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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发展“十二五”回顾与总结 

1.1  总结与评价 

（1）、“十二五”水利原定工作重点 

“十二五”期间，我县规划重点建设内容包括水库新建及除

险加固工程、江河整治工程、水土保持及小流域工程、灌区改造

工程、机电排灌工程、防洪体系信息化建设工程、城乡供水工程、

水电农村电气化县建设等。 

“十二五”规划主要项目为：中澄水库新建工程、新坑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散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秋香江河道治理工程、

柏埔河河道治理工程、义容河河道治理工程、佰公坳和茜坑灌区

改造工程、东江沥口水电枢纽工程等。 

（2）、“十二五”水利工作完成情况 

“十二五”期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主

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县各有关部门紧密配合以及各镇党委

政府的重视下，我县各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以

人为本，人水和谐，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国家加大

农业水利投入和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的政策机遇，积极做

好水利项目前期工作，大力争取国家对我县水利资金的投入，积

极争取国家水利资金，认真搞好水利水电建设，建成了一批水利

水电基础设施工程，为我县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 

在“十二五”期间我县完成的主要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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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完成新坑、散滩水库两个中型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老虎坑等9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在建有

富竹等5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2、2013-2015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已完成柏埔河（柏埔

段）治理工程，正在建秋香江（九和段）治理工程、柏埔河（临

江段)治理工程、义容河(义容段)治理工程、义容河（古竹段）

治理工程、中坝河治理工程、洋头河治理工程、琴江（水墩水）

治理工程等7宗河道治理工程，已完成秋香江（蓝塘段）治理工

程、柏埔河（黄塘段）治理工程等2宗河道治理工程的前期工作，

计划2015年底动工建设。预计至2015年年底，可完成新建河堤

53.21km，加固河堤58.69km，护岸17.26km，河道清淤34.95km。 

3、山区五市中小河流治理工程：2015年度紫金县计划进行

山区五市中小河流治理长度99.6km，规划总投资14167.5万元，

现正进行项目的初步设计工作，计划于2015年8月份开工建设，

年底全部完成。 

4、水土保持及小流域治理工程：已完成面上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10km2，现在建龙窝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计划治理面积

46.58km2；上义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计划治理面积38.01km2；

计划在2015年底前开工建设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有围坳水、黄

花水、南山水、汀村水等4条小流域。 

5、灌区改造工程：我县计划在2015年底前完成茜坑中型灌

区、97宗小型灌区的改造工程任务，开工建设伯公坳、禾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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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等3宗中型灌区的改造工程任务。 

6、城乡供水工程：已完成紫金县县城自来水工程、中坝圩

镇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蓝塘镇圩镇供水工程，新增日供水量4.25

万m3，完成投资8508万元；实施解决了95个行政村6.95万人农村

安全饮水问题。 

7、水电农村电气化县建设：我县已完成了中级水电农村电

气化县的建设任务，“十二五”新增水电站13宗，装机容量4975kW，

电气化重点项目沥口电站装机容量6.8万kW，设计年发电量2.65

亿kWh，总投资7.5亿元，现电站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1.2  存在问题 

“十二五”期间，我县虽然在水利水电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

绩，但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水利设施落后，水利工程防灾减

灾能力比较低；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河堤防护、河

道采砂等有待加强；未经批准占用河滩地，人为河道设障时有发

生，依法治水、依法行政有待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

护有待加强；水利建设投资资金难以筹集，自筹资金不能及时到

位，影响工程建设进度。 

 

2  水利发展与改革面临形势和要求分析 

2.1  水利发展与改革面临的形势 

水是生命之源，水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水利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阶段，我县农田水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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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依然薄弱，水利建设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

集中体现在：水利保障能力不强，工程性缺水问题仍然严重；水

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有待加强；部分农村水利

基础设施薄弱，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城乡防

洪压力日益增加；水资源管理能力薄弱。解决这些长期积累的现

实问题，是实现我县水利科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2.2  水利发展与改革面临的要求 

现阶段，我县面临着水、旱等灾害等老问题和水资源短缺、

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新问题，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利建

设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为提高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

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时期对我县水利发展

提出以下要求： 

（1）、水利建设必须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做

出更大贡献，更好地发挥出水利工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

支柱性作用； 

（2）、必须更加重视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更好发挥水

资源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先导性、约束性作用； 

（3）、要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产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坚实的防洪、供水、水生态安全保障。 

 

3  水利发展与改革总体目标与布局 

3.1  发展目标和指标 

“十三五”期间，我县水利发展目标是加强民生水利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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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保障城乡供水，加强防洪体系建设，加强水土保持和生

态环境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利用率，实现传统水利向

现代化水利发展，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 

到 2020 年，我县洪涝（干旱）灾害年均损失率降至 1%，城

市防洪工程达标率达到 100%，中小河流治理长度达到 627.95km；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跨界河流的水质达标率、城镇供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水功能区水质监测覆盖率达到 100%，水土流失治理

率达到 60%；用水总量 4.94 亿 m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43 m

³/万元，万元 GDP 用水量 348.1 m³/万元，城镇供水保证率达到

9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2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

