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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落实资金保障 强化绩效管理
   积极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工作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地处江淮沂沭泗流域下游，境内河湖

众多、水网密布。近年来，江苏省在抓好大江大

河流域治理、中小河流区域治理的同时，更加

注重水系连通和水美乡村建设，将此项工作作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抓手。“十三五”以来，江苏省以农村

河道疏浚整治和中小河流重点县项目为抓手，

逐步建立农村河道轮浚机制，财政每年投入资

金 20 亿元以上，其中省财政每年安排 5.3 亿元

支持市县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治理，累计疏浚农

村河道土方超过 11 亿方。2018 年起，江苏省全

面启动农村生态河道建设，目前已建成农村生

态河道超过 1000 条，累计 4000 公里以上，省财

政在水利发展资金中对建成的农村生态河道给

予奖补。为巩固治理成果，省政府办公厅专门

印发《江苏省农村河道管护办法》，以河长制为

统领，积极推行河道、道路、绿化、垃圾、公共

设施“五位一体”综合管护模式。

根据《水利部、财政部关于开展水系连通

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江苏

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积极开展试点县申报

工作，从市县政府重视程度、河道治理迫切性、

形成的规模和示范效益、建设资金落实、工程前期基

础工作、建后长效管护等 6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确定

南京市高淳区、苏州市吴江区、宿迁市泗阳县等 3 个县

（区）申报第一批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

（根据财政部部署已调整更名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

设试点）。

坚持科学规划

试点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实行系统治

理，重点突出“三个结合”：即把农村河道疏浚整治与

大江大河及湖泊、中小河流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统

筹规划、系统治理，充分发挥河网水系互联互通、互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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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济的功能作用 ；把农村水系连通整治与河湖长效管

护、截污治污、人文景观有机结合起来，以河流水系为

脉络，以村庄为节点，实行集中连片规划，水域岸线并

治 ；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与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

机结合起来，使水安全保障、水生态保护、人文历史相

互融合，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实现工程效益、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

强化责任落实

切实落实省级负总责、试点县（区）政府负主体责

任、相关部门推进实施的工作机制。要求试点县（区）

政府把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摆上突出位置，落深

落细目标任务，严格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及时协调解

决前期工作、资金筹措、建设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确

保试点取得成功。3 个试点县（区）均成立了水系连通

及水美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以行政首长负

责制为核心的工作责任体系，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筹集、

使用监管、绩效评价工作 ；水利部门负责项目规划设

计和施工组织工作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共同发力推动工程又好

又快建设。

多方筹措资金

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集中度高、投资强

度大，在竞争立项时，省财政把地方建设资金能否落实

以及多渠道整合资金情况作为重要的评审内容。同时，

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多措并举，在不增加政府债务负担

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债券资金投入 ；充分利用各项金

融支持政策，吸引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投入。3 个试点

县（区）总投资20.1亿元中，除中央财政奖补3.6亿元外，

地方财政预算安排 5.2 亿元、利用专项债券 5.1 亿元、利

用社会资本 6.2 亿元。苏州市吴江区按照“项目打包、

连片开发”和“以丰补欠、肥瘦搭配”的思路，将水利项

目与其他领域项目打包融资，充分利用试点项目间接

带来的土地升值、吸引周边项目等间接收入，积极探索

公益性水利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泗阳县将试点县项目

纳入“城乡水环境巩固提升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成立由社会资本方和政府资本方（泗阳

县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的江苏岭源水务责任有

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负责工程实施和管理，有效保障

了项目建设资金需求。2020 年资金投入 3.46 亿元，其中

中央投资 0.78 亿元、利用 PPP 资金 2.68 亿元。南京市高

淳区强化主体责任意识，除中央补助外，市级财政预算

增加安排 3135 万元，其余资金由区镇两级财政兜底安

排，确保建设资金全部落实到位，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加强绩效管理

督促试点县（区）建立健全“以绩效为导向”的水

利资金管理机制，全面全过程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实施

前，细化项目实施安排和绩效目标 ；实施中，严格执行

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

竣工验收制等五项制度，对照目标、绩效逐个落实，强

化对项目全过程监管和动态跟踪，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2020 年，省级财政在分解中央下达的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建设试点补助资金时，与 3 个试点县（区）工程实

施进度挂钩，对项目施工进展缓慢的适当减少资金拨

付额度，推动地方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省财政会同省水利部门健全日常监管机制，定

期开展专项稽查、监督检查，对稽查、检查等工作中发

现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的进度滞后、地方建设资金不

到位等情况的试点县（区），采取约谈等方式督促做好

整改。同时，指导试点县（区）及时总结建设经验，努力

形成亮点特色，畅通基层群众参与渠道，通过新闻媒体

等多种渠道宣传试点成效，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水美

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在财政部、水利部的关心支持下，江苏省 3 个试点

县（区）2020 年度顺利完成项目投资 10.7 亿元，并且在

财政部、水利部开展的年度实施情况评估核查中均被

确定为优秀等级。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的实

施，恢复和提升了受益区农村河网水系自然连通和引

排能力，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建成了一批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水美乡村，增强了沿河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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