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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动因”：十六年红旗不倒

———沁阳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调查报告

本报记者 杨仕智

用全国水利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来形容沁阳

市一点都不为过。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沁阳，真

切地感受到这个“水利标兵”的八面威风。

十几年来， 该市坚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改

善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以省“红旗渠精神杯”

竞赛活动为动力

,

以节水灌溉、人畜饮水、防洪

除涝、灌区配套、水土保持等工程为重点，加大

投入上规模，精益求精出精品，连年开展大规模

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水利建设连续

16

年夺得

省“红旗渠精神杯”，荣获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先

进县市称号。

十几年来， 该市累计投入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近

6

亿元，农田旱涝保收面积由

26.4

万亩增加

到

33.8

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26

万亩

,

基本形

成了田成方、林成网、沟相通、路相连、旱能浇、

涝能排的农田水利建管新格局。

如今，该市水利设施完好率在

98％

以上，有

效灌溉面积已达到

42.5

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93%

，地埋管道、微灌、防渗渠道等各种形式的

节水工程覆盖面积达到

26

万亩， 年节水

5000

多

万立方米，全市基本实现了河灌区渠道硬化，井

灌区、贫水区地埋管道化，高效农业示范区、经

济林果园区喷灌、微灌的农业节水灌溉格局。

沁阳市水利建设工作缘何连续

16

年红旗不

倒？在大量调查采访后记者发现：主要有四大动

因。

动因一：

把“生命线”抓在手、不松手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16

年

来，沁阳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水利建设作为

本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抓在手、

不松手。

沁阳市专门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任政委，市

长任指挥长，水利、农业、林业、发改委、农业综合

开发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水利建设指挥部，加

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同时，各乡镇也成立

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一把手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水利建设任务落实到

位。该市实行了市级领导分包乡镇和指挥部成员

分包重点水利工程的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水利建

设和工程管理的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工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在每年冬春水利建设的关键时

期，由市委督查室和市政府督查室牵头，从水利、

农业、财政、林业等部门抽调专人，成立冬春水利

建设督导组，强化对水利建设的督导检查。

该市每年都要召开全市农田水利建设专题

会议，进行广泛发动，下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意见》， 确定年度目标任务和工作重

点。同时，通过会议、电视、宣传车、板

报等各种形式， 加强水利建设重要

性、水利建设先进典型的宣传，在全

市干群中树立“发展不息、治水不止”

的观念，调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大

兴水利的积极性。

市政府与各乡镇、指挥部与各成

员单位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将水利

建设任务层层分解， 确保做到任务

明确、责任到人，每年对水利工作先

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同时，

实行奖罚激励、以奖代补，对投入较

大的水利工程按比例给予资金补

助，激发全市上下大搞水利建设的热

情。

动因二：

多策并举，破解没钱办水利难题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来支

持。近年来，该市创新思路，勇于实践，探索出了

一条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农民自愿投入为基础、

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参与的多元化、 多渠道投入

水利建设的新路子。

该市大幅度增加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

设立了县乡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资金

专项预算。 市财政每年投入额度不低于

200

万

元， 乡镇财政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额度不

得低于

50

万元，办事处不得低于

20

万元。

自筹资金办水利是当前水利建设中最难突

破的瓶颈。该市解放思想，打破常规，不等不靠，

按照“谁建设、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

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积极拓展水利融资渠

道，广泛吸纳社会资金，鼓励采取独资、合资、股

份合作等形式兴办民营水利， 确保了全市各项

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去年以来，该市通过

BT

模式筹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沁北产业集聚

区工业供水工程资金

6100

余万元。

围绕全市农田水利发展规划， 该市以重大

专项资金为平台，通过政府主导、部门合作、水

利管理，使涉水资金相对集中使用，项目统筹安

排，有效解决了农田水利资金投入不足、管理分

散、效率不高的问题。 去年以来，该市先后利用

农业节水灌溉等项目资金集中联片推进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发展和改善节水灌溉面积

