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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财政保障机制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本刊记者

2010 年，中央财政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

切实加大水利资金投入，全力

支持水利改革发展，为夺取防汛抗旱

救灾工作全面胜利、加快农田水利建

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

提供了有力的财政保障。

（一）支持水利防灾减灾，大灾

之 年 夺 取 农 业 丰 收。2010 年，我 国

极端灾害性天气突发多发，洪涝、干

旱、台风和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

害异常严重，造成重大损失。中央财

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抗灾救灾工作的决策部署，迅速行

动，有效应对，加大水利抗灾救灾投

入，有力地支持了防汛抗旱救灾各项

工作，为大灾之年夺取农业丰收提供

了支撑。一是支持应急度汛。坚持灾

前防御与应急救灾相结合，在主汛期

到来前，按照“规模控制，确保重点”

的原则，及时安排拨付了应急度汛资

金 7.93 亿元，支持各地抓紧抢修水

毁水利工程，消除隐患，确保安全度

汛。二是支持抗旱救灾。全年累计安

排特大抗旱补助费 4.8 亿元，支持各

地加强抗旱水源工程和抗旱基础设施

建设，全力抗旱减灾，最大程度地减

少了干旱影响和农业损失。此外，中

央财政还安排综合财力补助，支持云

南、贵州、广西等三省（区）抗旱救灾。

三是支持抗洪抢险。全年共安排特大

防汛补助费 17.11 亿元，支持做好抗

洪抢险、防汛防凌和中央防汛物资储

备等工作。中央财政安排综合财力补

助，支持做好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

流灾害、四川泥石流灾害，以及海南

省特大暴雨抢险救灾。四是支持山洪

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2010 年，

中央财政安排 10 亿元，支持 500 个县

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并建

立和完善相关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山

洪灾害防治长效机制。五是强化救灾

资金监管。为提高救灾资金使用的安

全性、有效性和时效性，财政部及时

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切

实加快防汛抢险救灾资金预算支出执

行进度，加强和规范资金管理，严防

出现违规开支、库款搬家、以拨作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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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效益的“突击花钱”等违规违纪

问题。

（二）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建设，夯实现代农业发展基础。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大幅度增加中央

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

项资金规模，新增一批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重点县”的要求，2010 年中央财

政安排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

专项资金 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稳步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各项

工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

代农业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一是

增加 450 个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

达到 850 个，并重点向粮食主产区倾

斜。二是大力支持节水灌溉发展。安

排 0.27 亿元，支持宁夏中部干旱带高

效节水补灌工程建设 ；安排 0.5 亿元，

支持新疆高效节水灌溉发展 ；安排

0.55 亿元，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

内蒙古四个省（区）实施玉米膜下滴

灌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试点，促进农业

节水和农民增收。三是支持西南地区

山丘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安排 1.45

亿元，支持遭受特大旱灾、损失严重

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五省

（区、市）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四

是着力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

度改革和以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为重

点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中央

财政安排 0.4 亿元，选择 20 个重点县，

结合末级渠系节水改造，实施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示范。

重点县建设是农田水利建设模

式和财政支农机制的重大创新，抓住

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最关键的环节，解

决了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取得了

明显成效。截至 2010 年 9 月，第一批

重点县 2009 年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

共维修改造塘坝 1 万多处，整治渠道

4 万多公里、改造机井 6 万多眼，新建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近 2 万处，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 450 万亩，改善灌溉

面积 1592 万亩，新增和改善排涝面积

975 万亩，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385

万吨，增产效益十分明显。

（三）支持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

设工程，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根据水

利部、财政部《关于国家水土保持重

点建设工程 2008—2012 年规划的批

复》确定的治理规划任务，2010 年中

央财政安排北京、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陕西、甘肃等 12 省（区、市）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综合治理面

积 1563.27 平方公里，拨付国家水土

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费 3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 7000 万元，增长 30.4%。

（四）加强水资源费管理，支持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按

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

门征收的水资源费，按照 1 ：9 的比

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地方国库。水资源

费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由财政部

门按照批准的部门预算统筹安排，其

中，中央分成的水资源费纳入中央财

政预算管理。根据 2010 年水资源节

约、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央财

政及时安排中央分成水资源费，支持

水资源配置与水权制度建设、节水型

社会建设与节水示范、水功能区管理

及水源地保护、地下水保护与水生态

修复、水资源监测与管理系统建设。

（五）支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加

快工程建设进度。当前，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正处于高峰时期，也是实现如

期通水的关键时期，中央财政加大投

入，健全管理制度，着力解决制约南

水北调工程建设的有关问题，保障了

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十二五”时期，水利改革发展起

点更高、任务更重。国家财政将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精神，将水利

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积极

落实“多渠道筹集资金，力争今后 10

年全社会水利年均投入水平比 2010

年翻一番”、“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 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落实好公

益性、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基本支出和

维修养护经费”、“中央财政对中西部

地区、贫困地区公益性工程维修养护

经费给予补助”等重大政策，进一步

创新和完善财政支持机制，推动水利

实现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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