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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安徽省不同类型区域农村水利现状 , 针对各区域水土资源的特点, 分别提出今后的重点建设内容, 同时给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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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省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水利的关系

1 .1 农村水利在安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  安徽省地

处我国东部, 位于淮河、长江的中下游 , 辖17 个省辖市、56 个

县、5 个县级市和44 个市辖区。全省国土面积13 .94 万km2 ,

耕地面积410 .88 万 hm2 , 总人口6 461 万人 , 其中农业人口

5 119 万人, 农民人均耕地0 .08 hm2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以

及气候因素, 该省农业生产对农村水利的依赖性很强。农村

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公益性基础

设施, 不仅是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而且是

建设新农村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 1] 。以灌溉工程为例, 该省粮食增产就与其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1983 ～1994 年间, 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增加24 % , 年

递增2 % , 同期粮食产量增加22 % , 年递增1 .8 % , 全省有效

灌溉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增加几乎同步增长。灌溉、除涝工程

的不断建设, 保证了粮食生产的安全;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 为农村创造了良好的生产条件和人居环

境, 使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为该省的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05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2 605 .3万t , 油料和棉花产量分别达270 .7 万和31 .1 万t , 畜

牧业、渔业也继续稳步发展。与此同时, 工业持续快速增长 ,

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5 375 .8 亿元, 较上一年增长11 .8 % , 人

均生产总值8 597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2 641 元, 该省总体上

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 初步具备了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加强农村水利建设, 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 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而且可以直接形成农村

投资需求,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使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

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 对全省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持久的拉

动作用。

1 .2 安徽省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水利的基本要求 在新农村

建设中, 安徽省农村水利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加快

从传统的“旱涝兼治”向“保障水安全、保证水供给、保护水环

境”为内涵的新农村水利转变。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

不断增强农村水利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的综合能力[ 2] 。

根据该省“十一五”发展规划, 到2010 年全省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稳定在275 亿kg 左右, 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3 800

元, 城镇化水平达40 % 。据推算, 到2020 年该省人口将达

7 540 万人。届时, 全省粮食消费总量将达到3 000 万t 左右。

在全省耕地面积有限、人口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 大力加强农

村水利中的灌排工程建设, 进一步增强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

能力, 稳定和适当扩大灌溉面积 , 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现有耕地产出率, 保证粮食安全的关键。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改善农村居住与

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迫切。这就要求加快水土保持建设步

伐, 加大农村河道疏浚力度, 切实整治农村水土环境 , 满足农

村生产、生活、生态等用水需求, 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和

谐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在税费改革取消了“两工”的现

状下, 要求农村水利适应新的形势, 充分尊重农民的市场主

体地位和创造性, 尊重农民利益和民主权利, 实现农村水利

建设由过去的主要政府决策和组织、农民被动服从和参与 ,

向政府扶持和引导、农民自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方向转变。

1 .3  当前安徽省农村水利存在的主要问题 安徽省水资源

较为紧缺, 中等干旱年将缺水60 多亿 m3 , 江淮分水岭和淮北

平原地区缺水尤为严重。全省尚有一半的耕地灌溉没有保

障,60 % 耕地达不到除涝标准;50 % 耕地、60 % 以上人口和

75 % 以上国民生产总值汛期处于洪水威胁之下[ 3] ;1 626 万人

的饮水安全没有得到解决; 农村“水多、水少、水脏”三大问题

依然十分突出。许多灌排工程配套不完善; 建筑物与设备老

化失修严重 , 沟塘渠道淤塞, 调蓄容积锐减, 水质下降, 水环

境承载能力很低。淮北地区井灌的实际控制面积一般仅能

达到设计灌溉面积的50 % ～60 % ; 大型灌区工程配套率不足

40 % , 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25 % , 且工程老化、年久失

修、渠系不配套等问题十分突出。另外, 全省还有1 400 座病

险水库急需除险加固 ,50 多条一级支流、140 多条二级支流和

山区河道没有得到有效治理; 近2 万km2 水土流失面积没有

得到有效控制, 水环境恶化的势头也没有完全遏制。农村税

费改革和“两工”取消之后, 农业投入的“非农化”现象严重。

一些地方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甚至由过去的“冬春大干”

