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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市概况

海安市位于江苏中东部，总面积1183.57km2，总人
口84万人，辖10个区镇7个街道，220个行政村，耕地面
积81.17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73.5万亩。

全市以通扬运河、通榆河为界，分属长江和淮河两
个水系，划分为三个片区，即河东斗南垦区、河南高沙
土区与河北里下河片区。河东斗南垦区和高沙土区土质
沙，土壤保水性差；河北里下河片区地势低洼，河网众
多，灌区小而散。

全市现有小型灌溉泵站3280座，各级灌溉渠道6808
公里；建有里下河防洪圩堤676公里、圩口闸574座、排
涝站361座。



河北里下河水网区地势低，水网乱，土质好，水源充沛。

河东斗南垦区土质沙，土壤含盐量高，易形成渍害

河南高沙土区地形高，土质沙，土壤含水量易升易降，
水土流失严重



海安市水价改革概况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方针，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市决策部署，2017年海安市在曲塘镇开展农
业水价改革试点，初步建立“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
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
四项运行机制。在试点改革成功的基础上，2019年在全
市全面推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各项工作，于2019年12月
按照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要求全面完成全市73.5万
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2020年7月通过南通市级验收。



一 建立管理体系，打牢改革基础

（一） 摸清家底，形成基础台账

（四） 组建协会，明确管理职责

（二） 明晰产权，落实改革主体

（三） 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为保证农业水价改革数据准确

和明确改革任务，2019年上半年我

市以村为单元，对全市各灌区按分

户到田、逐户登记的要求，对各灌

区面积、配套建筑物现状、渠道及

渠系配套进行了全面彻底摸排。

1.摸清家底，形成基础台账



我市通过填报九张表，全面摸清各村农

田灌区面积、各水浇地农田面积、各占田水

产养殖区面积、各农民用水户耕种面积及作

物种植结构、占田水产养殖结构等，全面摸

清了各灌溉泵站（包括计量设施）现状、各

级渠道及配套建筑物现状等，共形成数据

224221条，形成了完整的改革基础台账资料，

为全市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供详实的数

据支撑，为全市农业水价改革的任务落实及

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奠定了基础。

1.摸清家底，形成基础台账



为保证农业水价改革的顺利推进，针对部分泵站在农户手中的问题，全市

有序启动了灌溉泵站回收工作，目前已有近90%完成泵站回购，为农业水价改

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按照管理全覆盖的要求，以村集体为单位，由各

区镇人民政府先后发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证220本。

2.明晰产权，落实改革主体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落脚点在基层，推

动在上层，改革的成败在于政府的推动和

基层的落实。为保证改革的推进，我市建

立了由主管农业农村的领导挂帅，分管农

业的市、镇领导负责，水利、财政、农业

农村、发改委等部门参与的市镇两级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领导班子。在全市建成行政

推动、纪检督察、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的

组织管理网络和责任体系。

3.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3.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各区镇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组织和推进辖区内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工作。



海安市政府组织召开农业水价改革推进会、现场会、督查会。

3.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区镇组织召开农业水价改革推进会、现场会、培训班、督查会。

3.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管水员培训会

3.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海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安市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考核验收办法的通

知》（海政办发〔2019〕143号）文

件。同时，海安市将改革推进完成

情况与对各区镇的“农业现代化杯”

考核直接挂钩，通过政府考核将水

价改革工作中“抓主动”变为区镇

部门“主动抓”，形成全市上下合

力攻坚的浓烈氛围。

3.强化领导，形成责任体系



我市各区镇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组建、规范运行的要求建立完善

农民用水户协会，全市组建镇级协会10个，村级协会220个，共有会员704人，参

与农户207321户。

4.组建协会，明确管理职责



一是配好协会负责人，组建中，为保

障协会人员的素质，优先录用曾在区镇、

部门担任过一定岗位或在村支书、村主任

等岗位上任职过的刚退休的事业人员，这

些人政治素质高、农业农村基层工作经验

丰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通过这种

办法，既保障了协会的工作能力，且无人

员录用社保方面的后遗症，同时也可减少

灌溉用水成本，经过实践证明，这是一项

目前在我市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行之有

效的用人方法。

4.组建协会，明确管理职责



雅周农民用水户协会

4.组建协会，明确管理职责

大公农民用水户协会办公室内部



二是建设标准化。各区镇按照简洁、高效、满足工作需要的要求，为协会选择适

宜的办公地点。在办公地点通过市级考核验收后，市水利局为每个协会统一配置6张

办公桌、2台电脑、2个打印机、5个档案柜。

4.组建协会，明确管理职责

高新区农民用水户协会 曲塘农民用水户协会



协会在完善各项职责和工作制度的基础上，逐级落实区镇协会职责、村分会职责，

逐一落实协会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会计员职责，逐一落实各灌区管水员、

各圩区巡堤员职责等，并逐级加强履职情况的监督考核。通过持续开展区镇协会和村

分会工作人员、灌区管水员、圩区巡堤员等业务培训，使他们真正掌握各自的工作技

能，满足协会各项工作要求。全市目前现有协会办公地点230处。同时从2020年开始，

我市启动了村级示范分会建设，目前部分村分会已达到指定的标准。

4.组建协会，明确管理职责

大公北凌村分会高新区、曲塘用水户协会网络图



二、形成四大机制，确保改革顺利

（一） 建立农业水价计收机制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二） 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由发改委牵头，市水利、

