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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多措并举加快推进
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市水利局组织精干力量，切实强化措施，加大力度推进
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用足用好金融政策，加大农建资金投入。 市水利局出
台了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水利建设实施办法》，确
保社会投资主体享受与国有、 集体投资同等的政策待遇，
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水利建设。 邹城市结合灌区改造推
出了湖水东调灌区高效节水灌溉 PPP 项目，采取竞争性磋
商方式选择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
采取 BOT 运作方式进行运作，总投资 1.91 亿元，其中吸
引社会资金 1.7 亿元，灌溉形式为“总提水站 + 干支渠 +
泵站 +PVC 管道 + 给水栓（移动水表）”，在扩大灌溉面
积同时大大节约水资源。 嘉祥县抓住国开行、农发行大力
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 申请贷款 6.3 亿元用于城
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下步由山东公用集团公司和县政
府共同成立 SPV 项目公司，采用 PPP 模式，共同投资城乡
供水一体化建设。 梁山县为破解城乡一体化工程建设资金
短缺的问题，积极争取商业银行部门的支持，目前争取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资本金 6540 万元， 同时县城建投
正在与渤海证券公司商谈有关融资事宜，12 月初将到位资
金 1 亿元。

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努力创建精品民心工程。 对重点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采取了社会公示制，邀请用水户全程参
与工程建设，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工程类
型及处数、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投资、受益范围等。 大力推行
用水户全过程参与的模式，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充分征求用水
户的意见，施工过程中邀请威望高的村民代表参与工程建设
的监督，力争把工程建设成精品工程、民心工程。

大力推进管护改革，确保工程良性运转。我市在全省率
先出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管理办法》，明确管护主体
和责任。 市财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田水
利设施的维修养护。积极推广财政购买服务做法，建立高效
及时的维护管理机制。 邹城市通过竞标选取两家具有水利
资质的企业，对小农水设施定期维护、保养和应急维修。 鱼
台县老砦镇政府优选兴水农业灌排服务中心作为全镇小农
水工程的管护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用水户协会，
灌排服务中心为用水户协会输水配水， 用水户协会负责支
渠以下田间工程的管护及向各用水户提供配水服务， 各自
的责任得到落实。

严格评比奖惩， 激励各方积极参与。 市财政每年拿出
50 万元，对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显著的县市区给予
5 至 20 万元的资金奖励，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表扬。 为鼓
励当地群众积极参与工程建设与管护，邹城市每年拿出 15
万元，用于对严格按照规范新成立的协会一次性给予 2000
元奖励，根据协会运行年度考核结果，对优秀、良好、合格等
级的协会分别给予 1000 至 5000 元的奖励。兖州区每年对
镇、村的小农水设施维护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比，根据评比
结果确定补助标准。 通讯员 贾晓冬 刘效雨

坚持生态优先 搞好五个结合

我市水土保持工作特色突出成效明显
济宁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地处鲁西南腹

地，独特的地形地貌，赋予了济宁良好的自然生
态禀赋。但因水文地质条件、人为活动等原因导
致水土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建国以来，历届济
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带领群
众坚持不懈地开展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
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济宁这个中心， 牢固树立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在生态建设强基固
本作用， 将水土保持工作与精准扶贫、 美丽乡
村、海绵城市、生态水系、生产建设项目建设相
结合，水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如今
济宁大地到处呈现出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
美丽景色。

抓好水土保持与精准扶贫相结合。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怎样让穷山恶水变成绿水青
山？又怎样让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我市在
多年的治山治水实践中，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
探索， 走出一条水土保持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
成功路子。

泗水县的南仲都村因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群众广种薄收， 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近年
来，南仲都村在水利等有关部门大力扶持下，依
据山区优势，积极开展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按照
“山顶松柏戴帽， 中间果树缠腰， 山沟层层拦
蓄，山下高效农业，村里综合整治”的发展模
式，共营造水保林 1200 亩，种植桃树等经济林
900 余亩，林草覆盖率达 85%；建设拦蓄工程
12 处，拦蓄地表水近 10 万方，建设冬暖式大棚
71 个，种植草莓、油桃、火龙果等名优特品种，
每个大棚年均收益 5 万元以上。 村中 23 个贫
困户参与分红并可进社打工。 贫困户年可分红
5000 元、 打工人员年可增加收入 6000 元，使
村里的贫困户普遍脱贫致富。“十二五”以来，
全市共综合治理小流域 168 条，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311 平方公里，完成投资 4.7 亿多元。通过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年减少土壤流失量 190 万
吨，年可增加蓄水量 2000 多万方，治理区群众
年人均收入增加近 1000 元，受益人口达 85 万
人。

抓好水土保持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过
去的农村，往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雨天踩泥窝，
晴天尘土飞，污水满街流。 为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环境， 我市采取将生态清洁小流域与美丽乡
村建设有机结合方式。 邹城市香城镇石鼓墩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秉承水土保持新理念，在农
村水系整治方面，坚持村里村外相沟通，村南的
丝弦河通过清淤、建坝、栽水草，成了小湿地，村
内生活污水引入湿地后， 解决了农村污水处理
老大难的问题。 村东的丝弦湖，经过清淤扩容，
生态护岸、绿化美化，成了村里的可靠水源地，
村内排洪沟引入水库后， 既解决了村内排水问
题，又增加了水库的水源。 如今“梦回乡音，缤
纷石鼓”的石鼓墩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
特色村。

我市将水土保持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让许多昔日又脏又乱的旧乡村，变成了“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城里人向往
的新农村。

