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水利厅
川水函〔２０１７〕１５０９ 号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现代化灌区建设导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水务局ꎬ各大型灌区管理单位:

为指导我省灌区现代化建设ꎬ我厅组织编写了«四川省现代

化灌区建设导则(试行)»ꎬ现印发你们ꎬ请参照执行ꎬ并将试行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ꎮ

联系方式:省农水局　 陆　 波 ０２８－８６２４６１０２　 ｓｃｇｑ＠ ｑｑ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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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四川是农业大省ꎬ也是灌溉大省ꎬ特殊地理、气候和社会条件

决定了农业必须走灌溉农业的发展道路ꎮ 因此ꎬ灌区在四川社会

经济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ꎬ灌区传

统的管理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ꎬ灌区内农业产业布局不合理、工程

老化、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效益衰减等问题日益突出ꎬ迫切需要

加速转型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步伐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ꎬ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加快推进现代灌区建设”ꎬ

为灌区在转型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ꎬ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同步

推进灌区现代化这一基础设施ꎮ 灌区现代化是和社会发展相适的

体系ꎬ是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ꎮ

因此ꎬ我们组织编制了现代化灌区建设导则ꎬ提出了水源工

程、输排水工程、信息化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灌区生态化建

设等标准ꎬ为现代化灌区建设提供指导和参考ꎮ

１　 总则

１ ０ １　 为指导灌区现代化建设ꎬ明确相关技术和管理要求ꎬ

依据有关标准ꎬ结合四川省实际ꎬ制定本导则ꎮ

１ ０ ２　 本导则所称现代化灌区是指应用先进科学技术ꎬ通过

全面规划建设、合理开发水土资源ꎬ夯实基础设施、完善配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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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管理规章制度ꎬ增强对灌区环境的控制能力ꎬ促进灌区种植

结构调整优化ꎬ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ꎬ达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

灌区的可持续发展ꎮ

１ ０ ３　 现代化灌区建设宜符合本导则的工程设计、建设管

理、运行管理等指标ꎮ

２　 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２ １　 指导思想

２ １ １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ꎬ以破

解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水利问题为抓手ꎬ切实提高灌区水安全

保障能力ꎮ 把“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

思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ꎬ贯彻落实到

灌区现代化建设的行动中ꎮ

２ １ ２　 按照水利现代化发展要求ꎬ科学确定灌区发展的目标

和指标ꎬ以目标为发展方向ꎬ以指标作为发展约束ꎬ着力解决灌区

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新问题ꎬ系统研究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水资源短

缺、水生态和水环境污染等问题ꎬ寻求有效的发展之策ꎮ

２ １ ３　 按照确有需要、生态安全、可持续和循序渐进的总体

要求ꎬ根据财力逐步推进建设ꎬ坚持优化水土资源配置、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推广先进灌排技术、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用水效率和服

务水平ꎮ

２ ２　 基本原则

２ ２ １　 民生为本、统筹兼顾ꎮ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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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问题ꎬ推动民生水利新发展ꎻ切实统筹防洪、灌溉、排涝、供水和

