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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  狠抓落实

确保节水增粮行动顺利开局

财政部部长助理  胡静林

全和水资源安全的重要保障。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农业和粮食稳定发展的主要瓶颈。与此同

时，我国水资源特别是农业用水浪费严重。因此，

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对于保障水资源安全、提

高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东北四省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

我国粮食增产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自然条件好，

工作基础好，优先在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

正是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做出的通

盘考虑和战略决策。

（三）“节水增粮行动”是建设现代农业、实现

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用现代节水技术、灌溉技术、

农艺技术武装农业，对于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增加

农业发展科技含量，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都将有

巨大的推动作用。“节水增粮行动”完成后，预计将

新增粮食产能200亿斤、年均节水29亿立方米、农

民每年增加收入160多亿元。不仅节水增粮效果明

显，农民增收也非常显著。

（四）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是统筹整合资金

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探索。统筹整合财政

资金、形成投入合力是财政支农工作的一个基本

趋势。这次支持实施“节水增粮行动”，中央财政

没有新设立专项资金，而是主要通过“加大现有

资金增量、适当调整存量”的办法，统筹安排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农

技推广四项资金，围绕同一目标，统一投入标准，

统一建设要求，共同组织实施。这不仅是统筹整

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四省区实施“节

水增粮行动”，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基

础、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对于节约农业

用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认识“节水增粮行动”的重大

意义

（一）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是贯彻落实中央决

策部署的重大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田

水利建设，提出“把推广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

的措施来抓”。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

“集中力量加快推进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建设，

实施东北四省区高效节水农业灌溉工程”。近年来，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问题作出重

要指示或批示，四省区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对

这项工作也高度重视。根据中央部署和领导同志批

示精神，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会同四省区有关

部门进行了多次调研，提出了加大投入力度，完善

政策措施，集中力量在东北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

行动”的意见，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节水增粮行动”是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和四省

区党委政府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一项重大举措，要

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节水增粮行动”

的重要意义，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全面实现行动

目标。

（二）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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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涉农资金的积极尝试，也为统筹整合资金支持

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了新的平台、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二、确保“节水增粮行动”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

“节水增粮行动”实施4年共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3800万亩，实施区域集中、投入规模巨大、建

设任务繁重、受益群众广泛，是一项“民生工程”、

“德政工程”。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一）确保实施方案做实。实施方案是“节水增

粮行动”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目前，总体实施

方案和2012年实施方案已经初步形成，要进一步细

化、实化和优化，确保方案的科学性、操作性和针

对性。

（二）确保投入落实到位。4年投入380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28亿元，承担了总投入的

60%。四省区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既要落实好财政投入责任，又要会同水利、农业部

门引导和激励农民群众筹资投劳，确保各项投入

落实到位。一是地方各级财政应落实的资金，要通

过公共财政预算、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

水利建设资金，以及其他可以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的财政性资金来安排，不得将中央财政安排的其

他用途的资金或银行贷款作为地方财政应落实的

资金，也不允许搞“垫资性贷款”。二是省级财政

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地方各级财政投入必须保

证达到总投入的30%，市县财政应落实的10%如

果完成不了，省级财政要负责落实，确保投入及

时、足额到位。

（三）确保资金用好管好。“节水增粮行动”按

照“中央支持指导，地方自主安排”的原则，实行项

目审批权限下放、切块下达资金、明确建设目标的

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增强项目安排的

合理性，加快建设进度，同时也对资金和项目监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尽快健全资金管理制度，进

一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检查机

制，切实加强日常监督管理；要建立公示制度，自

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四）确保各项措施到位。坚持“先建机制、后

建工程”的原则，落实管护责任，健全服务体系，

完善管理措施，保障良性运行。研究明确建后工程

产权问题，探索完善民办公助、一事一议、以奖代

补等方式，支持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项

目建设管理。加强项目信息化管理，切实做好技术

培训。

（五）确保形成工作合力。继财政部、水利部、

农业部和四省区签订责任书之后，四省区和项目区

市县也要签订责任书。在“节水增粮行动”领导机构

的统一领导下，财政部门要切实承担协调责任，配

合水利部门抓好实施方案的编制和工程实施，配合

农业部门将农艺措施、技术措施与工程措施有机融

合。根据实际需要，财政部门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

费。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安排的农业科技推广

资金也要向项目区倾斜，支持农艺措施和农业集成

技术推广应用。

三、扎实做好2012年节水增粮行动各

项工作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提出，千方百计把

今年的“三农”工作做好做出成效，力争在高起点上

实现新突破、再创新佳绩。农田水利建设涉及农业

抗灾全局、贯穿全年始终，当前要抓好，任何时候

都不可松懈。因此，要扎实做好2012年各项工作，

为“节水增粮行动”开个好头。

（一）抓紧审批方案。3月下旬，财政部、水利

部、农业部三部联合对四省区前期准备工作情况进

行了调研。总的看，四省区行动迅速、工作扎实。要

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抓紧审批2012年实施方案，

并做好总体实施方案的审查审批工作。

（二）积极探索创新。大规模的建设肯定会遇到

很多新的问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调查研究，

要在项目管理机制、产权制度改革、管护长效机制

等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三）搞好宣传示范。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认真

细致地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注意抓好典型示范，以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节水增效的实际成果吸引、

带动更多农民群众。

（四）加强组织领导。为了落实责任，项目区各

市县要做好动员部署，查找薄弱环节，突出工作重

点，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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