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政办发 暡2016暢42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2016年全国农田水利改革现场会议以及全省水

利改革发展工作会议暨冬春农田水利建设现场会议精神,进一步

加快推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的意见》(云政办发 暡2015暢98

号)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意见》 (云政办发 暡2015暢70号)要

求,结合2016年工作实际,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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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目标

在我省农田水利建设领域全面推广改革试点经验,加快建立

与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跨越发展相适应的农田水利投

入、建设、运营、管理体制机制,整合实施一批发展改革、水

利、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扶贫、烟草等部门涉及的农田水利

项目。全面实行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的建设模式,小型农田

水利项目建设管理 “先建后补、民办公助暠模式初步建立,农业

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全面建立,合理的水价机制基

本形成。积极推进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的范围、程度大幅提升,多方共赢的长效运

行机制基本形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农田水利

工程逐步实现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

二、主要任务

针对农田水利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立足各地实际,分

区域、有重点地推广试点经验,全面实施 “先建机制、后建工

程暠的建设模式,增强经验推广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一)坝区。以大中型灌区建设为主推进农田水利设施配套

完善,因地制宜推广初始水权分配、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社会

资本参与、节水激励和精准补贴、群众全程参与、落实工程管护

等6项机制,加快解决灌区农田水利 “最后一公里暠问题,推进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二)山区。以小型灌区和 “五小水利暠工程为主推进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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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设施配套完善,因地制宜推广初始水权分配、合理的农业水

价形成、社会资本参与、节水激励和精准补贴、群众全程参与、

落实工程管护等6项机制,加快山区水利扶贫开发进程,着力提

高山区供水保障水平,着力增强山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确保山

区农田水利工程长效运行。

(三)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和高原湖泊区。全面推进农业高效

节水减排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广初始水权分配、合理的农业水

价形成、社会资本参与、节水激励和精准补贴、群众全程参与、

落实工程管护、构建节水减排合同管理等7项机制,破解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难题,确保水源地水质安全达标、水源区得到良好保

护,九大高原湖泊尤其是洱海、滇池、抚仙湖3大重点湖泊径流

区保护和治理工作顺利推进。

三、2016年工作重点

争取投入资金38亿元,实施高效节水项目186个、小型农

田水利重点县项目62个、山区水利整村推进项目18个,使全省

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80万亩以上,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50万

亩以上,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6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达到0灡45以上。

(一)重点项目

1灡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争取完成投资22亿元,通过实施

186个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6万亩,在

高效节水灌溉区域内实现社会资本全面参与工程运营和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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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解决农田水利 “最后一公里暠问题。

2灡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和山区水利整村推进项目。争取完

成年投资16亿元,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62个,山区水

利整村 (乡)推进项目18个,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机制

全面建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逐步实现建得成、管得好、长受

益。

3灡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先建后补、民办公助暠改革试点。

2016年,在陆良、开远、弥勒、西畴、昌宁等5个县、市全面

探索开展 “先建后补、民办公助暠小型农田水利项目试点,并探

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一是以农民民主决策、自愿出

资出劳为前提,以统一规划为依托,以加强组织动员为纽带,使

政府投入和农民筹资筹劳相结合,共同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

设。二是突出农民是项目的直接受益主体、自愿出资出劳主体和

建设管理监督主体,以农民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利益最直

接的支农项目为切入点,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推行民办公

助。三是以村为单元,在乡镇引入竞争立项机制,对项目方案、

机制创新、保障措施、项目管理、资金整合、资金监管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尤其是对农民积极性高、基础工作扎实、基层组织

得力的地方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优先给予支农项目资金支持。

(二)重点区域

1灡楚雄元谋、永仁区域。以元谋大型灌区为核心,以发展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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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4万亩以上。

2灡红河建水、石屏、弥勒区域。以建水县跃进灌区、石屏

县石建灌区、弥勒市弥阳灌区为核心,以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

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社会资本,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5万亩以上。

