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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2008-2012年规划纲要 

 
(皖政办〔2008〕16号) 

  有关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省发展改革委编制的《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2008—2012年规

划纲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四月十一日 

   

      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2008—2012年规划纲要 

   

  1997年底，省委、省政府启动实施了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十年来，在全区广

大干群、省直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综合治理开发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对改变江淮分水

岭易旱地区面貌，统筹区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

观，进一步抓好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崛起进程，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根据省政府要求，特制定本规划。 

  本次规划的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主要包括合肥、六安、滁州、淮南4市的肥东、肥西、长丰、金

安、裕安、寿县、定远、凤阳、明光、南谯、全椒、来安、田家庵、大通等14个县（市、区）。2007

年底，全区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24.9万亩，乡村人口843.3万，分别占全省的17.3%、

18.1%和15.9%。 

   

  一、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成就 

  1997年以来，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坚持“把水留住、把树种上、把路修通、把结构

调优、促农民增收”的总体思路，突出“以人为本”，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入

手，着力改善区域水利、生态、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一)全力实施“把水留住”工程，水利条件明显改善。以治水为重点，库、塘、坝、井并举，坚

持“留天水、拦雨水、抽井水、省用水”，努力实现“把水留住”。十年来，全区建设了淠史杭、驷

马山和女山湖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提水泵站改造等一批重点水利项目，

新挖和修整库、塘23249口，建设小型集中供水工程195处，新增蓄水能力11.6亿立方米，新增有效灌

溉面积209.8万亩，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人口93.8万。 

  (二)大力开展“把树种上”工程，生态环境明显好转。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机遇，

不断加大林业投入，全面推进基地造林、村庄集镇绿化、绿色长廊和农田林网建设，“把树种上”工

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以绿色长廊为骨架，以城镇村庄为实体的“点、线（带）、面”融为一

体的生态防护林体系，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全区十年累计新增森林面积163.4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97

年的14.1％提高到2007年的18.5％。 

  (三)合力启动“把路修通”工程，交通状况明显改观。结合国家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多方筹资、



整合投入、精心组织、科学施工，集中力量“把路修通”。十年来，全区新改建县乡村公路6059.9公

里，修建村村、村组道路6524.9公里。2007年底，区内省级重点治理乡镇行政村通车率达98.7%，比

1997年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 

  (四)强力推进“把结构调优”工程，农业结构明显优化。因地制宜，努力变对抗性农业为适应性

农业，大力发展旱作农业、高效经济作物和健康养殖业，重点建设了棚室蔬菜、江淮草莓、“双低”

油菜、低油花生、特色畜禽等一批优势农产品基地，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全区农林牧渔业产值比由1997年的57.4∶2.0∶31.6∶9.0调整到2007年的52.1∶3.4∶34.1∶10.4。

2007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97年增加了2081.7元，年均增速高于全省2个百分点。 

  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相比，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任

务依然艰巨。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仍较薄弱，塘坝工程规模小，骨干水利工程不配套，蓄水、

供水能力不足；乡村道路标准低，村村、村组之间通行条件较差；生态环境仍较脆弱，森林覆盖率有

待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污染加剧；农业结构层次仍然较低，优质安全高效农产品比重不高，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 

   

  二、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面临新的机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跨越式发展、实现奋力崛起，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实现新提升的重要机遇期。 

  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将稳定、完善和强化各

项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为全区综合治理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资金

支持。 

  中部崛起战略深入实施。国家实施中部崛起发展战略，重点加强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水利等基

础设施建设，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也是我省重

要的粮油畜禽生产基地，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空间较大，有利于得到国家更多的扶持。 

  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地处泛长三角地区，具有区位、交通、土地、劳动

力、农副产品资源等诸多优势。随着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快速推进，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将会在承

接产业转移、加快结构调整、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省会经济圈逐步形成。建设以合肥为中心，以六安、巢湖为两翼的省会经济圈，是我省确定的重

要区域发展战略。省会经济圈的发展和形成，必将推动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大中城市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经济布局逐步向周边县乡延伸拓展，有利于改善区域生产生活条件。 

  此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将为本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广

阔的市场和持续的活力。十年综合治理开发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发展基础，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江淮分水

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 

   

  三、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

心，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着力实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文明三大工程，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江淮分水岭易旱地

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发展，提升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尊重自然规律，协调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