生态环境保护关系ꎬ充分发挥灌区综合效益ꎮ

２ ２ ２　 节水优先、协调发展ꎮ 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ꎬ加

强多水源联合统一调度ꎬ优化水资源配置与循环利用ꎬ利用信息

化、自动化技术改造灌区输配水系统ꎬ大力发展节水灌溉ꎬ持续提

高灌区用水效率和效益ꎮ

２ ２ ３　 系统治理、人水和谐ꎮ 以灌区为载体ꎬ以水资源承载

能力为约束ꎬ科学布局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的沟、渠、田、林、路要

素ꎬ旱、涝、洪、渍系统治理ꎬ灌排工程改造与生态恢复、水源利用与

水体净化、产业发展与面源污染防治并举ꎬ推动灌区服务经济社会

和农业现代化ꎬ提升灌区生态文明建设ꎬ建设地绿、水清、景美的现

代化灌区ꎮ

２ ２ ４　 深化改革、创新体制ꎮ 实施灌区用水“总量控制、定额

管理”ꎬ促进灌区农业产业布局的优化ꎬ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ꎬ

建立灌区现代化管理制度与良性发展机制ꎬ提高管理人员专业素

质ꎬ改善管理手段ꎬ全面提升灌区管理和服务水平ꎮ

２ ３　 目标

２ ３ １　 总体目标ꎮ 灌区工程、信息、管理、生态等有机融合ꎬ

形成具备蓄引提自如的水资源调配体系ꎬ旱能灌涝能排的灌排保

障体系ꎬ灵活适用的智能化监控体系ꎬ先进高效的水利信息化体

系ꎬ科学完备的水管理保障体系ꎬ地绿水美的节水型灌区生态体

系ꎬ实现资源配置合理、灌溉高效节水、工程自动监控、决策智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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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机制灵活可行、人水和谐共处的总体目标ꎮ

２ ３ ２　 具体指标ꎮ 灌区现代化ꎬ要在安全保障、工程设施、效

益与效率、管理与服务和生态等方面达到一定目标ꎬ具体如下表ꎮ

表　 灌区现代化建设具体目标表
目标

类别

具体

指标
参考标准

安全

保障

供水

指标

１、灌溉设计保证率:地面灌溉旱作区达 ５０％ －８５％ ꎬ水稻区 ７０％ －９５％ ꎻ作物经济

价值较高地区ꎬ宜选用较大值ꎬ反之取较小值ꎻ喷灌、微灌 ８５％ －９５％ ꎮ
２、供水保证率:灌区内城市生活供水保证率达到 ９８％ ꎬ工业达到 ９５％ ꎬ一般城镇生

活工业供水达到 ９０％ ꎮ

排水

指标

１、排涝标准:设计暴雨重现期可采用 ５－１０ 年ꎬ经济条件较好或有特殊要求时ꎬ可
适当提高标准ꎻ
２、设计暴雨历时和排除时间ꎬ１－３ｄ 暴雨ꎬ旱作区从作物受淹起 １－３ｄ 排至田面无积

水ꎻ水稻区 ３－５ｄ 排至作物耐淹水深ꎮ
３、排渍标准:设计排渍深度ꎬ旱田应大于 ０ ８ｍꎬ水稻区应不大于 ０ ４ｍꎬ使用农机作

业时ꎬ可采用 ０ ６－０ ８ｍꎮ
防洪

指标

１、防洪标准重现期为 １０－２０ 年ꎮ
２、各类建筑物的防洪标准应符合«防洪标准»ＧＢ５０２０１ 等相关规定ꎮ

工程

设施

节水

灌溉

１、田间灌水方式应与当地水源、地形、作物、生产经营方式、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等相

适应ꎮ
２、节水灌溉率应达到 ８０％以上ꎮ
３、恢复、改善和新发展灌溉面积应为节水灌溉工程面积ꎮ

灌排

工程

１、灌排工程设施的布置、结构稳定、应力、变形及抗冻胀、抗冲刷性能、合理使用年

限达到相应设计标准ꎮ
２、水源工程、大中型骨干渠道、排水沟等设施ꎬ应配备涉及人身安全的护栏、围墙、
扶手、救援绳索、台阶、警示标志等设施ꎮ
３、田面平整、田间工程布置有利于调节农田水分状况、培育土壤肥力、促进节约用水ꎮ
４、工程设施外观整洁美观ꎮ

田间

道路

１、机耕道:机耕道干道可采用双车道ꎬ路面宽度宜为 ５－６ｍꎻ支道可采用单车道ꎬ路
面宽度宜为 ３－４ｍꎮ
２、生产道:生产路面宽度宜为 １－２ｍꎬ路面宽度不宜超过 ４ｍꎻ生产路通达度平原不

