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15〕45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郑州市2015—2016年度冬春农田

水利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郑州市2015—2016年度冬春农

田水利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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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15—2016年度冬春农田水利

建设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战略

部署,抓住冬春有利时机,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持续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结合我市

农田水利建设实际,特制定 《郑州市2015—2016年度冬春农田

水利建设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按照水利部关于全面深化

水利改革、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和民生水利工程建设的总体要

求,以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和民生水利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加

强领导,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增加投入,强化管理,广泛动员

全社会力量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加快构建大中小微并举、蓄引提

排并重的水利工程体系和完善的管理体系,为保障粮食安全、防

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以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

2015—2016年度我市冬春农田水利建设目标:今冬明春计

划投入资金37.83亿元,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30.1294万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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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旱涝保收面积4.455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9.6531万亩,

解决16.1384万农村居民和农村学校师生饮水问题,完成8个中

央支持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区域水质监测中心建设任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43.34平方公里。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和移民后期扶持

项目。加快实施农田水利现代化示范乡镇项目建设,实现 “智

能、节水、规模、增效”的现代化示范农田。强力推进郑州市全

域生态水系工程建设,实现都市区生态水系新突破。

三、实施重点

(一)全面完成国家、省、市规划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全年计划完成16.1384万农村居民和农村学校师生的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任务,总投资7954万元。其中,中央安排解决

“十二五”规划剩余11.0303万农村居民、1.3353万农村师生,

总投资5916万元;市财政安排解决3.7728万农村居民,总投资

2038万元。完成8个中央支持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区域水质监

测中心建设任务,总投资792万元。

(二)持续抓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抓好中央投资中牟县2015年度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2016

年3月底前完成投资2411.15万元。年底前完成投资2430万元,

实施郑州市本级投资的 “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努力推进小型水

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顺利开展,重点抓好新郑市梨河镇农田

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项目,完成投资

4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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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推进农田水利现代化示范乡镇项目建设

今冬明春重点抓好2014年度安排的中牟县狼城岗镇、新郑

市城关镇、登封市颖阳镇和荥阳市广武镇农田水利现代化示范乡

镇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943亿元。同时,做好2015年度安排

的荥阳市王村镇、新郑市新村镇和中牟县黄店镇农田水利现代化

示范乡镇项目实施方案的编制、批复及投资计划的下达工作,争

取年底前开工。

(四)积极实施列入国家抗旱规划项目和防汛抗旱应急度汛

工程

列入2014年国家抗旱规划项目力争11月底完工,完成投资

365万元;列入2015年国家抗旱规划项目,总投资575万元,

年底前完成工程量的80%。全面落实807万元各级防汛抗旱资

金,完成抗旱应急度汛工程建设。做好总投资1.38亿元的登封

市河门抗旱小水库水源工程前期工作,确保2016年2月份全面

开工。

同时,积极指导、协调县 (市)投资、引资建设的饮水水源

工程,重点推进新密市引水入密工程、新郑市新村镇第二水厂建

设项目和华南城专项供水工程,中牟县新城水厂工程、荥阳市罗

垌水厂的顺利实施。

(五)认真抓好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和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

施项目建设

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重点,完成省、市下达的水土保持项目

608.97万元治理任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3.34平方公里。抓

好山洪灾害调查评价、非工程措施补充完善、非工程措施各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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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补充完善等山洪灾害防治工作。

(六)着力抓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扫尾和验收

年底前完成国家水库除险加固规划重点工程扫尾及竣工验收

工作,同时,抓好新密市社会筹资建设的云岩宫水库改扩建工

程,完成投资6300万元。

(七)强力推进中小河流治理

年底前完成中央投资中牟县小清河河道治理工程扫尾工作,

完成投资704.3万元。加快22条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工程建设及

竣工验收工作,已完工的项目全面完成验收,未完工的项目年底

前完成建设任务。

(八)深入推进灌区工程建设

中央投资的新密市东方红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年底完成

投资1430万元;市本级投资的陆浑灌区郑州段干渠安全防护及

道路改造工程,2016年汛前完成投资805万元;荥阳市李村灌

区南干渠输水洞修复工程,年底前完成投资256万元。

(九)切实抓好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全力做好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改善移民村基础设施和生