变成了“冬闲春眠”。全省由乡、村集体所有的小型水利工

程, 大多存在责、权、利分离, 建、管、用脱节的弊端, 与“和谐

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2  安徽省新农村水利建设内容

2 .1  指导思想 围绕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水利发展

规划, 以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

理民主”的新农村为目标, 以服务“三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促进农民增收为出发点, 全面规划, 统筹兼顾, 标本兼

治, 综合治理, 统筹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除涝灌溉、水资源供

给问题。创新农村水利建设机制, 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 使

新农村水利达到“渠通河畅、灌排自如, 水清岸绿、饮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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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民主、良性运行”, 推动农村社会走和谐发展道路。在建

设过程中将着力构建新农村水利的“3321”体系, 即3 个保障

( 保障饮水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生态安全) ,3 个提高( 提

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农村水利

技术和服务水平) ,2 个完善( 完善农村水利投融资机制、完善

农村水利管理体制) ,1 个促进( 促进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

2 .2 总体布局

2 .2 .1 粮食安全建设。重点加强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

“六小”工程、旱作节水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加强重点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中低产

田改造。对井灌区进行节水改造, 因地制宜采取管道输水灌

溉、喷灌、微灌等节水方式 ; 通过建设雨水集蓄工程, 提高丘

陵旱地农业的生产水平。对全省现有小水库, 遵循分级、分

部门负责的原则, 强化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

2 .2 .2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把饮水安全工程作为农村水利

建设的第一要务, 加大各级财政的投入力度, 实行整乡、整县

推进。优先解决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以及血吸虫疫

区群众饮用水安全问题。加紧出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系列

法规, 以利于建立产权清晰、责权统一、管理到位、有利于工

程可持续利用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保障体

系。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水质检测网络, 重点抓住“两

头”即供水源头和入户水龙头的水质监测, 确保供水水质达

标。采取综合水利措施, 控制血吸虫疫区钉螺面积。

2 .2 .3 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以预防保护和有效监督为

主, 将工程、技术措施与行政、管理措施相结合; 国家投入与

政策引导相结合, 加强对重点水土流失地区、农村水环境和

生态脆弱河流的综合治理, 逐步扭转与水相关的生态恶化的

趋势。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流域和地区建立生态预警体系, 加

强对各类开发建设项目的有效监管, 实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制度, 严格控制人为水土流失; 加快建设小水电代燃料工程 ,

改善农村生活、生态环境, 促进生态安徽建设。

2 .2 .4 工程管理与农业水价改革。通过培育农民用水合作

组织,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使新农村水利走出“投入不足—建

管缺位—老化失修”的怪圈, 步入“农民自愿投入、政府给予

补助、明晰产权归属、落实管护责任、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积极推进末级渠系水价改革与供水管理体制改革 , 采取“以

