

5.8 灌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复核  

5.9 严格水资源管理条件下的水资源配置 

第六章 灌排工程设施改造与提升 

6.1 建设标准  

主要包括灌溉水源工程、泵站工程、输配水工程、排水

工程、田间工程建设标准。 

6.2 主要建设任务 

重点是骨干工程配套、除险加固，渠道险工险段处理，

量测水设施配套，信息化建设，管理设施完善，工程设施与

生态环境的和谐融合。 

6.3 技术措施  

6.4 灌溉水源工程 

增加调蓄能力，小水源连通互补等。 

6.5 泵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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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灌区范围内灌区管理单位管理的灌排泵站和

为灌区服务的大中型灌排泵站。 

6.6 输配水工程 

6.7 排水工程  

6.8 田间工程 

提出田间工程的规模、灌溉水源点配置、节水要求等。 

6.9 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保护 

6.10 其他工程 

主要包括量测水设施、截污工程、管理设施等。 

第七章 智慧水管理体系 

7.1 原则与目标 

7.2 主要任务  

7.3 立体感知体系建设  

包括水情、水质、田间水层、工程安全监测等。 

7.4 智能应用体系建设  

包括运行期调度、防洪、应急备用水源、事故及应急调

度、自动控制等。 

7.5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包括多系统融合服务、决策服务支持等。 

7.6 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包括调度指挥中心、支撑平台、数据存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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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水生态保护与水文化传承 

8.1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思路与措施 

8.2 水资源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 

包括水功能区划情况、污染源情况、水质现状及存在主

要问题。 

8.3 水资源保护措施  

包括加强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监测，完善突

发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及强化监督管理，提出水资源保

护的工程措施预案和非工程措施预案。 

8.4 水文化保护与建设思路 

8.5 灌区水文化挖掘与保护 

8.6 水文化保护总体布局、水文化保护与建设重点 

8.7 水文化保护机制  

第九章 管理改革 

9.1 管理体制改革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根据批复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落

实机构人员编制，合理设置岗位、配置人员。全额落实核定

的“两费”。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事企分开、管养分离等。 

9.2 灌区管理制度   

推进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管理

标准，落实岗位责任主体和管理人员工作职责。建立健全财

务、资产等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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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

全工程安全巡检、隐患排查和登记建档制度。建立事故报告

和应急响应机制等。 

9.4 灌区工程管护 

主要包括落实管理与维修养护责任主体、建立健全维修

养护机制、明确骨干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等。 

9.5 灌区水价综合改革 

    主要包括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科学核算供水成本、

价格，明确水费计收方式；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等。 

9.6 灌区供用水管理 

主要包括科学调配供水、强化取水许可管理，推行总量

控制与定额管理，制定灌区用水管理制度等。  

9.7 灌溉试验与科技推广 

开展灌溉试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等。 

第十章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10.1  编制依据 

简述投资估算的依据和原则等。 

10.2  投资估算 

简述投资估算方法及主要成果。 

10.3 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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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经济评价 

11.1  国民经济评价  

简述国民经济评价的依据和方法。 

简述运行费用的估算方法，反映工程费用（包括投资、

年运行费、流动资金等）、效益计算（分析影子水价，计算供

水总效益）等运行费用成果。 

简述经济效益的估算方法，反映经济效益估算主要成果。 

简述国民经济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及主要指标成果。 

11.2  财务分析 

简述重点工程成本水价的核定方法和成果，包括财务费

用、效益分析等；分析工程建设可行性，测算地方配套资金

的承受能力。 

分析项目运行的收益来源。 

提出维持项目基本运行的建议措施。 

11.3 环境影响评价 

分析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 

11.4 社会影响评价 

分析工程的社会效益。 

11.5 可持续性评价 

分析内外部条件对项目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11.6 结论  

简述经济评价、财务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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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可持续性评价的主要结论。 

第十二章 分期实施意见 

第十三章 保障措施 

附件： 

报告：工程设施调查评估报告 

附表：见实施方案编制技术指南附件 3 

附图：灌区水利工程现状图、现代化改造实施方案图、灌区

水资源配置图等 1:50000 电子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