应低于 ９５％ ꎬ丘陵区不应低于 ８０％ ꎮ

灌区

林网

１、灌区林网防护林带占地比率宜为 ３％ －１１％ ꎮ
２、防护林网控制面积占宜建林网农田面积比例达 ７５％以上ꎮ

输配电

工程

输配电工程与灌区灌排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相结合ꎬ并符合电力系统安装与运行标

准ꎬ保证用电质量和安全ꎮ

—８—



目标

类别

具体

指标
参考标准

效率

与

效益

效率

效益

１、灌溉水利用系数:大、中、小型灌区分别不应低于 ０ ５、０ ６、０ ７ꎮ
２、采用管道系统输水时ꎬ喷灌区不应低于 ０ ８ꎬ微喷灌区不应低于 ０ ８５ꎬ滴灌区不

应低于 ０ ９ꎮ

管理

与

服务

管护

设施

１、体制机制完善ꎬ管护责任明确ꎬ管护设施配套ꎬ管护经费落实ꎬ灌区运行良性ꎮ
２、灌排工程、田间道路、巡渠及防洪抢险通道等完好率大于 ９５％ ꎮ
３、实现总量控制ꎬ实现斗口计量ꎮ

管理

制度

１、用水计划合理性: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划用水、合同供水和计量用水ꎬ促
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ꎬ统筹安排好灌区内生活、生产、生态用水ꎬ考评用水计划合理

性并打分ꎮ
２、监督和协调:加强水政监察和协调ꎬ及时调处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ꎬ一般水事纠

纷的调处率和水事案件的办结率达到 ９０％ ꎮ
３、经营管理:因地制宜地开展种植、养殖、加工、发电等综合经营ꎬ财务制度健全、管
理规范ꎬ逐步形成水利产业投入产出良性运行机制ꎮ

信息化

水平
建立监测系统、视频监视系统、信息管理系统ꎮ

能力

水平

１、管理人员人头经费落实率:灌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落实管理机构ꎬ并按照«水
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和批准指标确定管理和维护养护人员ꎮ
２、按«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测算并落实工程维修养护经费ꎬ加强灌区工程

日常维修养护管理ꎬ及时修护水毁工程ꎮ
３、用水户协会管理灌溉面积达到规定规模ꎮ
４、工业和城镇生活供水水价达到成本加利润ꎬ农业水价达到成本水价ꎮ
５、水费收取率达到 ９５％ ꎮ

生态环境

１、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与沟、渠、田、林、路相结合ꎮ
２、灌区水土流失经采取工程、生物等措施后ꎬ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不应低于 ８０％ ꎮ
３、灌区与主要污染物隔离距离不应小于 ２００ｍꎮ
４、灌区建设与生态景观建设相结合ꎬ并遵从可持续发展、健康生态、绿色景观和自

我净化原则ꎮ
５、灌溉水质: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ＧＢ５０８４ 的相关规定ꎻ排水水质:农田排

入灌排沟渠的地面水应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的规定ꎮ

备注:其他标准按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执行ꎮ

３　 资源开发

３ ０ １　 灌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ꎬ应当全面规划、

统筹兼顾、综合利用ꎬ发挥资源多种功能ꎬ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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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多方关系ꎮ

３ ０ ２　 土地利用ꎮ 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ꎬ分析国民经济规

划建设项目对灌区土地利用的影响ꎬ规划水平年灌区耕地面积和

农业产业结构应和当年农业可供水量相匹配ꎮ

３ ０ ３　 产业结构ꎮ 参考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或农业部门已有

的规划成果ꎬ制定灌区农业产业结构规划ꎬ积极推行节水型农业布

局和作物种植结构ꎬ发展现代农业ꎬ提高灌区总体经济效益ꎮ

３ ０ ４　 其他因素ꎮ 根据有关部门工业企业规划成果和工业

发展指标ꎬ分析工业需水量和应采取的节水措施ꎬ规划水平年工业

发展水平应和当年工业可供水量相匹配ꎮ

综合灌区内城镇发展和人口预测规划ꎬ预测城镇生态环境指

标和生活用水指标ꎬ规划水平年生活、生态用水应和当年可供水量

相匹配ꎮ

３ ０ ５　 水资源利用ꎮ 根据水资源综合规划ꎬ遵循以供定需的

原则ꎬ分析现状水平年和规划水平年灌区水资源总量、可利用量和

水利工程可供水量ꎮ

３ ０ ６　 灌区水量平衡ꎮ 灌区规模及可能达到的灌溉保证率

应和灌区水量平衡分析成果相适应ꎬ达到灌区水土资源最优配置ꎮ

４　 水源工程

４ ０ １　 蓄水水源工程ꎮ 蓄水工程的设计与校核标准、流域面

积和库区面积、流域降雨径流情况和上游来水量的频率、库容及相

应水位、历年蓄水情况和调节性能、综合利用情况和可供水量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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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参数应满足工程设计功能和安全性要求ꎬ供水保证率应符合指

