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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财政厅

“十一五”期间，黑龙江省坚持把

“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深

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加快

推进松嫩、三江两大平原农业综合

开发试验区建设，尤其是在水利建设

方面，举全省之力实施水利化工程，

水利基础设施支撑农业发展的能力

显著提高，确保了全省粮食生产连

上台阶。2010 年，在遭受历史罕见低

温、多雨、内涝等多种自然灾害情况

下，全省粮食生产依然夺得特大丰

收，粮食总产超千亿斤，再创历史最

好水平。

绥化 市北林区大型平移式喷灌机

2009年以来，针对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存在的“投入少、项目散、成效差”

等突出问题，黑龙江省以小型农田水

利重点县建设为契机，集中投入，多

措并举，全力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工作，实现了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由分散投入向集中投入、由单项建设

向整体推进、由重建轻管向建管并

重、由一般监管向绩效考评的四大转

变。随着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

不断推进，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抗灾能力明显增强，为促进粮食

增产和农民增收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完善规章制度，公 开竞争

遴选。省财政和水利部门明确分工、

密切配合，出台了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细则以及

财政支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建

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考

评实施细则等多项制度，保证了重点

县建设规范有序进行。为充分调动

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黑

龙江省专门制定了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评选方案，采取“公 开评选、竞

争立项”的方式，按照“县级申报、专

家评审、公 开陈述、现场打分、全省

公 示”的程序，遵循“优中选优、扶

优扶强、示范引领、自我发展”的建

设宗旨，公 开择优确定重点县。

（二）科学编制方案，突出建设

重点。以省水利科学研究院为技术

依托，在深入重点县调查研究、摸清

现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对水利的新要求以及人民

群众 生产生活对水利的新期待，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在具体的项目区

选择布点上实现了“三个结合”。一是

与现代农业建设相结合。重点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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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区的选择确定与 34 个现代农

业建设示范区相结合，以点带面，形

成整体优势。二是与大型灌区骨干工

程相结合。对大型灌区的渠首、干渠

进行田间配套，填补了多年以来末级

渠系建设投入的空白，灌区效益明显

提高。三是与发展 重要的粮食品种

相结合。重点县建设 紧密围绕水稻

和玉米两大粮食产业支柱，大力开展

水田渠系建设和旱田高效节水灌溉

工 程建设。在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

划的基础上，黑龙江省编制了重点县

三年建设方案，科学确定了工程类型

和节水灌溉技术模式，规划了建设

目标与任务、资金筹措及整合方案，

使项目实施从开始就建立在高起点、

高标准基础之上。

（三）整合资金投入，确保使用

效益。省级财政积极筹措资金投入

重点县建设，按照与中央财政 1：1

比例投入 的标准，每年中央和省级

财政投入 重点县建设 资金 1600 万

元，2010 年 全 省 44 个 重 点县 中央

和省级财政 共 投入 建设 资金 7.04

亿元。同时，把各县财政投入 和整

合资金情况列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

标，以保证县级财政每年按不低于

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 20% 的标准进

行投入。在资金整合过程中，打破

部门界限，以重点县建设为平台，本

着“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优势互补、

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2009

年共整合各类涉农资金 5.5 亿元。

财政资金的集中投放产生了巨大的

协同效益，共吸引受益农户筹资投

劳 1.3 亿元。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落

实专户存储、专账核算、专人管理、

专款专用制度，健全资金预算、申

请、审核、划拨、决算制度，严格执

行县级财政报账制，全程跟踪问效，

强化监督检查，保证资金安全，提

高使用效益。在 2010 年第一批重点

县资金计划中，对 2009年绩效考评

排在后 5位的重点县调减财政投资

1000万元，同时对排在前 5 位的重

点县奖励建设资金 1000万元，收到

了良好的激励约束效果，形成了创先

争优的良好局面。截至 2010 年 4月

底，全省新打灌溉水源井 9028眼，

新建小塘坝 6座、渠 系建筑物 1359

座、机电泵 站 24 座，整治渠道 892

公 里，新增恢复灌溉 面积 140万亩，

改善灌溉面积 20万亩，新增粮食生

产能力 27 万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发挥了应有的效益。

（四）创新管护机制，发挥长期

效益。黑龙江省的气候特点决定了小

型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 施工 期很短，

一年当中只有春种前和秋收后两个

施工黄金 时段，总时间不超过 100

天。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工 程进度，

黑龙江省积极推行项目法人负责制、

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制、物资设备政

府采购制和工程监理制。从省里抽

调多名有经验的监理工 程师，采取

巡视监理的方式，对重点县进行现

场检查、技术服务、内业指导。各重

点县也建立了工 程监理与质量监督

相结合的质量监管体系，对所有项目

实行合同管理。同时，组成联合检查

指导工作组，多次深入 重点县进行巡

回检查指导，对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项

目变更、工程尾工等问题提出明确整

改意见。对已运行的工程，积极制定

确保 工程长期受益的运行管理机制

和办法，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

负责”的原则，落实管护责任，切实

做到边建边管、建后严管，保证工程

建得成、管得好、用得住，长期发挥

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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