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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快推进高效节水

灌溉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水利（水

务）厅（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农

业厅（委员会）、国土资源厅、农业综合开发办

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发展改革委、

财务局、农业局、国土资源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今后五年“新增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１亿亩”，2016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当年全国“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

万亩”。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确保如期完成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目标任务，现提出如下实施意

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农业灌

溉是用水大户，用水效率总体不高，节水潜力很

大。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是缓解我国水资源供

需矛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

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

业节水工作,要求把节水灌溉当作革命性措施和

重大战略举措来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

水利工作方针，把节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

年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全面实施区域规模

化高效节水灌溉行动作出安排部署。各地务必高

度重视，把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作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重点工作来抓，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实

化工作措施，部门联动、密切配合，强力推进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

二、认真开展前期工作

依据《国家农业节水纲要（2012-2020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

2020年）》《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2012-

2020年）》《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2009-2020年）》，以及近年来各类资金渠

道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经征求各地意见，水

利部等五部委协商确定了2016年度新增2000万亩

的分省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具体情况见附

件）。

各地要结合相关规划以及分省高效节水灌溉

建设任务，在做好与水源工程、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等骨干工程衔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确

定喷灌、微灌和管道输水灌溉等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模式，明确建设任务。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

及时向政府汇报，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将建设任

务分解到财政、水利、农业、国土等相关部门，

落实到市、县，细化到项目。同时，要组织编制

省级2016年度实施方案，于2016年7月中旬前报

五部委备案。

各地要切实加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前期



工作，落实工作经费，科学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把好前期工作质量关。要按照先资源平衡后工程

布局、先内涵挖潜后外延发展、先建立机制后建

设工程的原则，将水资源承载力、机制建设作为

项目建设前置条件，集中建设、规模发展。要做

到灌溉技术与农机、农艺、农技等有机结合，大

力推广水肥一体化。要统筹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项

目布局，优先在缺水地区、重点灌区及高标准农

田建设区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要严格按照相

关程序规定和要求做好项目审查审批工作。

三、切实加大投入力度

各地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整合各类资金

渠道，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千方百计保障高效

节水灌溉建设资金需求。各级政府安排的农田水

利、高标准农田、新增千亿斤粮食、农业综合开

发、国土整治等项目资金要根据有关规划，统筹

用于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要用好土地出让收益计

提、开发性金融、过桥贷款、专项建设基金、抵

押补充贷款（PSL）等资金以及社会资本，拓宽

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资金渠道。各地要将高效节水

灌溉建设资金安排与项目实施情况挂钩，实行奖

惩激励，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着力强化项目建设与工程运行管理

各地要切实加强项目建设管理、资金使用、

实施进度、工程质量、建后管护等各环节工作，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工程建设要积极推行项目

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

理制，以及社会公示、群众参与等行之有效的机

制，强化建设管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规范资

金使用，有条件的积极推行县级报账制，鼓励采

取先建后补等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细化和

优化施工方案，采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节点

控制等措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成

建设任务。强化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全过程质量

管理，落实质量管理终身责任制，努力建设精品

工程。有条件的地区要扩大由农户、村组集体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规

模，鼓励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建、自管、

自运营。要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面落实高

效节水灌溉工程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要针对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管理要求高、维护成本大的特

点，积极培育和发展专业化服务队伍，提高管理

能力和服务水平，确保工程建得成、用得好。按

照设施先进、管理科学、服务到位、运行良好的

要求，打造一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

五、全面加强项目监督检查

各地要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高效

节水灌溉项目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审计、稽

察、财务等部门的优势和作用，采取联合检查、

分部门检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强

组织领导、前期设计、建设管理、运行管护、效

益发挥等各个方面的监督检查，确保工程安全、

资金安全、干部安全、生产安全。严格跟踪问责

问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举一反三、全面

排查，挂牌督办、及时整改。对工作措施不力、

工程进展缓慢、存在严重工程质量问题的，要对

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六、及时做好信息统计报送

国务院已将“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

亩”纳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量化

考核指标，对各地进行按月量化考核。五部委将

建立进度统计上报制度，由水利部负责按月统计

汇总各地进展情况，及时报送国务院，并抄送有

关部委。任务完成情况序时进度按两部分统计，

一部分是2016年以前立项，2016年完成的面积；

另一部分是2016年立项，当年完成的面积。各地

要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工作，明确信息报送单位和

人员，严格信息报送管理，采取纸质文件与农村



水利管理信息系统同步的方式，每月5日前向水

利部报送上月进展情况。进展情况纸质文件须经

省级负责信息报送的部门负责同志审核签字。对

信息报送工作弄虚作假的，将严肃问责。

水利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土资源部

2016年6月30日

附件：2016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表

序号 省（区、市） 2016年度

全国合计 2000 

1 北京 5 

2 天津 20 

3 河北 300 

4 山西 30 

5 内蒙古 300

6 辽宁 55 

7 吉林 24

8 黑龙江 70 

9 上海 0 

10 江苏 25 

11 浙江 25

12 安徽 15 

13 福建 8

14 江西 17 

15 山东 200 

16 河南 120 

17 湖北 15 

18 湖南 15 

19 广东 5 

20 广西 70 

21 海南 3 

22 重庆 10 

23 四川 20 

24 贵州 12 

25 云南 120 

26 西藏 0

27 陕西 40 

28 甘肃 100 

29 青海 16 

30 宁夏 35

31 新疆 225 

32 兵团 100 

单位：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