标要求ꎮ

４ ０ ２　 引水水源工程ꎮ 引水河流年内水位、流量变化情况、

历年洪、枯水位及最大、最小流量出现时期和持续时间ꎬ以及河流

含沙量ꎬ无坝引水时可引用的流量ꎬ有坝引水时拦蓄水量、壅高水

位和可引用水量等特征参数应满足工程设计功能和安全性要求ꎬ

供水保证率应符合指标要求ꎮ

４ ０ ３　 提水水源工程ꎮ 提水工程的类型、扬程、装机ꎬ排灌能

力和控制的灌溉面积等特征参数应满足工程设计功能和安全性要

求ꎬ供水保证率应符合指标要求ꎮ

４ ０ ４　 多水源工程ꎮ 多水源宜建连通工程ꎬ制定将多余水量

补充各分灌区的最优方案ꎬ通过技术经济多方案研究ꎬ确定灌区水

源工程的联通率ꎮ

５　 灌排工程

５ １　 骨干灌溉工程

５ １ １　 流量ꎮ 灌区各级渠道设计流量、加大流量和最小流量

应经复核计算和经济技术分析ꎬ核定各级流量与该渠段实际断面

相符合ꎮ

５ １ ２　 横断面ꎮ 土质渠道宜改为衬砌渠道或生态渠道ꎬ断面

形式宜以保证水流平顺衔接、安全输水等原则确定ꎮ

５ １ ３　 纵断面ꎮ 渠底高程、渠堤高程进行全线测量ꎬ并根据

沿渠分水口的高程合理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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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４　 衬砌形式ꎮ 采用常用的膜料、混凝土、板模等防渗衬

砌体ꎬ防渗体应满足强度、抗渗、抗冲、抗冻等要求ꎮ

５ ２　 渠系建筑物

５ ２ １　 渠系建筑物的布置、功能、安全程度应满足运行管理

需要ꎬ不满足运行管理需求的ꎬ应增设相应建筑物ꎻ功能或安全不

能满足要求的ꎬ应及时进行改造ꎮ

５ ３　 排水工程

５ ３ １　 根据灌区实际ꎬ按排涝、排渍等工程类型确定排水标

准ꎮ 排水标准和工程规模应满足灌区发展和种植作物的耐涝、耐

渍要求ꎮ 若原干、支渠淤积、建筑物标准偏低ꎬ应进行清淤ꎬ改建、

增建建筑物ꎻ工程规模满足不了要求ꎬ应进行扩建ꎮ

５ ４　 田间工程

５ ４ １　 已成灌区沟渠应布置合理ꎮ 运行和管理存在问题的ꎬ

应按田间工程的实际、水文地质现状及发展趋势ꎬ调整工程布置ꎬ

有条件的地区ꎬ可利用管道输水ꎮ

５ ４ ２　 田间沟渠布置ꎮ 平原地区斗渠以下各级渠道宜相互

垂直ꎬ斗渠以长度 １－３ｋｍ、间距 ０ ４－０ ８ｋｍ 为宜ꎻ农渠长度以 ０ ４－

０ ８ｋｍ、间距 ０ １－０ ２ｋｍ 为宜ꎻ地形复杂地区可因地制宜布设ꎮ

５ ４ ３　 田块布置ꎮ 旱作区应考虑采用短畦、窄畦或沟畦ꎬ应

根据地形、种植作物种类及机械化耕作程度确定ꎬ畦沟的具体长

度、比降根据地形和透水性确定ꎮ

平原水稻区格田面积宜为 ３－５ 亩ꎬ长 ６０－１２０ｍꎬ宽 ２０－４０ｍꎻ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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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稻区格田面积宜为 １－３ 亩ꎬ长 ６０－８０ｍꎬ宽 ２０－３０ｍꎻ特殊地区