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和谐。 

  坚持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科学编制综

合治理开发规划，合理确定工作目标，明确重点任务。 

  坚持全社会参与，形成治理开发合力。进一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明确

农民主体地位，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治理开发的良好局面。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治理开发的内在动力。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加快农村各项改革步伐，

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整合各类要素资源，增强发展活力。 

  (三)发展目标。到2012年，全区农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合肥近郊地区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力争达到5000元以上。 

  农村水利条件明显改善。新建和改扩建大中塘3500口以上，改造中低产田200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80万亩。 

  农村交通更加便利。实现“村村通油（水泥）路”目标，新改建村村、村组道路6308公里。 

  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12年，养殖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力争达到50%以上，主要农产品优质率

力争达到60%以上，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全部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户用沼气普及率力争达到26%以

上，卫生厕所普及率力争达到60%以上。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 

  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加大。2012年，森林面积由目前的687万亩发展到742.7万亩左右，森林覆盖率

达到20%。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力争达到84.5万亩。 

   

  四、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重点 

  2008—2012年，重点组织实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文明三大工程。 

  （一）生产发展工程。 

  1.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兴利与除害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效利

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和有效保护。 

  加快水库除险加固步伐。以确保水库安全和完善水库功能为目标，分期分批对病险水库实施除险

加固，基本消除病险水库的安全隐患。 

  全面提高塘坝蓄水能力。继续以“挖深扩容”为重点，坚持库、塘、坝、井并举，小塘扩大、浅

塘加深、低塘改高，充分拦蓄当地径流，扩大自流灌溉，巩固水源建设成果，提高现有塘坝有效塘容

的使用效率，增强抗旱能力。 

  加快实施灌区续建配套工程。重点续建淠史杭、驷马山和女山湖灌区，对干支渠进行除险加固，

更新改造涵闸等建筑物，对固定电灌站进行维修改造。研究建设江巷水库。因地制宜增建小型蓄水设

施。 

  积极开发空中云水资源。以开展人工增雨为主要手段，调节降雨的时空分布。根据地域特点及作

物分布状况，在粮食和经济作物主产区以及中小型水库的上游建立高炮增雨火力网，提高增雨抗旱

（蓄水）效果。 

  努力推广节水技术。大力实施节水改造工程，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发展渠道硬化和暗管输水，推

行管灌、喷灌、滴灌相结合，扩大水稻旱育稀植和地膜（秸秆）覆盖范围。 

  2.加快土地整理步伐。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土地资源的适宜性，按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全面落实国务院提出的基本农田保护“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

不降低”要求，以建设促保护，将基本农田整理作为土地整理的重点。结合土地流转，实施格田成方

措施，使分散田块集中成片。加强基本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农田质量，改善基本农田生产条

件。 

  加快推进土地复垦。按照“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重点对工矿用地的废弃地、停产的砖瓦窑

场等进行复垦，扩大未利用土地复垦面积。复垦后的土地优先用于种植、林果、畜牧、渔业等农业生

产。 

  稳步开展农村宅基地整理。合理规划，对现有农村居民点逐步实施迁村并点、退宅还田等整理措

施，大力治理“空心村”，努力减少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 

  3．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转变农业种养模式，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在稳定主要农产品供给基础上，

加快建设一批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巩固提升大宗粮油生产基地。结合实施水稻产业提升和小麦高产攻关行动，建设一批区域优势粮

油基地，巩固粮油主产区地位。 

  在长丰、裕安、寿县、定远、凤阳、明光、来安等县（市、区），大力推广优质弱筋小麦品种和

保优节本栽培技术，提高专用小麦品质。优质弱筋小麦生产基地力争发展到125万亩。 

  在肥东、肥西、长丰、金安、裕安、寿县、明光、全椒、来安等县（市、区），稳定水稻面积，

依靠科技，主攻单产，优化品质，创立品牌，提高效益。江淮优质稻面积力争稳定在500万亩左右。 

  在肥东、肥西、裕安、寿县、定远、南谯、全椒、来安等县（区），大力推广高含油“双低”油

菜品种和适用栽培技术。“双低”油菜面积力争发展到350万亩，平均单产力争达到140公斤以上，含

油率提高3个百分点。 

  在肥东、定远、凤阳、明光、全椒、来安等县（市），大力推广无公害生产技术，发展低油花

生，增加出口创汇。低油花生力争发展到70万亩。 



  着力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根据国家和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建设一批优势特色

