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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增粮在行动
 “节水增粮行动”是一项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民生改善的“战略工程”、“民

生工程”、“德政工程”，为缓解东北四省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和实现粮食持续稳产
增产提供了有力支撑。东北四省区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的组织指导下，立
足各地实际，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并创新实施了多项节水增粮举措，
效果显著，为今后大面积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提供了科学范本和借鉴经验。

03.11.5(核红).indd   16 2013/3/11   11:06:57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7

“节水增粮行动”开局良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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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节水增粮行动”，中央财政没

有新设立专项资金，而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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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合开发、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科技推广四项

资金，围绕同一目标，统一投入标准和

建设要求，共同组织实施。这不仅是统

筹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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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水增粮行动”进展顺利

2012年是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

第一年，各方面密切配合，扎实工作，

确保了“节水增粮行动”顺利开局。

（一）强化组织领导。三部党组对

“节水增粮行动”高度重视，多次专题研

究部署“节水增粮行动”工作，建立部际

协作机制，共同研究解决节水增粮行动

重大问题。组织成立专家委员会，负责

方案审查和技术指导。三部制定印发了

实施“节水增粮行动”的意见和项目建

设管理指导意见及管理办法，从加强组

织领导、加快前期工作、完善制度建设

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管

理。四省区也都成立了由省长或分管省

长任组长，财政厅（含农发）、水利厅、

农业厅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节水

增粮行动”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

责日常工作。项目区所在市县也相应成

立组织领导机构和具体办事机构。三部

与四省区政府共同召开工作会议，对

“节水增粮行动”进行了全面部署，层层

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和分工。中央和

地方相关部门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标准、统一水资源论证、统一验收、

分别实施”的要求，相互配合，相互支

持，有序开展工作，形成合力。

（二）精心编制方案。三部组织有

关方面40多位专家对四省区总体实施

方案进行集中审查，提出修改意见，重

点对水资源平衡、典型设计等内容进行

了修改完善。根据总体实施方案，编制

2012年度实施方案，把任务落实到每个

地块，并组织专家进行合规性审查，逐

县把关，确保了实施方案的质量。聘请

了100位节水灌溉、农田水利、水资源、

农艺、农机、财务经济方面的专家，多

次到项目省、市、县进行对口支援，实

地解决技术和管理难题。组织开展大规

模技术培训，培训工程技术人员900余

人次，有效加强了基层技术力量，提高

了前期工作质量。

（三）切实落实资金。“节水增粮行

动”按照中央、地方、农户6：3：1的比

例筹集资金。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补

助资金48亿元。在2012年4月底前全部

拨付到省，四省区各级财政也积极落实

资金。一是足额落实省级资金。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中央和省级资金已全部拨

付，辽宁已将中央补助资金拨付到项目

县，省本级资金实行“先建后补”，根据

验收情况及时拨付。二是积极落实市县

及农民投入。黑龙江、内蒙古提出当年

市县投入资金不到位的地方，将核减以

后年度项目资金；辽宁规定各市县均要

设立水利建设基金，并明确省级不统筹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为市县筹措资金创造有利条件；

吉林决定由县级政府和农民共同负责

项目区水源井建设，允许项目县统筹使

用土地出让收益、粮食大县奖励资金、

扶贫资金等用于打井。三是统筹安排其

他资金。2012年，内蒙古本级财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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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

三部联合支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辽宁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动”，计划

到2015年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800

万亩。一年来，“节水增粮行动”各项工

作扎实有效推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已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近800万亩。

“节水增粮行动”意义重大

实施东北四省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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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是确保

国家粮食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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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四省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

产区之一，也是粮食增产最具潜力的

地区之一，在四省区实施“节水增粮行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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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意义重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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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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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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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节水灌溉工程专项科技支撑经