农机、区镇水利站共同调

查研究，通过测算，按照

全成本水价的要求制定了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灌区

用水价格核定管理办法》

和《农业用水指导价格标

准》，并进行公示。

（一） 建立农业水价计收机制



2020年，针对前期农业水价改革过程中发现的水价核定偏低的情况，

通过重新测算核定，形式了最新的全成本水价，今年的水价标准近期将公

布实施。

（一） 建立农业水价计收机制



农业水价改革的目的在节水和小农水设施的良性运行，但关键

在水费征收。为保证农业灌溉水费收缴、维修养护、节水增收的良

性链条形成，我市在水价计收中，在市发改委负责科学核定全成本

水价的基础上，一是由协会牵头积极引导农民用水户协商定价；二

是完善水费使用管理办法；三是规范收费程序和票据。

（一） 建立农业水价计收机制



市水利局统一印制了“海安市农业灌溉水费预收凭证”和“海安市农业灌溉水

费计收结算凭证”并发放给各区镇农民用水户协会。

（一） 建立农业水价计收机制



经过努力，目前我市2020年水费预收率达95%以上。

（一） 建立农业水价计收机制



海安市于2018年出台

《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及《精准补

贴及节水奖励实施细则》，

并建立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财政预算安排长效机制。

（二） 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2018年，我市安排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专项资金300万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200万

元，从2019年开始我市每年安排200万元滚

动资金专项用于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

励。

（二） 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海安市2020年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明细表。



目前按照相关的管

理办法，各年度的精准

补贴、节水奖励资金已

全部补贴到位。

（二） 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按照“高效供水、精细用

水、尊重实际、有效管控、周

到服务”的原则，在市政府出

台《圩区防洪工程管理实施办

法》、《农村灌溉泵站管理实

施办法》等管护办法的基础上，

2019年开始按照“协会统管、

分会负责、政府考核”的要求

对全市3280座泵站、渠道、圩

口闸、排涝站实行小农水管护

全覆盖，全面落实管理经费。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圩区防洪工程管护补助经费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绩效考核奖励专项资金 高效节水维修改造补贴经费



2019年我市各类用于农田水利管护经费为

1933万元。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改革成

果，针对改革过程中发现的存在问题，正在修

改完善新的小农水管护管理办法。对全市灌排

设施按照15元/亩的标准由市、镇（街道）两

级按照供血和造血相结合的办法共同负担管护

经费，全面提升我市小农水精细化管护的水平。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管护公示牌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农业灌溉供用水合同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协议 农田灌溉水利设施检查记录表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灌溉泵站维修养护合同、维修现场、记录、票据。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通过各项激励和考核措施的

落实，目前我市各区镇都在积极

发挥各自主观能动，按照协会牵

头、专业维修等模式，积极开展

维修管护工作，基本实现“产权

明晰、权责落实、经费保障、管

用得当、持续发展”的运行管理

目标。

（三） 建立工程管护机制



全市3280座灌溉泵站灌区供

水计量设施全面配套到位，实现

计量设施全覆盖，已安装多普勒

流量计53台，电磁管道流量计49

台，插入式流量计812台，“以电

折水”模块878台，其他1488座泵

站全部采用“以电折水”率定，

同时建成海安市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数据中心建设，已安装的1792

套流量计全部实现自动存储和远

程传输。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海安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数据中心



插入式流量计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以电折水”模块

电磁管道流量计

多普勒流量计
流量计传输终端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以电折水”率定现场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以电折水”率定报告
灌溉泵站“以电折水”率定卡



2019年度灌溉实际用水量统计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海安市明确了灌溉用水定额，下发

了《关于下达海安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区水稻灌溉用水定额标准的通知

（试行）》（海水[2018]81号），老通

扬河以南及通榆河以东（含红星中型灌

区）地区为850 m³/亩，老通扬河以北及

通榆河以西地区为740 m³/亩。同时按照

总量控制原则，根据不同片区及各区镇

灌溉面积，将农业水权分配到各区镇农

民用水户协会、村分会等用水主体。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四） 建立用水管理机制



三 强化督查考核，通过改革验收

（一） 统一验收标准

（二） 统一验收档案管理要求

（三） 统一考核验收程序



海安县级自验南通市级验

收



区镇验收



我市按照《江苏省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工作验收办法》（苏水农〔2019〕

27号）的要求，统一验收标准，统一

制定了对各区镇的验收细则要求，并

以固定表格的形式下发至各区镇，同

时组织开展验收培训会、推进会，保

证了验收工作的同步推进，不拖后腿。

（一） 统一验收标准



验收推进会

（一） 统一验收标准



按照《江苏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

作验收指南》（苏水办农〔2020〕7号）

的要求，各区镇统一验收档案资料管理

要求，包括全镇改革面积落实到村到户

的情况以及所有泵站计量设施安装、所

有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情况、工程管护组

织运行情况、农业用水指标分解情况、

农业用水计量记录情况、农业用水价格

协商程序、农业水费收取公示、农业水

价改革资金支付情况、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效益、农民群众对改革的评价等。

（二） 统一验收档案管理要求

南莫镇



（二） 统一验收档案管理要求

白甸镇

雅周镇李堡镇开发区

大公镇
高新区



（三） 统一考核验收程序

各区镇成立现场查看组、资料查阅组、调查走访组的镇级验收组，各验收组按照分工

对照验收标准逐项进行自查打分，在自验合格的前提下，报请市级验收组组织验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镇级自验

现场查看组 资料查阅组 调查走访组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镇级自验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县级验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县级自验



各位领导，我市在中央、省市的领导下，通过学习和探索，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果，通过改革，一是切实推进了农业节水，显著提高了农业用水效率，

2019年我市共节水5915万方，节水率11.8%，节水成效明显。二是明晰工程产权，小农

水工程运行管护基本进入良性运行，农业水价改革的红利初步显现，得到了广大农民

群众的点赞。

促进农业节水，工程运行良好



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将在中央和省市各级部门
的关心支持下努力工作，学经验补短板，为做好海安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工作做出新的努力。不当之处，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汇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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