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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视察宁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保障水

安全，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大力推进以农业节水为主的

各行业节水，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为重点，以创新体制

机制为动力，完善节水奖补机制，加快构建政府主导与

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水价形成机制，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

向节约集约转变，促进水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将农

业、工业节约下来的水指标优先用于发展生态产业，为

沙坡头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二、总体目标

根据《2020 年中卫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卫水发〔2020〕44 号）下达沙坡头区的年度工作任务。

到 2025 年，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完善，水权制度、水价机

制、现代农业节水制度等健全，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

水奖励机制建立完善。

三、推进方案

1. 加快灌区节水工程建设

①加快推进骨干节水改造工程与农田节水工程建设。

加快推进骨干节水改造工程，通过实施现代化生态灌区

建设项目，加快构建现代水网体系，补齐工程短板，提

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着力夯实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效率。

②加快取用水计量设施改造。加快完善干渠引水口

和大断面测水远程信息化测控设施，优先开展引黄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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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渠直开口计量设施配套建设，实现干渠直开口先进计

量设施全覆盖。安装测控一体化闸门，加强运行管理，

推进精准测流、数据实时应用。高效节水灌溉片区、机

井灌区逐步实现智能计量，建立完善运行维护及水量结

算制度。末级渠系根据灌溉模式、供水条件、管理方式

等科学划分计量单元，合理设置计量设施。

2. 完善农业水权制度

①加强取水总量控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加快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严格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建立县域水资源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统筹协调生

活、生产、生态用水，优化配置黄河水、地表水、地下

水和非常规水源，强化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以节水支撑

区域新增用水需求。

②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及用水定额管理。沙坡头

区已完成以乡镇、机关单位、个体用水户为主体的初始

水权分配、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并颁发了确权

证书。

3. 强化农业用水管理

①大力开展农业用水领跑行动。探索“互联网 + 农

业灌溉”模式，实现农业取、用水管理及水费收缴信息

化。落实水量水费信息公开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②强化水利工程管护。各乡镇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管理的主体责任者，进一步强化灌区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主体责任，灌区各乡镇必须在民政部门或工商部门注册

成立镇级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负责辖区内农业灌溉管理、

小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水费征收等涉水事务管理和协

调；所辖各行政村采取“村委会 + 用水小组”模式管理

涉水事务，用水小组成员（包括支渠长）由村民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由乡镇人民政府聘用或授权镇农民用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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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聘用并签订农村涉水事务管理协议。在巩固小型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健全完善基层水

利服务体系，落实管理机构、人员和维修养护资金，加

强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和维修养护。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开启水利基础设施市场化、专业化管

理模式，破解重建轻管等问题，推进投、建管、服一体

化管理模式。

③严禁超采地下水，合理保护地下水资源。取用

地下水灌溉采取计量到井、计量到户管理，超计划（定

额）取用的水量。

4. 分级分类推进农业水价调整

农业用水价格由干渠供水价格、末级渠系供水价

格构成。骨干工程继续执行现行水价，工程日常运行维

护继续实行“收支两条线”政策。加快推进末级渠系水

价调整，并按照“不增加农民负担、分步调整、逐步到

位”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具体的末级渠系

水价调整方案。

①自流灌区定额内水价：

沙 坡 头 南 北 干 渠 灌 域：2021 年 — 2024 年 执 行

0.085 元 /m3，其中：骨干渠道供水价格 0.06 元 /m3，末级

渠系供水价格 0.025 元 /m3；2025 年执行 0.128 元 /m3，其

中：骨干渠道供水价格 0.088 元 /m3，末级渠系供水价格

0.04 元 /m3。

七星渠灌域：末级渠系供水价格 0.04 元 /m3。

②扬黄灌区定额内水价：

南山台扬水灌区：2021年—2024年执行0.358元/m3，

其中：渠道原水供水价格 0.088 元 /m3，骨干渠道供水价

格 0.234 元 /m3，末级渠系供水价格 0.036 元 /m3；2025 年

执行 0.518 元 /m3，其中：渠道原水供水价格 0.088 元 /m3， 

骨 干 渠 道 供 水 价 格 0.394 元 /m3， 末 级 渠 系 供 水 价 格

0.036 元 /m3。

康乐泵站：2021 年起执行 1.08 元 /m3，其中：骨干渠

道供水价格 0.86 元 /m3（从二泵站到蓄水池进口），末级

渠系供水价格 0.22 元 /m3（从蓄水池出口到田间）。

③碱碱湖泵站：2021 年起执行 0.27 元 /m3，其中：

骨 干 渠 道 供 水 价 格 0.234 元 /m3， 末 级 渠 系 供 水 价 格

0.036 元 /m3。

④固海扬水灌域：末级渠系供水价格 0.036 元 /m3。

5. 全面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落实《宁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相关规定，

对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加价，超定额用水20%以下部分加

1倍收费，超定额用水20%（含20%）不足40%的部分加

2倍收费，超定额用水40%及以上的部分加3倍收费。

6. 强化农业节水措施

①构建新型农业用水格局。引黄自流灌区适度调减

水稻等高耗水作物面积，扬黄灌区和库井灌区适度调减

籽粒玉米面积，构建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新型农业需水用

水格局。

②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和措施。按照“以

水带肥、以肥促水、因水施肥、水肥耦合”的技术路径，

大力发展喷灌、滴灌、管灌、交替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集成推广水肥药一体化技术，积极推广农机农艺相结合

的深松整地、覆膜保墒、增施有机肥及合理施用生物抗旱

剂、土壤保水剂等技术，有效利用天然降水。开展农业节

水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用水技术水平。

7. 建立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①实行精准补贴。在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基

础上，建立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相匹配

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在发挥水价促进节水杠杆

作用的同时，确保总体不增加农户定额内用水水费支

出，保障农户合理用水权益。对于未实际灌溉、农业

用水超出定额的不予补贴。针对在高效节水灌区种植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的农户，要对购置喷灌、滴灌、

管灌等设施及运行维护给予相应补贴，调动农户节水

灌溉的积极性。

②实施节水奖励。建立易于操作、用户普遍接受的

奖励机制，对积极推广应用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调整

种植结构并取得明显节水成效的农业用水主体给予奖励，

重点奖励农业用水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

大户等。对于未发生实际灌溉、因种植面积缩减或者转

产等非节水因素引起的用水量下降，不予奖励。奖励标

准主要考虑节水示范作用、影响效应等因素。在示范作

用方面，对高效节水工程运行管理、节水技术推广、节

水作物种植等方面发挥积极示范作用的农业用水合作组

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年度节水量达到用水定额 10%

以上的，给予适当奖励。在影响效应方面，对积极参与

节水工程建设、引导群众节水、参与管理、水权监管等

方面工作发挥良好效应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给予适当

奖励。

8. 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

扬黄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发展改革、财政、

水利、农业农村多个部门，应该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加强协同配合，综合施策。水利部门在履行好自身

职责的同时，当好政府参谋和助手，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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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间计量设施建设、末级渠系改造与骨干灌排工程衔

接方面，积极与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对接，配合发展改革

部门推动调整扬黄灌区农业水价，积极协调财政部门落

实奖补资金，保障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四、结语

综上所述，沙坡头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有效落实，

不仅可达到节水，保护水资源的目的，对于地区经济发

展与社会发展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重视对已经

获取的成果进行巩固与提升，强化协调管理，重视多渠

道资源整合，从而进一步推进沙坡头区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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