水价杠杆为手段, 以灌区改造挖潜为重点, 以依法管水治水

为保证”的建设思路。推广农民参与灌溉管理的经验和模

式, 改革和完善末级渠系管理体制, 建立有利于促进节约用

水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水价机制 , 全面推行阶梯式水价。

2 .3  分区建设内容  安徽省是一个山区、平原、丘陵、圩区

兼有, 不同地区间水土资源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状况不一 ,

水利工程类型多样的省份。在对全省新农村水利进行总规

划布局的基础上, 将全省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西山区

与皖南山区和沿江圩区5 个分区。

2 .3 .1 淮北平原区。该区包括阜阳、宿州、淮北、亳州四市

的全境和淮南、蚌埠两市淮河北岸部分, 共计28 个县( 区) ,

国土面积3 .74 万km2 。全区农村水利工程要以节水、蓄水、

除涝综合治理为重点, 以提高水资源的综合效益为核心, 以

保障农村用水安全为目标, 以饮水工程、节水工程建设为重

点, 以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 实行旱、涝、碱综

合治理。坚持抓好节水井灌工程建设 , 通过完善灌排设施 ,

加快实施淮北平原井灌区恢复配套和节水改造, 提高农业生

产效益。要转换治水思路, 将过去的“防汛”转变成“迎汛”。

积极利用中小河道、大中沟、煤矿塌陷区、坑塘拦蓄雨洪 , 补

充地下水, 进一步增强该区抗旱能力, 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

设提供水源保证。按照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的要求 , 积极抓好

井上节水灌溉设备的配套, 田间灌溉工程以建设管道输水为

主, 逐步向半固定式、移动式喷灌、微灌和改进地面灌水技术

方向发展。邻近城市周边的区域要利用自身优势 , 积极推广

采用与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休闲观光农业、持续高效农业

相适应的农村水利先进设备、技术和方法, 提高水土资源利

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和农村社区环境的

优化、美化奠定物质基础。

在人饮安全工程建设上 , 要重点解决氟、砷、污染水和苦

咸水等方面的饮水安全问题; 积极推行用水户参与式工作机

制, 保证工程的建设质量和建成后的良性运行 ; 建立县级社

会化的水质检测服务体系, 对小规模供水站和分散式供水进

行水质监测, 完善供水水质保障体系。

该区农村水利建设管理要在民营化上进行大胆实践, 采

取“以土换工程、以地换工程、以树换工程、以项目促工程”和

“联合开发、租赁承包”等办法, 有效化解兴修水利投资、投劳

不足, 因地制宜地探索各类适合该区域特点的农村水利建管

模式。将发展民营水利与农村税费改革、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水资源优化配置等结合起来, 做到盘活存量 , 带动增量 ,

促进滚动发展 , 进一步提高该区农村水利科技成果的转化

率。在引进、借鉴、消化、吸收的基础上, 研制开发适合区域

经济现状和生产特点的农村水利技术和设备。

2 .3 .2 江淮丘陵区。该区含滁州、巢湖、合肥、六安、安庆5

个地市的29 个县( 市) 的大部分区域, 国土面积为4 .42 万

km2 , 为全省丘陵的主体。全区要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为中心 ,

抓好大型灌区以节水为中心的灌区配套及节水技术改造, 重

点抓好淠史杭、驷马山花凉亭等万亩以上以节水为中心的灌

区配套改造和节水增效示范工程。在搞好骨干工程建设的

同时, 注重田间工程的配套 , 进一步提高以渠道防渗为重点

的水田灌区节水改造, 大力推行节水灌溉技术 , 降低灌溉定

额, 提高水的利用率。在小型水源工程建设上, 要充分利用

有利地形建设当家塘等, 拦蓄地表径流。采取“小塘改大塘、

浅塘改深塘、死塘改活塘和发展当家塘”的办法, 增强丘陵山

区的抗旱能力。

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上, 重点在分水岭等严重缺水

区域新建小型供水工程。在保证人畜饮水的前提下, 运用供

水工程发展庭院经济 , 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

江淮丘陵区是该省大、中型灌区较为集中的区域。在管

理上, 要积极推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利用价格

杠杆的作用, 促进农业节水。积极推广用水户参与管理 , 建

立多种形式的农业用水合作组织, 让农民广泛参与灌溉、排

水和供水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对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协

商、自主决策。

另外, 该区东部植被破坏严重, 垦植指数较高 , 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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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 新农村水利将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重点 , 抓好水土流