根据实际情况布设ꎮ

５ ４ ４　 田间道路和林带布置ꎮ 田间道路和林带的布置应与

灌排沟渠相结合ꎮ 道路宜为单车道ꎬ路面宽度根据耕种所使用车

辆及机具宽度确定ꎬ路面高出地面 ０ ２－０ ４ｍꎻ风沙地区农田防护

林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布置ꎮ

５ ４ ５　 田间工程措施ꎮ 斗农渠应选择合理断面并适当防渗ꎬ

以提高田间水利用系数ꎮ 田间渠道上的配水、灌水、量水和必要的

交通建筑物ꎬ以及斗农渠上的交通和控制建筑物ꎬ应配置齐全ꎬ以

保证管理运行方便ꎬ计量准确ꎬ并具备方便的耕作条件ꎮ

５ ４ ６　 土地平整ꎮ 对于土地平整程度较差的地块ꎬ灌水定额

大且不均匀ꎬ不能使全部作物得到生长的水量ꎬ影响产量ꎬ应根据

灌区地形及土壤渗透性ꎬ规划方田ꎬ平整土地ꎬ要求沿畦长方向的

比降一致ꎬ保证灌水均匀ꎮ

５ ４ ７　 灌水技术ꎮ 对地面灌溉的旱作物以畦灌和沟灌为主ꎬ

其主要的节水措施将大水漫灌或大畦灌改为小畦灌和沟灌或膜上

灌溉ꎻ对水稻灌溉主要节水措施为“控灌中蓄”或“浅薄湿晒”模

式ꎮ

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固定式或半固定式管灌ꎻ主要作物为经济

作物或土壤渗透性强的、集中连片区域可以采用喷灌ꎻ高附加值经

济作物ꎬ可采用微喷或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措施ꎮ

５ ５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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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１　 应将节水和生态的理念贯穿于灌区规划设计、施工与

管理ꎬ综合考虑渠道水头损失、输水效率ꎬ并与提升灌区环境和景

观相结合ꎮ

５ ５ ２　 灌区工程建设可采用混凝土与草皮、植生型防渗体、

原生态植被护坡等生态渠道ꎮ

５ ５ ３　 在满足结构稳定、功能安全的情况下ꎬ水工建筑物和

管护设施的结构造型、色彩配置可加入美学色彩ꎬ和周边景观连成

一体ꎮ

５ ５ ４　 灌区生态环境管理可利用绿化圈定渠道保护范围ꎬ圈

定的范围内禁设垃圾箱ꎻ和渠道运行相结合ꎬ分段划分渠道环境责

任人员ꎮ

６　 信息化系统

６ １　 基本要求

６ １ １　 根据灌区实际情况和信息化发展现状ꎬ进行需求分

析ꎬ确定灌区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等内容和达

到目标ꎮ

６ １ ２　 信息化系统应具有开放性、可拓展性和兼容性ꎬ软硬

件应安全可靠ꎬ抗干扰能力强ꎮ

６ １ ３　 信息化系统应选用标准、通用的产品ꎬ满足维护、兼

容、升级换代的需要ꎮ

６ ２　 监控系统

６ ２ １　 监控系统应具有完善的控制、保护、测量和监视功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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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工程控制与调节、安全监视及运行管理要求ꎮ