抓好水土保持与海绵城市建设相结合。 昔
日金乡县城留给人的印象是“小、乱、脏”。近年
来， 金乡县把水土保持理念深深地融入城市建
设和管理中，因地制宜的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在
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的
实现雨水在城区的自然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
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实施了“五
河九湖”治理工程。 同时，积极推进公共用地使
用植草砖、 透水砖、 透水路面等透水性铺装工

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

邹邹东东山山区区山山青青水水秀秀。。

1、水土流失的形成及危害
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土壤和水

分。 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由于不利的自然因素和
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造成地面的水和土离开原来
的位置，流失到较低的地方，再经过坡面、沟壑，汇集到
江河河道内去，这种现象称为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的危害：导致土地退化，耕地减少，可利
用土地丧失，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导致江河湖库淤积，
加剧洪涝灾害，对我国防洪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水源涵
养能力下降，加剧干旱缺水，影响水资源开发利用，威
胁饮水安全。 恶化生存环境，加重面源污染，影响国家
生态安全。 水土流失是山丘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
约因素之一，加剧贫困。

2、水土保持的概念
水土保持是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

用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工程、植物和耕作
等技术措施与管理措施的总称。

工程措施：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
资源而修筑的各项工程设施， 包括治坡工程 (各类梯
田、台地、水平沟、鱼鳞坑等)、治沟工程(如淤地坝、拦
沙坝、谷坊、沟头防护等)和小型水利工程(如水池、水
窖、排水系统和灌溉系统等)。

生物措施：为防治水土流失，保护与合理利用水土
资源，采取造林种草及管护的方法，增加植被覆盖率，
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的一种水土保持措施， 又称植
物措施。 主要包括造林、种草和封山育林、育草;保土蓄
水，改良土壤，增强土壤有机质抗蚀力等方法的措施。

耕作措施：以改变坡面微小地形，增加植被覆盖或
增强土壤有机质抗蚀力等方法，保土蓄水，改良土壤，
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措施。如等高耕作、等高带状间
作、沟垄耕作少耕、免耕等。

3、水土保持为什么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1993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

强调：“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我
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

为进行国民经济建设，保证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国家制定了有重大影响、需要长期坚持不变的政策，称
为基本国策。水土保持就是国家制定的、对全国人民当
前和长远都有重大影响、需要长期坚持不变的政策。所
以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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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既涵养了水源，又滋润了万物。 今日的金乡
县城城水相依、步步皆诗意、处处是美景，令人
刮目相看。

金乡县水土保持与海绵城市建设结合是我
市海绵城市建设的缩影。 我市在海绵城市创建
过程中，运用水土保持新理念，在城市建设中采
取植树种草、涵养水源、降水蓄渗等措施，充分
利用雨洪水资源，提高生态系统功能。在已建成
的居住小区、公园、绿地、道路、下凹式立交桥及
其他人口密集、 地势低洼场所等区域建设雨水
控制与利用工程。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生产建设
项目，引导建设单位的建设集雨式绿地、透水铺
装、雨水集蓄利用等设施，对公共停车场、人行
道、步行街和休闲广场、室外庭院等场所进行透
水铺装， 有效控制地表径流， 充分利用雨水资
源。 目前全市海绵城市创建工作初见成效。

抓好水土保持与生态水系建设相结合。 水
土保持是江河治理的根本性措施。 一些水利工
程，在规划建设时，往往只注重主体工程，而水
土保持投资常常落实不到位， 造成工程完工之
日就是水土流失之时， 许多新建堤坝岸坡经雨
水冲刷产生的雨淋沟密布，泥沙就地淤积，大大
影响了工程安全、效益和美观。我市在加强河湖
流域范围内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同时， 加大河
湖自身水土流失防治力度，将开挖、疏浚、筑堤
与堤岸生态护坡措施相结合，通过植树种草、恢
复植被、建设湿地等措施，建设生态水系。

“十二五”以来，对洸府河、蓼沟河、小沂河
等 21 条总长度超 160 余公里的河道进行综合
生态治理、绿化美化，“水土保持一条河”随处
可见。 目前全市建设的生态水系已有 7 个被评
定为国家水利风景区，17 个被评定为山东省水
利风景区。

抓好水土保持与生产建设项目建设相结
合。 防治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是水土
保持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难啃的“硬骨
头”。 一些生产建设单位为赶进度、省资金，在
生产建设中，不注重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乱
采乱挖、乱堆乱放，造成的“渣土随意丢、雨水
白白流，杂草丛生没看头”现象特别严重。 为减
少开发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我市
坚持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的新时期水土保持工
作方针，依法行政，督导生产建设单位按照水土
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原则。 在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过程中，坚持便民、高效、务实原则，对项
目建设单位报送的送审稿一般三天内完成审
查。在审查中，水保专家积极为生产建设单位献
言献策，优化方案，提出了许多护土保水的“金
点子”，绿化美化的“好主意”。 对符合编制要
求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及时办
理，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已成为生产建设项目实
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双赢的“助推器”。同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使大批水土保持生态文明
工程不断涌现。

唐口煤矿是一家年产 500 万吨的煤炭企
业，在建设运行中，秉承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
新理念：对矸石有效拦挡，高效利用；结合矿区
建设，打造“矿区生态一条河”，将矿井水、地表
水高效集蓄利用。如今河内鱼儿戏水，河岸杨柳
依依，矿区内有花、有树、有果，成了一座大花
园，2012 年唐口煤矿被评为“中国最美矿山”。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为奋力走在前列，实现
全面转型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作为助推美丽生态济宁建设的水土保持工作任
重而道远，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征程中，全市水利
系统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一定要让我市的
水土保持工作更上一层楼， 为建设生态美丽济
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讯员 张永华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

水水土土保保持持小小常常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