费，在8个不同类型示范区开展节水综

合配套技术集成研究，并将60%的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安排在节水增粮项目区。

（四）认真实施项目。2012年四省区

年度建设任务为800万亩。全年实际截

至2012年11月，已开工面积760万亩，

占全年建设计划的95%；实际已完工面

积634.5万亩，占全年建设计划的79%。

预计今2013年春季即可全部完成并在

春耕生产中发挥效益。一是严控材料质

量。水利部会同国家质检总局，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对29家企业的节水产品进

行全面抽查，强化节水设备质量监管。

吉林采取大宗材料设备市场准入审核

制，“引入大企业，杜绝小作坊”，并对施

工方采购的物资不定期进行抽检。内蒙

古明确工程材料设备供应及安装施工企

业准入要求，提出推荐企业名录。二是

精心组织施工。内蒙古参照小农水重点

县建设管理模式，实行建设单位负总责，

施工单位保证、监理单位控制、设计单

位现场服务、政府监督的质量保障体系。

吉林按照“宜深则深、宜浅则浅”的原则，

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管道埋深，并

要求设计单位代表在施工现场服务。三

是完善配套措施。黑龙江配合财政部关

税司，深入研究农田水利灌溉设备购置

税收优惠政策，扶持节水灌溉设备生产

企业；辽宁将基层农艺、农机技术骨干

及管理人员培训纳入阳光培训工程，聘

请滴灌技术人员，发挥灌溉实验站作用，

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和合理施肥。

（五）健全管护机制。一是探索管

护模式。吉林总结推广企业管护、农民

合作社管护、井权人管护和乡镇水利站

管护等行之有效的管护模式。黑龙江重

点推广安达市升平镇建后管护经验，即

以农机合作社为平台，以村种植合作社

为依托，以镇水利装备技术服务中心为

支撑的现代水利装备管理机制。辽宁着

力完善乡镇水利服务站和村级水管员

队伍，每个乡镇设立不少于3人的乡镇

水利服务站、每个村设立一名村级水管

员，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

的水利服务队伍。二是落实管护资金。

黑龙江建立大型喷灌设备大修更新资金

提取制度，按每亩受益土地不低于27元

的标准提取大修更新资金和运行维护

费用，并设专户管理，使用时由合作社

提出申请，县级财政和水务部门批准使

用。辽宁省、市、县三级财政按照每人

每年1万元标准补助村级水管员，还从

本级水利非税收入以及从土地出让收益

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中，按照不低

于20%比例安排资金，作为农村水利工

程管理专项资金，用于水利工程的维修

养护和管理。三是加强信息管理。中央

和地方都建立了“节水增粮行动”信息

管理系统，详细统计项目区地块数量、

具体村组、地块面积、地块编号、地理

坐标、水源条件、运行管理负责人、管

护制度等基础信息，项目县2012年度建

设任务相关数据已入库。

“节水增粮行动”效果显著

“节水增粮行动”得到了项目区干

部群众的普遍认可和欢迎，特别是春季

建成的节水灌溉工程已经在2012年农

业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实践证明，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不仅是节水增粮富民的

重要举措，而且是农业发展方式的重大

变革，体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契合

了基层的需求，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

（一）促进了粮食增产，提高了粮

食品质。黑龙江项目区玉米平均亩产超

过1800斤，亩均增产500—600斤以上，

大型喷灌种植的马铃薯，亩产高达7541

斤。吉林通榆县在全年降水和气温条件

均较好的前提下，玉米膜下滴灌与常规

种植相比，亩均仍增产600多斤。由于采

取了节水灌溉措施,缩短了轮灌时间，保

证了作物生育期灌溉及时，加上水肥一

体化、虫害防治、深松深翻等农艺措施，

项目区作物果实品质显著优于未灌溉作

物，玉米成色、出米率都好于未灌溉的

玉米，销售价格每斤至少高出5分钱。

（二）改变了生产方式，节约了灌

溉用水。黑龙江已建成项目区，水田

高效节水灌溉比传统灌溉节水20%—

30%，旱田喷灌比传统灌溉节水30%—

40%，膜下滴灌节水50%以上。肇东市

集中连片发展喷灌，2012年全市建成喷

灌工程545处，每年可节水1085.7万立

方米，节能186.6万千瓦时，项目区人均

增收1110元，省工14.5万工日。内蒙古

科尔沁区灌溉水利用系数由不足0.5提

高到0.8，每年可实现农业节水1.6亿立

方米以上，有效改善了干旱地区生态环

境。由于提高了灌溉效率，取消了地面

明渠，科尔沁区项目区每亩节省灌溉用

电20%，提高土地利用率3%。

（三）促进了农民增收，赢得了群

众信任。辽宁阜新市2012年实施膜下

滴灌，与常规种植方式相比，春播时每

亩增加投入210元（其中滴灌带130元，

地膜65元，玉米密植后播种成本增加

15元），秋收时增加产量约500斤，增收

500多元，扣除成本，每亩增加纯收益

300元以上。考虑到东北地区户均耕地

多在10亩以上，三口之家的农户每年可

增收近万元，干旱年份增收效果更加明

显。因此，一些县乡干部认为，“节水增

粮项目让农民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增收，

是最好的扶贫项目”。通榆县2007年开

始推广膜下滴灌技术，但一直苦于资金

规模有限难以惠及更多农户，因而农民

对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普遍欢迎，“宁

可自己打井也要申请上项目”，全县农

民已经自发打井160眼。

“节水增粮行动”还有力地促进了

四省区土地流转，推动了项目区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转变了农业发展方

式，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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