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水利”惠及“大民生”
——高邮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经验及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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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麦收季节，位于我市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项目区内的三垛镇耿庭村数百亩小麦喜
获丰收。该村村民陆万荣满怀欣喜地告诉记者，
自项目区实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来，村里的
农田水利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上田的灌溉用
水不仅速度快，而且灌溉效果好。此外，实行新
的农业水价计算方法后，他家的责任田所缴纳
的水费也较以前少了 30元 /亩左右。

市水利局副局长李江安告诉记者，我市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而且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利用
率，节约了水资源。主要表现为“四减四增”：减少
了用水数量，增强了用水保障；减少了生产成本，
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污染排放，增色了农村
环境；减少了用水矛盾，增进了干群关系，实现了

“小水利”惠及“大民生”。
“有了这张卡，该交多少水费扳着指头

都能算出来”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制度，加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启
用，我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管理面临着许
多新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既是国家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相关要求，更是我市促进农业节水和农
田水利设施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

试点过程中，我市首先根据省里分配
的用水指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情特点，
进行初始水权分配，为水价改革打下坚实
基础。同时，根据不同的地形，选择菱塘、送
桥、甘垛（横泾）、三垛（司徒）4个项目区进
行项目建设，分不同灌溉类型，通过研究不
同区域的农业水价改革模式，形成科学合
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在改革试点区内，市有关职能部门通
过进一步细化分解用水指标，以最小单元
明晰农业水权，明确每亩用水定额。同时，
向试点项目区内的农民用水户协会颁发
农业水权证书，协会再将用水量计划分配
到每个会员，并发放“水量分配卡”，卡上分
别注明种植面积、养殖面积和用水量等数
据指标。

为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市水利
部门与扬州大学联合开展试点区农业水价测算
及形成机制课题研究，为制定分类水价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两部
制”水价的出台提供了定价依据。期间，市水利局
与扬州大学共同撰写的《高邮市农业供水计量与
动态终端水价研究》《基于交叉影响法的农业水
价改革联动效应研究》等相关论文先后被《中国
水利》《江苏水利》等专业杂志刊发。试点取得的
成效与经验，为全省乃至全国类似地区农业水价
改革提供了可借鉴参考的模式与做法。

在此基础上，我市试点项目区初步形成了
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即：粮食作物执行全
成本计量水价，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

执行全成本适当盈利计量水价。试点区各协会
的粮食作物平均水价为 0.102元 /m3、经济作物
0.107元/m3、水产养殖0.112元/m3。同时实行超
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分为用水量≦105%用水定
额、105%﹤用水量≦110%以及用水量﹥110%等
3个量级，分别确定水价比例为1:2:3。

“以前水费收取不透明，总让人不放心；现
在有了水量分配卡，我们家的地该交多少水费，
扳着指头自己都能算出来。”三垛镇耿庭村用水
户协会会员陆万荣说。

“解决了水利设施无人管、无钱管、无
法管的难题”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
要建立和完善田间水利工程管护新机制。为给
广大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用水环境，2014年，
我市在里下河圩区的三垛、甘垛镇投入 1600多
万元，更新改造灌排泵站 21座、引排涵闸 2座，

新建田间衬砌渠道 26.78公里，配套桥、涵、
闸、洞等田间建筑物 2375座，修筑田间生产路
3.4公里、水泥路 0.4公里、排水沟及土堤路 4.
1公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水利部门推广
应用了多项水利实用新技术和适用新型专利
产品。

与此同时，市水利部门积极引导各地成立
“农民用水户协会”，通过农民自治组织对农田
水利设施实行“自我管理”，并为农户提供公平、
优质、高效的灌排服务。为规范“农民用水户协
会”运作，市政府还专门出台了《高邮市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细则》，为农民参与水价协商与
执行、工程建设与管护、民主议事与管理提供组
织保障。《细则》明确，试点区内村级河道、末级
渠道及配套建筑物的所有权明确归各行政村；
工程的管理权、使用权归各农民用水户协会，由

其履行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使用权利。
在试点区内，除了纳入“五位一体”管护范围

的水利工程外，其他小型田间水利设施均由当
地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管理。市水利部门与各
用水户协会分别签订管理责任书，明确管护范
围、管护标准及管护职责，管护经费在执行的全
成本水价中提取，参与管理人员也可获得一定的
误工补贴。

