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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  分类施策聚焦三农  分类施策
助力四川农村水利高质量发展助力四川农村水利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财政厅

“十四五”以来，四川省财政厅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坚持系统谋划，强化财政支撑，聚焦农

业高质量发展、农民高品质生活、农村高水平建设，

助力四川农村水利高质量发展。

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灌溉一体化

以完善水网骨干动脉，打通保供兴灌连廊，盘

活水库塘坝枢纽为重点，全面构建四川现代水网体

系，大力支持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打造新

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一）立足增量抓“开源”。抢抓中央增发国债资

金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

历史机遇，省委省政府组建工作专班，专门负责增

发国债水利项目推进工作。2023 年，在已有规划基

础上，严把项目筛选、审核、申报关，成功争取国家

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 566 个，资金 253.3 亿元，涵

盖水库、灌区等重要农业灌溉项目和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堤防等防汛减灾项目，提升四川水源保障、灌

区供水能力和农业灌溉水平。

（二）立足盘活抓“挖潜”。四川现有的水利工

程多建于上世纪 60、70 年代，建设标准低、运行时

间长，普遍老化失修、病险问题突出。省财政厅多

渠道筹措资金，常态化开展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大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确保现有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十四五”以来，共筹措水利发展资金 33.58 亿元、预

算内投资 17.92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 23.24

亿元，支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347 座，重点山坪塘

整治 697 座，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52 个，新建整治

灌溉渠道 2798 公里。

（三）立足改革抓“增效”。牢固树立供水保灌

“一盘棋”思维，协同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和灌区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区域、流域、灌区、水

库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协同推进的“4+1”模式，初

步分配存量工程用水权到县到用途，全面推动增量

工程用水权和地方投资挂钩，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验收面积 3666.56 万亩，占改革总任务的 89.7%，

有效化解易受旱区用水矛盾。进一步理顺大型灌区

管理体制机制，研究制定大型灌区管理办法，推动

建立“省市县乡村联动、干支斗农毛互通”的灌区“大

水调”机制，实现水资源管理调度的精细化、精准化，

确保应种尽种、应灌尽灌，全省粮食生产连续 4 年稳

定在 700 亿斤以上。

聚焦农民高品质生活，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以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以乡村水务

百县建设行动为抓手，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发展，

确保农村群众喝上清洁安全水。

（一）注重引导筹资金。研究制定《四川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大水利投入

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

把贴息支出纳入乡村水务专项资金支持范围，鼓励

各地结合实际，通过债券、银行贷款等多种融资方

式加大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投入，在农村供水方面基

本形成了“省级激励、地方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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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机制。2021—2023 年，四川省通过中省专项转

移支付资金 11.3 亿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水务

建设 216.7 亿元，撬动比例达 1 ：19。

（二）以点带面促提升。印发《四川省乡村水务

百县建设行动方案》，用 5 年时间支持建设 100 个乡

村水务示范县，在县域内构建覆盖全域、城乡统筹、

等标同质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2021—2023 年，全

省 66 个示范县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 342 处，自来

水普及率达 91.4%、规模化供水率达 76.8%，改善生

活用水条件 1370 万人。同时，注重典型示范，打造

乡村水务样板县，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小型引调

水项目支持，获得 3 个试点县名额，乡村水务的示范

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三）创新机制优服务。聚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目标，依托乡村水务公司，积极推进“投、建、管、

运”一体化模式创新，实现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标

准化建设、市场化运行、专业化管理。截至目前，全

省 66 个示范县共成立乡村水务公司 74 家，按照社

会化、专业化模式运行，农村供水质量和服务水平

得到大幅提升。

聚焦农村高水平建设，打造水美乡村一体化

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系统治理，打造宜

居宜业水美乡村，让水旱从人、美景天成、村强民富。 

（一）规范管理强基础。研究制定水系连通及水

美乡村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幸福河湖建设总体工作

方案等一系列制度及管理文件，对目标任务、组织

实施、建设内容、资金管理、考核评定、工作保障等

各环节进行细化规范，通过建立科学严谨的评价指

标体系，为河湖保护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保障。

（二）多方投入建项目。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强

化财政资金统筹整合，聚集各类资源支持水系连通

及幸福河湖建设。截至目前，四川共争取中央资金

11.2 亿元，落实省级资金 0.6 亿元，统筹其他专项资

金 22.1 亿元，引导债券、银行融资及社会投入 7 亿

元，实施崇州市、米易县等 8 个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项目和绵阳市芙蓉溪幸福河湖试点项目。

（三）特色示范促发展。聚焦建设让人民满意的

幸福河湖，依托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和幸

福河湖试点，围绕环境整治、内涵品质、河湖生态、

河湖文化“四个提升”，持续打造宁静、整洁、舒适、

宜居的城乡风景线和幸福河湖“蜀水样板”，引领带

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提质增效，切实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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