产生活条件,努力为移民群众生活品质提高作出积极贡献。今冬

明春重点抓好中牟、登封、新密、新郑、上街后期移民扶持项

目,完成投资1777.43万元。

(十)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契机,全面实施生态水系提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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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按照 “全域水系、循环水系”的理念,打造 “水源优、河湖

通、流水清、沿岸美”和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水生态体系。重点

推进石佛沉砂池至郑州西区生态供水工程,总投资3.16亿元,

今冬明春完成投资1亿元;郑州市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总投

资7.8亿元,今冬明春完成投资3亿元;郑州市建成区索须河北

四环桥节点生态修复提升工程,完成投资1683万元;索须河花

王桥至中州大道生态提升工程,完成投资5000万元;贾鲁河生

态水系公园综合治理象湖至万三公路段防汛应急疏挖工程,完成

投资2418万元。

贾鲁河城区段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县区 (管委会)

实施,2017年基本完成治理任务 (实施方案单独下达)。

同时,指导、协调、推进县 (市、区)和开发区本级财政投

资和利用社会投资建设的生态水系工程,重点推进荥阳市索河滨

河景观工程、索河综合整治工程及索河上游补源工程,共计完成

投资2.1亿元;新郑市泥河生态水系建设工程、黄水河生态水系

建设工程及龙湖镇七里河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共计完成投资

1.93亿元;中牟县贾鲁河万三路桥至农科所桥段生态治理工程、

箜篌湖引黄灌溉调蓄工程及绿博园区人文路跨贾鲁河桥梁工程,

共计完成投资5.2亿元;上街区六湖一河附属的基础设施改造工

程,完成投资2200万元;中原区郑州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水系

工程,完成投资2.7亿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梅河改造

工程,完成投资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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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全面完成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中低产田改

造等项目。

今冬明春将全面完成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

产田改造等项目,共计2.54亿元,为明年粮食增产和农民持续

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县 (市、区)和开发区要健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领导组织

机构,落实行政首长责任制,明确责任,细化责任分工,层层落

实工作责任,做到责任落实、任务落实、目标落实、措施落实。

财政、农业、水务、农开、扶贫、国土资源、新闻等各部门要按

照职责范围,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全力支持农田水利

建设。各级领导要深入现场,靠前指挥,及时解决农田水利建设

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承担起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的责任,确保农田

水利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制定工作措施,积极动员、引导

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农田水利建设,调动社会各方全面开展农

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

(二)科学制定方案

各县 (市、区)和开发区要本着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因

地制宜、讲求实效”的原则,结合实际,考虑本地水利发展长远

目标和阶段性任务,突出重点和特点,科学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年

度冬春农田水利建设实施方案。把各项指标任务,自上而下,逐

—7—



级分解到县、乡、村,落实到单位和个人,确保国家、省、市下

达的工程建设任务顺利实施。

(三)加大资金投入

切实发挥地方财政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资主体作用,

千方百计筹措调度资金。要全面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10%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政策;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引

导广大农民积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坚持搞好市场化运作,积极

探索社会化融资方式,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投资,努力形成融政

府、社会、企业与个人投资于一体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四)创新工作机制

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积极探索新常态下开展农田水

利建设的组织方式,通过项目带动、行政推动、效益拉动等办法

推动农田水利建设深入开展。积极尝试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

积极性兴办小型农田水利的新方法,探索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入

新机制,加快推进用水户参与管理,使农民用水户协会等合作组

织得到较快发展。要巩固水管体制改革成果,对已建成和改制后

的水利工程要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明确责权利,确保水利工程

良性运行。

(五)定期观摩推广

通过定期工程观摩、经验交流,发现建设管理中的问题,及

时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总结推广工程建设中管用有效的组织

发动方式、筹资投劳办法及工作推进措施,推广适合当前农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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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群众乐意接受、具有指导和创新意义的新机制和新办

法,推广典型的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行模式。

(六)营造良好氛围

要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新闻宣传力度,组织电视台、报社、

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深入农田水利建设现场,通过专题典型报

道、发表宣传文章等方式,积极宣传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意义,

营造全社会关注水利、重视水利、齐心协力办水利的良好氛围,

掀起我市农田水利建设新的高潮。

附件:1.郑州市2015—2016年度冬春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投

入情况

2.郑州市2015—2016年度冬春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计

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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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水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三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0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