农产品种植基地。 

  在肥东、肥西、长丰、金安、裕安、寿县、凤阳、南谯、来安等县（区），大力发展高效蔬菜、

食用菌、草莓、西（甜）瓜等生产。高效蔬菜、食用菌、草莓、西（甜）瓜种植面积力争分别达到100

万亩、4万亩、10万亩、50万亩。 

  在肥西、金安、裕安、南谯、来安等县（区），大力发展苗木花卉生产。苗木花卉基地面积力争

达到20万亩。 

  在金安、裕安等区建设有机茶生产基地10万亩。 

  在肥西、金安、裕安等县（区），建设桑园10万亩，产茧0.6万吨。 

  在定远、凤阳、明光、南谯、全椒、来安等县（市、区），发展滁菊基地4万亩。 

  大力建设优势特色养殖基地。充分利用发展养殖业的有利条件，重点建设优势特色养殖基地。 

  在肥东、长丰、金安、裕安、全椒等县（区），发展奶牛10万头。 

  在长丰、金安、裕安、寿县等县（区）大力发展皖西白鹅养殖，形成年产500万只的生产规模。 

  在肥东、肥西、长丰、寿县、定远、凤阳、全椒等县（区），发展三元杂交猪养殖，形成年出栏

500万头的生产能力。 

  在肥东、肥西、长丰、寿县、全椒、田家庵等县（区），发展规模化肉鸡养殖，形成年饲养1亿只

的生产规模。 

  在肥东、肥西、长丰、寿县等县发展龙虾养殖，建设以合肥为中心的“合肥区域龙虾经济产业辐

射圈”，龙虾养殖面积发展到24万亩。 

  积极建设一批观光农业园。坚持农业生产与农业观光互动发展，精心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业观

光园、生态家园，建成集现代农业经营展示、农业劳作体验、旅游休闲于一体的观光农业示范基地。 

  在肥东、肥西、长丰等县，结合城郊型农业、苗木花卉基地、新农村示范村镇和重要风景名胜区

建设，服务于现代化大城市，满足都市市民休闲需要，重点建设三岗、大圩新民、白马山、古城林

场、紫蓬大道、三十头、陶楼新丰村、磨店少荃湖等观光农业园。 

  在金安、裕安等区，结合山区特色农产品生产、水利设施观光、红色旅游等，重点建设毛坦厂、

分路口、汪家行、苏埠华润等观光农业园。 

  在定远、凤阳、明光、全椒、来安等县（市），以建成南京后花园为目标，加快观光农业发展步

伐，重点建设小岗村和施集观光农业园、大柳羊场休闲观光农业园、凤阳山生态循环农业园。 

  （二）生活改善工程。 

  1.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一步加大投入，重点解决苦咸水、污染水以及局部饮水氟、砷

超标问题。有效利用地下洁净水源，推广集中供水方式，提高地下水饮用和集中供水比重。加强人畜

饮水专用塘坝、大口砖井保护，防止水源污染，保证水源水质达标。到2011年，全面完成农村人口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 

  2.全面改善农村交通条件。统筹安排农村公路项目建设，科学组织实施，建立较完善的乡村道路

网络体系，改善农村通行条件。 

  积极配合改扩建国、省道和县、乡道。境内的国、省道和重要县道基本达到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

标准，主要乡道达到三级或三级以上公路标准，尽快形成覆盖全区城镇的快速公路网络。 

  完善提升村村通公路。结合“村村通”工程实施，加大投入，在实现行政村通达油(水泥)路的基

础上，加强管护，保障乡村公路安全畅通。 

  积极建设村组路和机耕路。加强村组道路建设，提高通达深度，力争主要大中型基层村通砂石

路。鼓励机耕路建设，改善农业生产运输条件。 

  支持改善村庄内部道路。结合新农村建设，实施村庄道路硬化工程，加快村庄内部道路整治。 

  完善农村客运网络。加快农村客运站点建设，推广经济实用车型，合理安排线路，推进城乡客运

一体化进程。 

  3.积极推广农村新能源。加快调整农村能源结构，着力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 

  加快农村沼气建设。加快农村户用沼气普及工程建设，积极改圈、改厕、改厨，变“农村三废”

（秸秆、粪便、垃圾）为“农村三料”（燃料、饲料、肥料）。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加强农村大中型

