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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
概况

青浦

青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具有农业

发展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生态环境，长期以来一直是上海的水之源、食

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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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情况

全区现有农田灌溉面积20.04万亩，约占全市灌溉农田面积的10%，

其中农业水价补贴面积为19.16万亩

灌溉泵站710座，配套动力9654千瓦，灌溉渠道总长1415.89公里,排

水沟725.57公里。



农污
建设

一是聚焦朱家角沈砖公路、练塘朱枫公路和叶港3个万亩粮田示范区，

结合农林水联动，共实施50个农村水利项目，涉及所有11个街镇、38个村，

新建约4.6万亩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和780亩设施菜田提升。



美丽
乡村

二是服务朱家角镇张马、金泽镇蔡浜2个国家级最美乡村和18个区级

“美丽乡村”试点建设，提升了河道面貌，改善了农田灌溉水水质。



污染
防治

三是围绕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结合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村庄改造等工作，大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村水环境

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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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坚持成本测算科学化，建立水价形成机制

面对原有农田灌溉设施管理体系逐步萎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村集体管护主体责任逐渐淡化，

 设施维修养护不善，使用寿命严重缩短

 管理支出渠道不统一、未单独建账，农业用水成本不清晰

 我区测算全区农业用水成本平均约102元

/亩•年。按照国家“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

”的原则，保持原村集体支出22元/亩•

年。不足部分80元/亩•年由市、区、镇

三级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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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坚持制度建设规范化，完善政策机制保障

 成立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并制定了区级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年

度工作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总体要求、主要任务、职责分工等。



（二）/ 坚持制度建设规范化，完善政策机制保障

 制定了《农业用水补贴及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市、区、镇三级财政不少于

80元/亩•年的补贴政策，以及补贴资金用于运行（35元/亩）、维修（不少于30元/

亩）、奖励（15元/亩）的具体使用标准和要求，进一步落实了资金保障，全年区级

补贴资金共计1273.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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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长效管理精细化，优化管护模式设计

维修养护市场化日常运行属地化

双化模式

维修养护
街镇负责制

日常运行
村委会负责制

村委会通过自治或委托第三方等方式，
负责灌溉设施日常运行管理。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电灌站控制运行、环
境卫生，田间沟渠的定期清理疏通等。

街镇通过市场化招标方式，负责灌溉设
施的维修保养。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水泥明沟、地下管道
岁修和电灌站设备的大保养和泵房的翻
修等。



责任落实制度

使用发证制度 检查考核制度

设施登记制度

（三）/ 坚持长效管理精细化，优化管护模式设计

 出台了《青浦区农田灌溉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一套工作制度

一组管理网络图

一套管理台账

一份统计测算表

一本照片图册



（三）/ 坚持长效管理精细化，优化管护模式设计

 完成设施上图及面积核定

 完成了使用权登记发证

 全部签订了管护协议

 全部落实了专人负责放水

面积上图
放水员培训

放水员名单面积核定



（四）/ 坚持考核指标定量化，严格落实奖惩措施

 按照检查考核常态化、考核指标定量化的要求，出台了《农田灌溉设施长效管

理及农业节水考核办法》



（四）/ 坚持考核指标定量化，严格落实奖惩措施

节水成效考核日常管理考核

借助现有水利行业长效管理督查考核
平台，重点考核：

 田容田貌
 清沟理沟
 设施保养
 台账建设

15元/亩作为节水奖励，通过以电折水
的方式，对平均用水量低于市核定670 
方/亩用水定额10%的街镇，即低于
600方/亩的给予奖励，对高于600方/
亩的予以扣除。



（四）/ 坚持考核指标定量化，严格落实奖惩措施

 以全区全年农业用水总量指标1.414亿立方为红线，水权逐级分解到镇、村，把用水

总量控制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实行一票否决。



（四）/ 坚持考核指标定量化，严格落实奖惩措施

 2020全年灌溉用水量约1.03亿立方米，与2019年基本持平，相较2018年减少约24.8%，

节水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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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布置

 8月3日，我区组织召开了2020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会暨培训会，会上，我区对

《上海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验收管理办法》进行了学习，并布置了2020年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计划。

 按照上海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的相关办法和程序，我区将从制度建设、重点工

作、资金管理和验收考核等四个方面内容做好验收准备工作。其中区对镇涉及27项

指标。

 按照市里验收工作要求，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实施验收工作



（二）/ 成立青浦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小组

 按照了《上海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验收管理办法》的要求，8月7日成立了

青浦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小组



（三）/ 抓重点，查漏补缺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首先是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完成各街镇农田灌溉设施运行维护成本的测算，坚决杜

绝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对各村的农业水价价格的核定，要统筹考虑用户承受能力

和补贴机制，全面完成协商定价的流程，合理商定水价征收标准；

 第二是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通过精准补贴弥补农田灌溉设施维修养护资

金缺口，保证工程设施良性运行，通过节水奖励，调动用水户、放水员的节水积极

性，实现节水减排的目标；

 第三是落实检查考核机制，将农田灌溉设施长效管护与农业节水作为一个整体，落

实相应的检查与考核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实效



（四）/ 示范镇验收

 8月25日，区级改革验收组赴重固镇、朱家角镇开展改革验收工作，验收采取“看现场”

、“查台帐”、“听汇报”、“验收小组讨论”、“综合打分”、“宣布验收结果”的方

式，现场主要查看站容站貌、制度上墙、设施设备完好、工作记录、改革宣传5个方面，

台账资料主要检查制度建设、重点工作、资金使用管理、验收考核4个方面，最终一致通

过验收



（五）/ 其他街镇验收

 2020年9月22日-24日，青浦区开展了夏阳街道、盈浦街道、香花桥街道、白鹤镇、华新

镇、赵巷镇、徐泾镇、金泽镇、练塘镇共9个街镇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级验收工作。最

终一致通过验收



（六）/ 改革成效

 华新镇侯家宅电灌站规范牌前后对比



（六）/ 改革成效

 华新镇侯家宅电灌站铺设地砖前后对比



（六）/ 改革成效

 华新镇思古桥西电灌站明沟修复前后对比



（六）/ 改革成效

 华新镇思古桥西电灌站外墙绿化前后对比



（六）/ 改革成效

 华新镇姚河桥电灌站展示牌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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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阶段工作打算

在设施运行养护、考核激励措施、用水计量

方式、水费管理机制等方面问题，对各街镇好的

做法和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和推广。同时，加强与

其他兄弟区县的交流学习，取长补短。

加强经验总结和交流学习一是



（三）/ 下阶段工作打算

针对全区面上灌溉设施总体老化严重，特别是

分散零星的小型灌区尤为突出的问题，在保障长效

管护资金重点用于灌溉设施常规保养的同时，进一

步加大更新改造力度，逐步解决硬件设施短板。

加大设施更新改造力度二是



（三）/ 下阶段工作打算

针对市场化养护队伍维修养护的专业性和针

对性还不够强、放水员队伍水平普遍还不够高等

问题，进一步加大放水员教育培训力度和考核奖

励力度，整体提升放水员队伍的科学灌溉水平。

强化专业队伍能力建设三是



（三）/ 下阶段工作打算

针对目前用水用电数据统计时效性差的情况，

以设施上图等灌区详细数据为基础，全面推广电量

远程计量，探索开展农田灌溉设施信息化管理手段

的应用。

提升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四是



汇报完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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