６ ２ ２　 宜建立田间光、热、水、肥及能效监测和反馈系统ꎬ实

现环境数据的适时采集、传输、处理ꎮ

６ ２ ３　 监控对象和参数满足安全和运行要求ꎬ采集灌区各工

程点、线、面的功能和安全信息ꎬ监测渠道、管道、泵站、水库水情、

压力、流量等工情信息ꎮ

６ ２ ４　 宜按分层分布式结构设计ꎬ分为远程调度层、工程监

控层、现地控制层ꎬ具备完善的通讯网络ꎬ工程监控层以上宜采用

以太网通讯方式实现无缝隙链接ꎬ现地控制层可根据需求采用现

场总线或以太网通讯ꎮ

６ ２ ５　 数据采集功能ꎮ 现地控制层能自动采集运行或事故

发生时各类数据ꎬ与工程监控层实现实时通讯ꎬ经授权可接受各调

度级的命令信息ꎮ

６ ２ ６　 数据处理功能ꎮ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必要的处理计算ꎬ

存入实时数据库ꎬ用于画面显示、刷新、控制与调节、记录检索、统

计、操作、管理指导等ꎻ完成数据的互锁逻辑运算、越权检查与报警

信息生成ꎬ各类数据合理性对比与检查ꎮ

６ ２ ７　 控制与调节功能ꎮ 根据灌区类别和工程布局ꎬ能实现

闸门(拍门、阀门)、泵站机组设备、变配电设备的控制与调节ꎬ安

全性和可靠性满足灌区现代化运行要求ꎮ

６ ２ ８　 监视与报警功能ꎮ 对系统运行状态实施监视ꎬ可实现

对主要设备的启停与投退过程监视与顺序记录ꎬ发生故障时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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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故障原因ꎬ自动发出报警信号ꎬ具备现地声光、短信、协同互助报

警方式ꎮ

６ ２ ９　 数据存储与查询ꎮ 建立实时与历史数据库ꎬ可通过图

形、曲线、趋势线、报表等方式显示、查询、打印数据库的数据和信

息ꎻ历史数据一年一备份ꎬ保存时间至少 ３ 年ꎬ重要数据应转存ꎮ

６ ２ １０　 应具备完善的系统自检、自诊断和自恢复功能ꎮ

６ ３　 视频监视系统

６ ３ １　 视频监视系统监视对象应包含全部灌区运行关联的

重要设备和水工建筑物ꎮ

６ ３ ２　 宜采用全数字式视频设备ꎬ系统设备配置齐全ꎬ支持

多客户端监视和查询ꎬ能满足全方位、全天候、不间断监视等满足

现代化灌区建设要求ꎮ

６ ３ ３　 能根据报警系统及预置的程序进行录像ꎬ或由手动实

现即时录像ꎬ能对图像进行完整保存和再现ꎬ储存时间不少于 １５

天ꎻ视频具备深度应用条件ꎬ具备自主分析、识别、报警、联动等ꎮ

６ ４　 信息管理系统

６ ４ １　 信息管理系统宜采用 Ｃ / Ｓ(客户机 / 服务器)或 Ｂ / Ｓ

(浏览器 / 服务器)架构ꎬ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ꎬ适应信息化发展

所引发的各类新需求ꎬ通过对软件的重新配置改进ꎬ可满足长期发

展ꎻ接口具有开放性ꎬ可实现与其它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共享和分

析ꎬ办公和业务双协同ꎮ

６ ４ ２　 应充分考虑整体架构设计的科学性、数据结构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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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核心算法设计的先进性、部署设计的灵活性ꎬ确保整体性