沼气工程建设。 

  积极利用太阳能。积极推广塑料大棚和日光温室，发展反季节瓜菜生产。大力推广太阳能热水

器，积极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建设一批太阳能路灯、家庭照明灯、太阳能水泵、中小型太阳能

电站等示范工程。 

  积极发展生物质能和风能。结合小城镇、小康村和城市垃圾填埋场建设，积极推进秸秆发电和垃



圾焚烧发电，鼓励发展生物质能，建设一批风力发电示范工程。 

  （三）生态文明工程。 

  开展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创建试点，完善乡镇和村庄规划，改善乡村容貌，努力使农村环境质

量逐步提升，建设生态文明家园。 

  1.控制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化肥、农药污染。鼓励农民使用有机肥，限制氮、磷严重超标地区的

氮肥、磷肥施用量。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鼓励集约生态化的养殖模式，对大中型畜禽养殖场粪便和垃圾进行无害化和

资源化处理，确保养殖废弃物达标排放。 

  努力减少秸秆焚烧污染。加快开发以农作物秸秆等为主要原料的生物质燃料、肥料、饲料。推广

秸秆粉碎还田，利用秸秆发展养殖业，生产食用菌，推进秸秆制板、提炼生物油、气化、发电等项目

实施。 

  2.建设林业生态体系。以实施安徽林业“百千万”增绿增效示范项目为契机，积极发展林草混

栽，培育和增加森林资源，形成以绿色植被为主体，成片生态防护林、商品林和经果林为基础，绿色

长廊为骨架，农田防护林网、沟渠和城镇村庄四旁绿化相配套，点、线、面相结合的高效林业生态体

系。 

  建设生态林体系。针对不同立地条件，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优化树种结构。在水土

流失严重、土层浅薄的山场以及河流源头和库塘周围，营造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林。在铁路、公路、

河渠沿线，营造护路、护岸、护坡林带。在城镇、村庄四周，营建以改善居住环境为主的防护、风景

兼用林。在城镇、村庄内部，以植树绿化为主，配合人工草坪，建设防护、风景、公共、专用等各种

绿地，提高绿化覆盖率。 

  稳步建设商品林和经果林基地。在丘岗中下部立地条件较好地段，大型河流、渠道两侧坡地，集

中连片培育商品用材林。在光照充足、土壤深厚肥沃、管理方便的丘岗缓坡，集约经营、连片发展优

质高效的经济果木林。在房前屋后空隙地，建立“小五园”，发展庭院经济，广植优质高产林木。 

  3.建设生态村庄。以改水、改厨、改厕、改圈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村庄整治工作，美化村庄

环境，建设一批生态村庄示范点。 

  加强村庄规划。借鉴先进村庄规划建设经验，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完

善村庄布点规划，加快编制村庄建设规划。 

  加强村庄整治。清理拆除闲置、废弃及私搭乱建房屋，解决好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减少零

星分散养殖。结合村庄地形地貌，完善村庄排水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垃圾管理，改变垃圾乱堆乱放现

象。村庄整治要突出特色，保护好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宅。 

   

  五、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的政策措施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总

体要求，充分认识加快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省直各有关部门要

增强责任意识，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开发，加强配合，形成合力。合肥、滁州、六安、淮南4市和14个县

（市、区）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科学规划，制定措施，层层落实工作目标，确保如期实现综合治理

开发目标。 

  (二)进一步加大投入。拓宽江淮分水岭易旱地区综合治理开发投资渠道，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

投入机制。积极开展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努力争取国家支持。各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省直

各有关部门要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积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参与综合治理开

发。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鼓励支持全民创业。优化创业环境，革除束缚创业的体制弊端，建立支持创业的激励机制，

激活群众自主创业潜能，为全民创业施展才干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支持农民群众不拘形式、不拘

规模，争创殷实家业。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制约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简化农村个体工商登记

手续，农村经纪人实行低门槛准入政策。积极开展农业实用科技和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提高江淮分

水岭易旱地区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四)继续做好联系帮扶工作。继续实行省、市有关部门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大中型企业对口

联系帮扶制度，省直有关部门要按照“不改面貌不脱钩”的要求，认真总结帮扶经验，结合地方实

际，进一步拓展帮扶工作思路，明确帮扶目标，加大帮扶力度，提高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

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履行帮扶职责，推进综合治理开发工作。 

  (五)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快乡村区划调整，完善为民服务全程代

理制，开展财政“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试点，努力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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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在有条件的地方培育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尽快完成

确权发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扩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试点。深化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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