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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农资保增收

“2023 年我国农业用水占全社会用

水总量的 62.2% ， 是节水最大潜力所

在。 ”日前，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旺接受采访时候表示，目前我国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80， 与发达

国家已达 0.7 以上的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水平有一定差距。

农业是用水大户， 节水潜力巨大。

近日，水利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全面

构建节水制度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到 2030 年，我国的

节水政策法规标准更加完善，管理效能

显著增强， 全国用水总量严格控制，万

元 (人民币，下同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5 年下

降 10%以上，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 0.6 以上。

如何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

现农业用水方式深层次变革？ 张旺认

为， 应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通过灵活的机制、利益的激励，帮助农

民树立节水增收双重目标，引导群众主

动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减少耗水大、效

益低的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发展高附加

值的经济作物，实现水价虽提但负担不

增、用水减少但效益增加，保障农民在

合理高效用水的情况下用得起水，保护

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奖补资

金， 对农民定额内用水成本给予补贴，

重点补贴种粮农民，确保总体不增加种

粮农民定额内用水的水费支出。 ”张旺

说，“另一方面，对采取节水措施、调整

种植结构节水的用水户给予奖励，鼓励

用水户节水，促进合理用水、科学用水、

节约用水。 ”

《意见》明确，要加快完善农业节水

增效制度政策，建立健全科学灌溉制度

体系、用水计量监测体系、农业水价政

策体系、节水市场制度体系、节水技术

及服务体系。

“要深化水价改革与用水权改革，让

节水有利可图。 ”张旺表示，各地应根据

水资源和经济条件实际，让农业水价原

则上达到或逐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

水平 ；承受能力强、水资源短缺地区可

以提高到完全成本水价。 逐步实行超定

额累进加价制度，合理确定阶梯和加价

幅度。 用水年际变化的地区可结合实际

实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

部制水价，用水量受季节影响较大的地

区可实行丰枯季节水价。

“在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

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动态调整

农业水价，合理反映供水成本和水资源

稀缺程度。 ”中国水利学会正高级工程

师李贵宝补充，还应引导支持地方人民

政府健全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

状况相匹配的精准补贴机制，多渠道筹

集资金，重点补贴种粮农民定额内用水

的提价部分。 实施规模化经营，调动农

业用水大户节水积极性、主动性，采取

多种形式给予节水的用水户奖励。

（欧阳易佳）

“土特产”链接“大市场”

产业振兴“钱”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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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重庆市綦江

区古南街道花坝村全力推

动巴渝和美乡村建设，通

过明确“小而精、特而强”

的差异化农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引进团队打造“奇妙

村”文旅项目，依托村内闲

置房屋、 闲置土地布局特

色场馆和主题房屋。

花坝村累计盘活土地

1000 余亩， 发展特色瓜果

园、彩色油菜花田，打造坝

上花开共享农场、 观光小

火车项目， 开展非遗传承

体验、 农耕活动、 主题研

学、亲子活动等体验活动，

不断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场

景，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

描绘出一幅“移步换景”

“步步皆景”的美丽乡村画

卷。 今年一季度，花坝村累

计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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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紧农业节水“水龙头”

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重庆綦江：“奇妙村”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

“四良”融合

粮油生产开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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