能优越ꎬ充分满足业务需要ꎮ

６ ４ ３　 系统硬件宜包括网络设备、服务器 / 工作站、人机交互

设备、电源系统等ꎻ软件应由系统软件、支持软件与业务软件组成ꎮ

６ ４ ４　 业务软件系统ꎮ 业务软件根据灌区实际需要进行总

体规划ꎬ宜包括灌区监控管理、工程安全监测管理、视频监视信息

管理、水雨情监测管理、调度计划管理、水费征收管理、工程信息管

理等ꎬ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ꎮ

６ ４ ５　 运行调度系统ꎮ 根据灌区运行调度的实际需求ꎬ开发

优化运行调度软件ꎮ

６ ４ ６　 运行报表管理系统ꎮ 应能提供各类运行数据的信息

查询、报表输出等功能ꎬ可通过自定义公式完成报表信息的数据加

工和数据挖掘ꎬ利用各种加权 / 平均算法完成关键数据统计、分析ꎬ

自动形成年报、月报、日报ꎬ达到运行指导和决策支持的目的ꎮ

６ ４ ７　 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实现公文管理、档案管理、行政办

公管理、电子会议管理、新闻宣传管理功能ꎬ办公流程实现自定义ꎮ

６ ４ ８　 综合数据库设计与开发应遵循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

规定ꎬ并满足同其他信息系统的兼容性要求ꎮ

７　 建设管理

７ ０ １　 工程建设按照分级管理ꎬ分级负责的原则ꎬ遵循有关

项目的管理办法及建设程序ꎮ

７ ０ ２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水利工程项目法人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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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川水发〔２００８〕１２ 号)ꎬ按照项目类别组建项目法人ꎬ项目法

人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负责ꎮ

７ ０ ３　 实行总监负责制ꎬ监理工程师负责项目合理、有序、高

质、安全实施ꎬ确保合同目标的完成ꎮ

７ ０ ４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相关的法律、

法规实行招投标制度ꎬ做到招标过程公开、公正、公平ꎮ

７ ０ ５　 质量监督部门全过程参与工程建设各阶段ꎬ包括施工

过程、阶段验收、质量事故处理、竣工验收ꎬ检查督促项目法人单位

及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体系及运行状况ꎮ

７ ０ ５　 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ꎬ实行专账管

理ꎬ专款专用ꎬ严禁挤占、挪用和截留ꎮ

７ ０ ７　 按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 ＳＬ２２３－２００８)、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程» ( ＳＬ１７６－２００７)以及相关规定、

规范ꎬ及时进行施工质量评定和验收ꎮ

７ ０ ８　 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ꎬ及时对工程各个时期的资

料进行整理归档ꎮ

８　 运行管理

８ １ 管理模式

８ １ １　 创新灌区管理模式ꎬ建立能体现灌区功能和职能的管

理模式ꎬ可采用“专管机构＋群众管理”、“专管机构＋协会管理”ꎬ

也可探索“供水公司＋用水单位”模式ꎮ

８ １ ２　 灌区工程和水土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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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清晰ꎬ符合精简、高效、切合实际的原则ꎬ

８ ２　 管理机构

８ ２ １　 管理单位ꎮ 实行分级管理ꎬ骨干工程可由专管单位或

公司进行管理ꎬ田间工程可组建用水户协会、村社集体、经营主体

等进行管理ꎮ

８ ２ ２　 单位定性ꎮ 管理单位的性质ꎬ即公益一类、公益二类

定性准确ꎬ和灌区工程职责任务、服务对象、资源配置方式、资产性

质相一致ꎮ

８ ２ ３　 定岗定员ꎮ 管理单位定岗定员标准和管理人数符合

水利部、财政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２００４ 版)要求ꎮ

８ ２ ４　 管理职责与形式ꎮ 各级管理单位主要责权和权限ꎬ包

括骨干工程、防洪排涝、供水发电、田间工程等明确清晰ꎮ

８ ３　 人事制度

８ ３ １　 根据管理单位性质ꎬ制定事企分开ꎬ逐步推进管养分

离实施方案ꎮ

８ ３ ２　 对事业性质部分ꎬ制定具体定员、定岗、定编方案ꎬ全

面实行聘用制ꎬ按岗聘人ꎬ竞争上岗ꎬ收入与工作责任和绩效挂钩

机制ꎮ 对企业性质部分ꎬ建立责任明确ꎬ以岗定薪ꎬ以绩效定薪ꎬ收

入差距合理拉开的现代企业制度ꎮ 制定分流人员安置方案ꎮ

８ ３ ３　 制定长远人才开发战略ꎬ逐步提高灌区人员政治素质

和业务素质ꎮ

８ ４　 基层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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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１　 制定以用水户参与管理为主的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方