10

万亩，

改善除涝面积

8.5

万亩。

该市积极推进“水银合作”，成立市水投公

司，由市财政进行担保，争取银行信贷投放，解

决水利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去年，该市在农发行

贷款

1261

万元支持逍遥水库配套工程建设。

该市还制定完善了水利建设优惠政策，对

群众自筹资金建设的地埋管道、 硬化渠道分别

补助材料费的

30%

； 打配井每眼补助资金

3000

元；对大型机械清淤工程，市财政按每个台班费

1200

元予以补助。

动因三：

强力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北蓄、中截、南补、节水”是沁阳市治水的

八字方针。北部山丘区，以水土保持和节水工程

为主，大搞蓄水工程；中部通过兴建引水工程，

充分利用过境水；南部贫水区注重引水补源；全

面搞好节水工程。

在农田节水工程建设上， 该市坚持水田林

路电综合治理，集中成片规划开发建设，并突出

抓好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累计发展改善节水灌

溉面积

26

万亩。

在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上， 该市累计投入资

金

1.38

亿元，其中利用

BT

模式融资

5500

万元，解

决了全市

329

个行政村

38.29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

，在全省

108

个

县市中率先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村村通，提前

3

年实现了焦作市政府制定的“让人民群众彻底告

别吃水难，吃上放心水、安全水”的目标，彻底解决

了全市农民饮用高氟、苦咸、污染等水质问题。

在防洪除涝工程建设上， 该市投资近

4000

万元对八一、高圪塔、逍遥三座水库进行了除险

加固。 同时

,

根据防汛需要，集中开展了骨干排

涝河道开挖治理和低洼易涝区整治。 在工程建

设上，采取机械和人工开挖相结合、专业承包和

乡镇群众自建相结合的办法， 确保了全市防洪

除涝工程建设的高质量、高标准完成。

在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上， 该市坚持

治山与治水相结合、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

合、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尊重自然规

律，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水资源。 尤其在太行山

前万亩坡地整治过程中，通过打深水井、建蓄水

池、敷设节水管道，为当地群众发展高效农业提

供了有力的水利支持。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区、水

土保持治理区、 农户科技培训中心等功能区已

基本形成，水土流失防治与保护、科研示范、推

广服务、休闲观光功能全面得到提升。 今年，紫

陵水保科技示范园区被命名为 “河南省水土保

持科技示范园区”。

动因四：

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处

水利工程建设是基础，科学管理是关键。近

年来， 该市着力推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利

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推动工程水利、粗放水利向

资源水利、效益水利转变，使“福利水”、“大锅

水”向“商品水”、“市场水”转变。

在确保工程建好上下工夫。 在水利基本建

设中，该市既注重上规模、上水平、成方连片、综

合治理，还注重高标准、高质量，强化工程质量

管理措施的具体落实。在工程建设中，坚持质量

第一，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

理制、项目审计制和竣工验收制等五项制度，严

把设计关、建设质量关和工程验收关，确保工程

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处。

在确保工程管好上下工夫。为克服“只建不

管”或“重建轻管”倾向，提高工程完好率，该市

对所有建成的水利工程落实管护制度、 管护人

员和奖罚办法，努力延长工程使用寿命，走永续

利用之路。针对灌区农民重建轻管、灌溉效益低

等问题， 指导农民以村组为单位选举成立农民

用水者协会，实行有偿用水，变被动管理为主动

管理。目前，全市

13

个乡镇（办事处）均成立了水

利服务体系，共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

38

家，灌溉

面积

8

万余亩 ， 灌区亩次灌溉用水由过去的

200m

3

下降到现在的

120m

3

，节水率达

40%

，灌溉

周期由过去的

15~20

天缩短到

8~10

天。 同时，加

大了依法行政力度，完善了行政执法组织，使各

类水利设施得到了有效管护。

在确保工程用好上下工夫。 针对多数民营

水利投资者没有专业知识、 缺乏建设经验的实

际，该市水利部门无偿提供技术支持，从项目的

选定、审批、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全过程进行

全方位服务，大大促进了民营水利的发展，为农

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了坚实的水利保障。

博爱

上亿元打造民生水利

本报讯 （记者杨仕智） 时值初冬， 一个以民生

水利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正在博爱县展开。 该县

今冬明春将投入上亿元， 重点打造八大民生工程。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总投资为

516.4

万元， 将解

决西金城、 倒槐树、 官庄、 陈范村

4

个村

0.85

万

人及

0.3

万名在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资金主要

用于打井、 购买机井配套潜水泵、 压力罐、 消毒设