3灡玉溪澄江区域。以抚仙湖径流区为核心,以削减农业面

源污染、促进抚仙湖保护、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社会资本,重点构建节水减排合同

管理机制,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4灡5万亩以上,农药、化肥等

污染物减排率达到15%以上。

4灡曲靖区域。以陆良、沾益等灌区为核心,以发展高原特

色现代农业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社会资

本,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9万亩以上。

5灡大理洱海、宾川区域。以洱海、宾川大型灌区为核心,

以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促进洱海保护、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

境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社会资本,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万亩以上,农药、化肥等污染物减排率达到

15%以上。

6灡昆明阳宗海、西山区域。以阳宗海、西山区域为核心,

以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

引入社会资本,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灡8万亩以上。

7灡保山隆阳区域。以隆阳灌区 (潞江坝)为核心,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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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

社会资本,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灡7万亩以上。

8灡文山丘北、平远区域。以丘北、平远灌区为核心,以发

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

入社会资本,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万亩以上。

9灡临沧耿马区域。以耿马灌区为核心,以发展高原特色现

代农业为重点,通过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暠,引入社会资本,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万亩以上。

四、工作措施

(一)制定工作方案

一是结合云南省2016年农田水利改革项目清单 (由省水利

厅另文下发),各州、市分别制定2016年项目推广计划,并于

2016年5月20日前报省水利厅备案。计划方案要量化到项目,

明确目标任务,确定时间节点,落实主体责任。二是各州、市分

别制定推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和深化农田水利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并于2016年5月30日前报省水利厅

备案。

(二)建立工作机制

一是省农田水利建设领导小组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农田水利改

革试点经验推广协调机制,定期研究推进农田水利改革事项,协

调解决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各州、市、县、区也要逐

级建立完善相应机制,确保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工作顺利进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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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县级政府在农田水利项目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突出县级农

田水利规划的指导作用,科学整合各方资金项目,规模推进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三是各县、市、区在科学整合水利、发展改革、

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扶贫、烟草等部门涉及农田水利建设项

目的基础上,于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县级农田水利建设 “十

三五暠规划编制工作,提出项目清单、细化分解责任、明确资金

来源、确定完成时限。

(三)明确责任分工

省水利厅:牵头做好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统筹组织工作,负责

指导、检查、督促全省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工作,确保农

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各项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农田水利建设 “十

三五暠规划有效落实。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出台全省农业综合水价改革政策,

负责本系统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的机制建立和试点经验推广工

作。

省财政厅:负责筹措中央和省财政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配合

指导社会资本参与机制、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机制建立,负责本

系统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机制建立和试点经验推广工作。

省国土资源厅:负责本系统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机制建立和

试点经验推广工作。

省环境保护厅:配合做好节水减排合同管理机制试点经验推

广工作。

—7—



省农业厅:负责本系统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机制建立和试点

经验推广工作;对照2016年农田水利改革项目清单,6月30日

前提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清单,及时启动实施相关产业发展

工作。

省质监局:配合做好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机制的推广工作。

省扶贫办:负责本系统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机制建立和试点

经验推广工作。

省烟草公司:负责本系统实施的农田水利项目机制建立和试

点经验推广工作。

各州、市人民政府:负责行政区域内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

的全面推广落实工作。

(四)做好前期工作

各地、有关部门在农田水利项目前期方案编制中,要与发展

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和脱贫攻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按照 “先建机

制、后建工程暠的原则,切实把好机制建设关,项目机制方案审

定后方可进行工程方案的审批,确保改革试点经验推广落到实

处。

(五)强化检查考核

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把全面推进农田水利改革工作纳

入年度综合考评范围,加强督促指导,加强考核结果运用,将其

作为下一年度农田水利改革项目资金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2016

年12月,由省政府督查室牵头、省水利厅配合,对各州、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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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推进农田水利改革工作情况进行督查督办。

(六)加强宣传培训

各地、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农田水利改革的政策解读、经验

总结、舆论引导,形成全社会关心、关注和参与农田水利改革的

良好氛围。各州、市、县、区要切实加强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培训

工作,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扎实打好推广农田水利改革试点经验

工作基础。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4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9—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

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滇中新区管委会。

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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