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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水利厅组织渠道管理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和春灌准备工作

※ 自治区印发《2020年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

※ 农村水利处制定《2020年农村水利工作要点》

※ 我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

※ 引黄灌区灌溉面积遥感详查工作稳步推进

※ 水利厅组织修订骨干水利工程涉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 2020年度宁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计划



一、水利厅组织渠道管理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和春灌准备工作

为积极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水利厅于 2月 2日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春灌准备等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组织各渠道管理处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订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对渠道工程维修养

护、重点项目和涉外工程建设、灌溉计划制订等春灌准备工作进

行周密部署，做到疫情防控和春灌准备两不误。各渠道管理单位

认真贯彻落实，通过微信群、水慧通、学习强国等网络工作平台，

及时传达工作要求、分享防控知识、通报相关情况，采取超常规

措施，自 2月 3日起进入工作状态，开展春灌准备各项工作。唐

徕渠管理处通过分别谈话和“碰头会”的形式，找差距、提要求、

强落实，确保防控疫情和生产建设齐头并进。惠农渠管理处制定

了《2020年度春季水利工程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预

案》。红寺堡扬水管理处制定“八个严格落实”具体措施，着力撑

起防疫安全保护网。

目前，水利厅根据水管单位工程分类、等级划分与维修养护

定额，采用统一定额标准，结合 2019年渠道工程改造情况，对

各渠道工程维养经费进行测算、复核，即将下达第一批维养资金。

各渠道管理单位结合实际制定《渠道工程春季维修方案》，采购

闸门、启闭机、润滑油等相关物料。计划于 3月开工复工银川市

都市圈东线供水、现代化灌区惠农渠节水改造、西干渠扩整改造、

唐徕渠满达桥除险加固、红寺堡一至三干渠更新改造等重点水利



工程。扬水工程机电设备检修、渠道及建筑物维修养护工作将于

3月 5日起陆续展开。盐环定扬水马二干渠改线、银川市集中供

热、供水管道穿唐徕渠等 24项涉外工程也正在按程序推进实施。

二、自治区印发《2020 年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

为有效保障自治区各地、各业用水安全，根据国务院《黄河

水量调度条例》和自治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关规定，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2020年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以下简

称“计划”）。2020年全区取水总量为 73.27亿立方米。其中：地

表水 66.344亿立方米、地下水 6.37亿立方米、非常规水 0.56亿

立方米。按照依法分配、总量控制、足额下达、统筹兼顾的分配

原则，各市、县（区）用水总量指标为 65.325亿立方米，其中，

生活用水 3.634亿立方米，生态用水 2.408亿立方米，工业用水

4.786亿立方米，农业用水 54.497亿立方米。

《计划》明确了春夏灌、冬灌开停灌时间，对年度水量分配

及调度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强化供水安全保障。切实做到疫

情防控不留死角，春耕生产不误农时，全区各级水利系统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供水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全区城乡供水

正常运行。二是强化管水责任落实。认真落实“四定”原则，把水

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落实水资源管理主体责任，推进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三是强化用

水指标分解。依据全区水量分配及调度计划，统筹各类水源和各

业用水需求。农业用水指标要分解到支斗口和各乡镇、村（协会），



工业用水指标分解到重点企业和用水大户。根据自治区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方向，控制和减少搞好水作物种植面积。四是强化统一

调度监管。各市、县（区）水务部门、各供水管理单位要服从全

区水量统一调度，严格计划用水管理。各取、用水单位要进一步

规范取水、用水行为，依法办理取水许可，未经许可不得配置取、

用水量。要采取错峰用水、汛期加大引水等方式，统筹好生态、

生活、生产用水调度，维护良好用水秩序。自治区水利厅将对市

县用水情况实行月通报制。

三、农村水利处制定《2020 年农村水利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区水利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农村水

利高质量发展，农村水利处近期制定了《2020年农村水利工作

要点》。要点明确了 2020年农村水利工作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从保障农业供水、强化农业节水、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加强工

程运行管理、深化农村水利改革五方面提出了全年农村水利重点

工作，提出细化任务清单、加强沟通协调、加强调研督导、推进

数字治水、抓好试点示范五项保障措施。目前，已对各项工作的

责任、时限、落实措施等进行了分解。

四、我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全会要求“加快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