备， 敷设安装

PE

供水管道。

博爱自来水村村通工程， 已经在

13

个村全面

铺开 ， 资金筹集主要靠群众自筹 、 财政投资和

BT

模式。

1176.79

万元的总投资主要用于打井、 购

买机井配套潜水泵、 压力罐、 敷设安装

PE

供水管

道等项目。 工程完成后， 西张茹、 东碑、 西邱村

等

13

个树

2.675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将得到解

决。

博爱是小农水项目重点县， 本年度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项目区已在孝敬镇

16

个村实施， 可发展喷

灌、 微灌、 管灌高效节水面积

2.97

万亩， 新增排

涝面积

1.7

万亩， 整合资金建设规模

1.6

万亩。

涉及许良镇

4

个行政村的丹东灌区节水配套工

程， 总投资

1680

万元， 需维修防渗渠

1.56

万米，

建桥闸

24

座， 完成土石方

10

万立方米， 浇筑砼

1.58

万立方米。 目前， 项目区正在紧张施工， 项目

区完工后可改善灌溉面积

2

万亩。

北起下秦河， 南至鸿昌路， 全长

5.3

公里的蒋

沟河城区段治理工程， 将改造成一条景观河。 河宽

5

米， 平均深度

2.5

米， 河帮下部为毛石护砌， 上

部为条石护砌， 堤顶设青石护栏；

23

座过路桥为

石拱桥， 桥两端设仿汉白玉栏杆。

投资

477

万元幸福河北段治理工程， 其中人民

路往南至滨河路桥段河道长

1229

米， 清淤、 硬化、

设置挡水堰后， 形成水面景观， 水面以上部分设亲

水台阶和歩道

,

步道以上种植草皮， 进行绿化美化；

滨河路桥往南至群英街段河道长

436

米， 断面设计

为梯形， 水面以上种植草皮， 隔适当距离设挡水堰

和亲水台阶， 河道两岸种植国槐和白蜡树。

在全县

10

个小流域内的

6

个乡镇、

70

个村、

142

个自然村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

对城区内幸福河、 北横河、 人民路明渠、 运粮

河、 勒马河、 上秦河、 下秦河等

7

条河流和人民公

园、 双河公园进行水系规划。

截至目前， 沁阳市

329

个行政村

38.29

万人全部喝上了

安全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

，在全省

108

个县市中

率先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村村通。 沁 水 摄

8

2011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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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发明家”的尴尬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 赵小未

11

月

18

日上午， 记者冒着小雨来到武陟县大封镇东

唐郭村采访农民科研“狂人”牛以巴。一个没有围墙、没有堂

屋的院子， 牛以巴就坐在这个院子里唯一三间大的西屋门

口发呆。看到记者，牛以巴非常激动，赶紧让记者进屋里。他

很希望媒体能对他的科研成果进行报道， 以便引起相关部

门的重视，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个

10

瓦的节能灯，两个装粮食

的大缸、一个水缸和一套厨具占了一半空间，一张单人床、

一张三斗桌和一个柜子摆在另一边， 中间是一张方桌和两

把柳圈椅。 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

12

英寸的电视机，

这方便了他每天看新闻。房屋角落里还放了水桶和脸盆，接

着从屋顶漏下的雨水。

比起残破的家，妻子和女儿的出走，更让他心酸。“我今

年

57

岁，从

30

多岁就开始搞实验，研究磁性起源问题花了

10

多年时间， 可因为资金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从

1996

年

起，我又开始研究水流发电。其间投入

5

万余元资金和大量

时间，老婆不理解，就走了。 ”牛以巴无奈地说。 令他欣喜的

是，多年的研究，获得了国家两项水流发电装置专利证书。

他研发出的水流发电装置减少了空蚀，利用率达

90%

，比现

有的水流发电装置利用率高了一倍多。

“专利证书拿到手了，专家也说很不错，可就是没有企业采用，这

让我很揪心。 ”牛以巴说。 这一方面是因为制作这套设备的成本很高，

一般的研发项目组没有申请的条件；另一方面是水发电企业担心设备

制作搞砸了，就是不愿尝试改进技术。

中科院、水利部、科技部……牛以巴的电话号码簿上记录了很多

相关部门的电话，他不时去电询问，甚至亲自过去咨询，仅北京他一年

就要去四五次。为了省钱，每次去北京他都背着一壶水和一些干粮，以

减少花销。

研究成果出来了，可是应用到实际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乡邻们被

他那种搞科研的执著精神深深地感动着， 同时也对他的生活担心着。

他年轻时，还能出去打工挣点钱用于科研，可现在患有椎间盘突出病

的他也不能出去打工了。 儿子在外打工挣些钱给他寄回来，希望能替

自己积攒着，以备结婚时用，可他还是用在了研究上，现在儿子也不给

他寄钱了。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他，怎么能将科研进行下去呢？这是目前

牛以巴遇到的最大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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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以巴获得的专利证书。

隍

家门口那一小块菜地就是牛以巴主要的生活来源。

隗

向乡邻们展示自己的发明是牛以巴最开心的事。

隍

苦闷的牛以巴经常一个人蹲在门口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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