失的防治工作, 改善生态环境。

2 .3 .3 沿江圩区。该区包括安庆、巢湖、六安、滁州、合肥、池

州、铜陵、芜湖、宣城、马鞍山等10 个地市31 个县( 市) 及郊

区, 总国土面积1 .38 万km2 。全区要以建设人水和谐的水生

态环境为目标, 以遏制并逐步改善水生态环境恶化为中心 ,

重点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万亩圩区堤防达标、泵站更新改

造、河道生态清淤护岸、河道综合整治等工程建设, 增强河道

的引、蓄、排能力; 加强资源的调度和管理, 改善水环境, 保护

水资源 , 实现“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目标。在开展村庄

河塘疏浚整治工作中, 突出综合效益, 做到河塘整治与新村

建设相结合 , 与改善乡村环境相结合, 与水源工程建设相结

合, 与水利血防工作相结合, 与农村饮水安全相结合。继续

实施泵站更新改造及河道疏浚整治工程 , 尽快消除“外河有

水引不进、田间有涝排不出”的情况。坚持把河道清淤与圩

堤加固、土地复垦、两岸绿化、整治环境等结合起来, 做到一

土多用 , 多方受益, 实现农村水利的多重效益。将用3 年时

间基本解决血吸虫疫区人畜饮用水不安全问题[ 4] , 加快改分

散式供水为集中式供水的步伐。新建或依托已有自来水厂

扩建、改建 , 辐射延伸供水管线发展自来水, 并尽可能适度规

模, 供水到户。

2 .3 .4 皖西与皖南山区。皖西山区包括金寨、霍山、岳西、

潜山、太湖县的全境以及舒城、六安、桐城、宿松县的山区部

分, 国土面积1 .36 万km2 ; 皖南山区位于安徽省南部, 包括黄

山市与宣城、池州两地区16 县( 区) 的全部或大部分, 总国土

面积3 .04 万km2 。

皖西与皖南的新农村水利建设要按照“预防为主、保护

优先”的方针, 以建设秀美山川为中心, 以小流域治理为重

点, 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提高农田灌溉保证率 ; 充分发

挥农村水电在山区水利中的作用, 加快农村电气化县建设 ;

坚持防洪与抗旱相结合 , 山区开发与水土保持治理相结合 ,

水利建设与发展生态农业相结合。在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

基础上, 促进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陡坡退耕还林、还草, 发

展山区经济, 改善生态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加固配套

小型蓄水工程, 充分发挥其防洪、灌溉、养殖等综合效益。抓

好人畜饮水、防病改水工程建设 , 解决好山区、半山区人畜饮

水困难问题。

3  保障措施

3 .1  组织措施  为了加强对安徽省新农村水利建设的领

导, 项目建设应实行分级负责制 , 将任务层层分解, 责任落实

到单位和个人, 签订责任书, 明确任务和要求, 强化督查考

核, 落实保障措施。

3 .2 投入保障措施 加快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机制 ,

按照中央关于“国有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

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 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

资金, 对农村水利建设的投入力度应恢复到2000 年以前的水

平, 并且逐步扩大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规

模, 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建立以政府

安排补助资金为引导, 以农民自愿出资出劳为主体, 多渠道、

多层次筹措项目资金, 广泛吸收社会、集体和个人资金建设

农村水利的新机制, 让群众参与工程的决策与管理, 真正体

现民主 , 尊重民意。

按照“渠道不乱、职责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

则, 整合现有各项涉农资金, 突出重点 , 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和效益。目前减免农民税费、良种补贴等措施, 对解决农

村发展方面来讲是直接的、实效的, 但仅是小幅度、暂时地改

善农民生活状况, 不一定非要采取“直补”的形式 , 可以允许

采用间接补贴形式, 集中有限财力用于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 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3 .3 技术保障措施 省、市、县水利主管部门要做好总体规

划和督促指导工作, 各县( 区) 水务局要配备专业工程技术人

员, 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工程的建设管理。工程

实施前, 集中培训有关乡镇的水利人员 , 使之成为新农村农

田水利工程建设基本技术力量。在工程建设中积极采用新

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保证工程质量; 引进新农村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先进经验, 保障新农村水利工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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