水网体系”，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做出“大兴农田水利，

启动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为推进水利现代化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明确了“施工图”。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目标任务、加快推进落实，水利厅起草了《自治区关于加快

推进引黄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并经自治

区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目前正在按程序提请以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各市、县（区）人民政府执行。

今年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顶层设计。6月底前完成

青铜峡等五大灌区“十四五”现代化改造规划和重点中型灌区提

升改造规划，力争年内纳入国家计划。印发《现代化生态灌区建

设技术导则》，进一步完善相关技术体系。二是深化改革试点。

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建管并重、综合施策”原则,巩固深化

利通区、贺兰县试点“投建管服”一体化建设模式并延伸扩面。三

是加快计量设施建设。将测控一体化设施建设与灌区建设项目同

规划、同实施，加快配套完善干渠引水口和各大测水断面远程信

息化测控设施，完成现有测控设施的计量认证和测量水成果互通

互认，已建测控闸门实现联调联控、测流数据精准、应用实时有

效。四是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实施西干渠、惠农渠等灌域现代化

改造，完成同心预旺、沙坡头区兴仁等 6处中型灌区改造。

五、引黄灌区灌溉面积遥感详查工作稳步推进

为解决多年来灌区存在的灌溉面积、配水面积、计费面积等

口径不一致，配水、计费不规范等问题，水利厅于 2019年启动

了灌溉面积遥感详查工作。2019年第一阶段已完成各大灌域和

各县区的灌溉控制范围和总体灌溉规模。今年开展第二阶段的遥

感详查工作，将详细核查各大干渠直开口，以及到支、斗渠和乡



村、协会的灌溉面积。目前，野外核查已完成计划 90%，内业工

作（图形数据矢量化）已完成计划 20%，正在抓紧内业资料整编

和校对核查。下一步将充分运用遥感详查面积数据，规范灌溉供

水调度、水量水费核算等工作。

六、水利厅组织修订骨干水利工程涉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区骨干水利工程涉外建设项目管理，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 11月以来，农

水处组织对原自治区水资源管理局印发的《宁夏引黄灌区骨干渠

（沟）道涉外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宁水资源发〔2014〕69号）

进行了修改。此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骨干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对

涉外建设项目方案审查、实施和运行监管的主体责任；补充完善

了涉外建设项目管理范围；明确了涉外建设项目产权规定和运行

维护、安全鉴定、迁建改建的相关要求和费用承担等规定；细化

规范了技术标准，制订了“宁夏骨干水利工程涉外建设项目建设

安全运行管护协议（范本）”，约定了涉外建设项目相关各方责

任义务和相关事宜。

七、2020 年度宁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计划

根据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我区农业灌溉实际，为健

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水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近期自治

区水利厅联合发改委、财政厅、农业农村厅制定《2020年度宁

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计划》明

确了年度重点任务。一是加快灌区骨干、田间节水工程和取用水



计量设施改造。二是强化农业用水管理。落实以水定地、以水定

产，加强用水总量控制、用水定额和过程管理。完成宁夏农业灌

溉用水定额的修订和发布。开展农业用水管理整治行动，结合灌

溉面积遥感详查统一用水和水费口径。探索“互联网+农业灌溉”

模式，落实水量水费信息公开公示制度。推广利通区“水协会”、

贺兰县“灌溉服务公司”、盐池县高效节灌管护等试点经验，推进

农田水利专业化管理，落实高效节水灌溉等工程的运行管护。三

是分级分类推进农业水价调整。骨干工程继续执行现行水价，每

两年开展一次供水成本测算，作为水价调整依据。加快推进末级

渠系水价调整，各县区年内完成县区末级渠系水价成本监审及批

复工作，按照“不明显增加农民负担、分期调整、逐步到位”的原

则制定具体的末级渠系水价调整方案。利通区、贺兰县等现代化

生态灌区试点县（区）要执行新水价政策，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借

鉴盐池县、红寺堡区的经验推进末级渠系水价政策调整。鼓励县

区按照灌溉方式、产业结构、管理主体和水源等类型探索分类水

价，对积极节水的用水户落实节水奖励机制。同时，从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加强督导和考核激励、加强宣传引导三方面提出推动

水价改革工作的保障措施。2020年我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新增

面积计划任务 115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