案ꎬ制定用水户协会发展近期规划ꎬ出台规范协会的办法和实施方

案ꎮ

８ ４ ２　 制定配套完善改革范围内的田间工程的具体措施ꎬ出

台支持用水户协会的相关政策与措施ꎬ制定用水户协会与承包、租

赁、股份合作、拍卖等改革方案ꎮ

８ ５　 管理设施

８ ５ １　 灌区管理设施与工程改造同步规划ꎬ以保障灌区节水

改造后持续稳定的发挥效益ꎮ

８ ５ ２　 服务于灌区运行维护的各项设施及工具齐全ꎬ包括信

息化系统ꎬ用水计量设施ꎬ交通、通讯设施ꎬ办公生活服务设施ꎬ观

测设施设备、工具ꎬ管理设施布局符合精简、节约、实用的原则ꎮ

８ ５ ３　 根据运行管理的需要和有关规定ꎬ确定管理范围和保

护范围ꎬ包括工程设施和运行管理设施ꎬ管理人员(机构)办公生

活区和通讯设施ꎮ

８ ６　 用水管理

８ ６ １　 坚持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ꎬ优先保证生活用水ꎬ

确保生态基本用水ꎬ保障粮食生产合理需水ꎬ优化配置生产经营用

水为原则ꎬ水量分配和调度应符合灌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成果ꎮ

８ ６ ２　 有严谨完善的用水计划和程序ꎮ 用水单位应向灌区

管理单位报送用水计划ꎬ灌区管理单位根据用水计划和预测的来

水ꎬ编制年度用水计划ꎬ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和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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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６ ３　 用水单位严格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科学用水ꎬ确

需超计划的ꎬ按程序申请批准后实施ꎮ

８ ７　 运行机制

８ ７ １　 根据成本水价测算方法与测算结果ꎬ综合考虑用水户

承受能力、补贴机制、计量设施完善程度等ꎬ制定逐步实现成本水

价的具体措施ꎮ

８ ７ ２　 制定加快水价改革的具体措施ꎬ如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ꎬ分段计量计价、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结合的“两步制”水价ꎬ丰

枯季节或季节浮动水价ꎬ末级渠系分类计价ꎬ利于消除水费中间环

节的“终端水价”制定改革措施ꎮ

８ ７ ３　 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费计收改革措施ꎬ包括消除水费计

收过程中搭车收费、乱加价、挪用和收取率偏低的问题的措施ꎻ实

现用明白水、交明白费的具体办法ꎬ完善计量措施和收费制度ꎬ建

立完善供水量水设施设备ꎬ逐步实行按方计量、按合同收水费ꎮ

８ ７ ４　 测算工程维修养护费用ꎬ落实维修养护资金ꎬ制定维

修养护计划的实施方式与方法ꎮ

８ ７ ５　 拟定防洪、排涝、抗旱运行方案ꎬ包括工程防洪、排涝、

抗旱标准ꎬ综合评估工程防洪、排涝、抗旱能力ꎬ常规措施和非常情

况下的应急预案ꎮ

８ ７ ６　 制定节水措施和方案ꎬ包括落实田间工程中的节水灌

溉技术ꎬ节水灌溉定额管理措施ꎬ灌溉试验和其他节水措施ꎮ

８ ７ ７　 制定严格的内部资金管理和主动接受审计和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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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ꎮ

９　 评价

９ ０ １　 主要方法ꎮ 采用传统评估和快速评估法相结合的评

价方法ꎬ通过座谈、走访、询问、现场观察和实地测量ꎬ获取灌区社

会经济、运行、管理、体制改革等情况和数据ꎬ根据获取的情况和数

据给评价指标赋分ꎬ根据分值给灌区现代化进行评价ꎮ

９ ０ ２　 主要内容ꎮ 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价体系包含的所

有灌区安全保障、工程建设、效益与效率、管理和生态指标ꎮ

９ ０ ３　 评价结果ꎮ 主要用于评价灌区现代化运行、管理状

况ꎬ分析灌区的节水潜力、资源调度和基础设施存在问题ꎬ以及应

该进一步采取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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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参考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５０８４«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ＧＢ５０２０１«防洪标准»

ＧＢ５０２８８«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５９９«灌区改造技术规程»

ＧＢ / Ｔ５０３６３«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 Ｔ５０４８５«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ＳＬ１７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程»

ＳＬ２２３«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２００４ 年版)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２００４ 年版)

ＤＢ５１ / １８７２«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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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水利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印发

—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