通过 2013年、2014年两个年度的运行，送
桥、菱塘、三垛、甘垛 4个乡镇的农民用水户协
会在充分发挥其主体职能的同时，极大地调动
了会员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无论是对水利设施
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和进度，还是对相关设施的
日常使用和养护，会员们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
关注。

“以前一到打水的时候，就会发生打水不及
时、个别田块打不足等现象；现在由农民用水户

协会组织用水管理，协调用水矛盾，同时对田间
工程进行管理和维修，让我们省了不少心。我们
村四组新的固定灌溉泵站投入使用后，替代了
原来的四条流动泵船，不仅节约了燃料费、人工
费等，还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采访中，三垛镇
耿庭村农民用水户协会负责人说，此次水价改革
基本解决了农田水利设施长期“无人管、无钱管、
无法管”的老大难问题。

“负担不增加，节水有奖励，这项改
革政策好！”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目标就是在保证农民
基本用水需求的同时，建立多用水多花钱、少用
水有奖励的机制，既不在总体上增加农民负担，
又促进节约用水。

为增强社会各界的节约用水意识，我市在
加大节约用水宣传力度的同时，还大力推广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与此同时，我市充分发挥
水价杠杆的作用，在试点区内通过计量手段的
运用，增强农民用水成本意识。具体操作方法以
一座固定灌溉泵站控制范围作为单个计量单元
（灌溉面积一般在 200~300亩耕地），在灌溉泵
站出水管安装具有较高精度的电磁流量计，用
于计量取水总量；在每个斗渠分水口砌筑文丘
里量水槽、三角堰量水槽等量水设施，用于测量
分水量，而后再平摊至每块田，从而为推广按方
收费提供了数据支持。

为不增加试点区农民负担，我市在对种植
粮食的农民、农民用水户协会及新型经济合作
组织执行全成本水价过程中，比对现状执行水
价，对超出的部分给予补贴。为此，市级财政拨
出专项资金，用于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如果一
位农户家有 4亩粮田，定额用水指标 700m3/

亩，根据市物价、水利部门出台的水价综
合改革试点区指导价格通知，水价为 0.
102元 /m3，其理论水费每亩为 71.4元；而
根据其水价承受能力和执行水价差额情
况，如果过去每亩提水费用只需 60元，则
该户可享受精准补贴每亩 11.4元，实际每
亩只需支付 60元水费。

与此同时，对于没有用完额定用水指
标的用水户，市级财政同样拨出专项资金
进行节水奖励，奖励金额按节约的用水量
乘以奖励标准计算（分为节水量≦5%用水
指标、5%﹤节水量≦10%以及节水量﹥
10%等 3个量级，分别按全成本水价的 0.5:
1:2进行奖励）。为此，市财政和水利部门专
门印发了《高邮市农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农业节水奖励基金筹集、使用与管理办
法》，明确了资金筹集、奖励对象、奖励标
准、奖励考核以及资金使用管理。

“水价改革后，我们灌溉用水负担不但
没有增加，而且还获得一笔节水奖励金，这
样的改革没有理由不支持。”三垛镇耿庭村
农民用水户协会会员唐本高如是说。

市水利局水改办负责人告诉记者，通
过两年的水价改革试点，项目区内每亩田

节水量超过 150m3，每年可节约用水 300万 m3；
原来每亩提水费从100元降到了现在的70元左
右。同时，减少了农田排水量，减少了化肥、农药
的流失，对改善区域水环境大有益处，能够实现

“节水减排”的目标。
日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

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 >的通知》，要求
各地要围绕改革总体目标，在省级人民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按照用十年左右时间完成改革任
务的总体要求，如期实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目
标。李江安表示，“我市是江苏省两个试点先行县
市之一，下一步，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进一步加大推广应用力度，力争通过5年左右时
间，率先实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目标任务。”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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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是全国 80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县之一。自 2013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试点以来，我市在充分调查研究、试点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项目区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实现了农业节水、农民减负的双赢目标。近期，《农民日报》、人民网、《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群众》杂志社、《江苏经济
报》等多家省内外媒体，对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水利工程产权证发放仪式 用水户协会培训班

新建设的灌溉泵站

水利部农水司副司长顾斌杰来邮调查农业水价改革 省水利厅财政厅相关领导来邮调研农业水价改革 主流媒体报道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做法和经验

农民用水户协会成立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