到 0.6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78%，大中型灌区计量设备安装

率达到 100%，节水灌溉面积 3.33 千公顷；乡镇水利机构专业人

员数量达到 422 人，水利职工队伍整体文化水平提升 50%；在水

利法规制度保障方面，制定（修订）法规 1 个， 18 个乡镇建立

“河长制”。 

3.2  发展思路与重点 

“十三五”时期，我县水利发展规划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

水利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强化水利发展意识，抢

抓机遇，紧紧围绕民生水利、城乡供水、灌区配套建设、河道治

理、节水灌溉、水库山塘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和小流域综合治理、

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及可持续利用等工程体系建设，充

分利用国家加大水利投资的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加大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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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入和管理。大力发展水利经济，促进行业自身发展，加快

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着力提高水、

旱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供水保障能力和水资源保护能力，为紫

金山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利保障。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全面深化各项水利改革，全面提升水利服务于经济社

会的能力，统筹安排水利发展布局，为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围绕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

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体系，从适

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规划和安排具有重大影响的

水利基础设施，兼顾全面和重点，充分考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

连续性和阶段性，加大建设投入，明确建设目标，健全工作体制，

落实保障措施。 

3.3  发展总体布局 

遵照国家及省的总体战略，根据我县的区域特点和现有基础

条件，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综合平

衡的原则，根据流域特点、受灾程度以及民生需求，对我县“十

三五”水利建设进行布局。 

 

4  水利工程建设主要任务 

4.1  防灾减灾保障体系建设 

(1)  中小河流治理 

按照“民生水利五项工作方案”以及《广东省山区五市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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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治理实施方案》、《河源市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方案》等相关专

项规划，结合中小河流治理最新情况，制定“十三五”中小河流

治理方案，稳步推进我县中小河流治理工作。 

根据相关专项规划，我县拟在“十三五”期间新增中小河流

治理 37 条（段），治理河长 232.74km，新建堤防 7.84km，新建

护岸 68.84km，河道清淤疏浚 224.59km，工程总投资 3.3 亿元。

通过河流三清一加固（即：清淤、清障、清违和堤防加固）和水

土流失治理等工程措施，恢复河道行洪断面，降低山洪灾害损失，

提高流域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十三五”期间，将继续推进山区五市项目柏埔河（柏埔段）

治理工程、中坝河干流治理工程，2013-2015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秋香江（蓝塘段）治理工程、柏埔河（黄塘段）治理工程的整治

工作，计划继续投入资金 4594 万元。 

(2)  山洪灾害防治 

计划对紫城镇北门河、凤安镇回龙水、南岭镇庄田水、凤安

镇上坑水、九和镇富竹水、瓦溪镇上濑水、敬梓镇冯坑水、义容

镇安全水等 8条问题突出的山洪沟、泥石流沟进行灾害防治，主

要工程内容是护岸、疏浚、水土保持等，规划总投资 8000 万元。 

(3)  城乡治涝工程建设 

根据《广东省流域综合规划》、“民生水利五项工作方案”中

的“广东省千宗治洪治涝保安工程建设方案”，以及结合在编的

《广东省治涝规划》，拟在“十三五”期间对我县重点易涝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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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涝泵站、水闸、主干排水渠和截洪渠进行疏浚整治，使各涝区

排涝能力达到国家或省规定的排涝标准。工程建设任务主要包括

新（重）建、改造排灌泵站 4 宗，总装机 1355 千瓦；新（重）

建、改造排水闸 6宗，总净宽 23.6 米；新建撇洪沟 5.5km，改造、

疏浚、整治主干排水渠 11.14km。计划投资 6779 万元。 

（4）100 宗山塘除险加固工程 

拟在“十三五”期间对我县 100 宗病险山塘进行除险加固，

加固后可改善灌溉面积 1万亩，计划投资 2000 万元。 

4.2  水生态保护体系建设 

（1）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 

规划到 2020 年，全县水资源利用总量达到 4.94 亿 m
3
，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跨界河流水质达标率、城镇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均达到 10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65。 

“十三五”期间，我县水利行业能力建设项目主要有水库集

中远程监控系统、水资源计量监测体系、主要水源地水质监测系

统建设等，规划总投资 11000 万元。 

（2）紫金县崩岗防治工程 

紫金县是广东省崩岗活动比较强烈的地区，崩岗面积占全县水土

流失面积的 10.27%，且大多属于强度以上侵蚀。为控制崩岗发展趋势、

治理水土流失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改善农村生产

条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我县拟在“十三五”期间完成紫金县崩岗防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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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确定治理崩岗 909 处，治理崩岗面积 1444.47hm
2
,治理期

确定为三年。主要措施规模为：新建谷坊 745 座、拦沙坝 29 座、

挡土墙 7775m、截（排）水沟 62752m、崩壁小台阶 75.12hm
2
；营

造水土保持林 280.58hm
2
，经果林 169.77hm

2
，种草 275.07hm

2
。  

该工程计划投资 8564 万元。 

（3）小流域治理工程 

规划龙渡水小流域治理工程、赤炮小流域治理工程、中坝小

流域治理工程、南岭镇小流域治理工程、敬梓镇小流域治理工程，

治理水土流失总面积80.6km
2
，计划总投资15556万元。 

继续推进黄花水小流域、围坳水小流域、南山水小流域、汀

村水小流域的治理工作，治理流域面积328.91km
2
，计划总投资

9340万元。 

（4）水资源保护工程 

为保护水库的水源水质，计划“十三五”期间对散滩水库、

布格水库、柑坑水库、谢塘水库、鸡公田水库、马耳坪水库等6

宗水库实施水资源保护工程，主要工程内容是水土保持、挡土墙

等工程，计划总投资1481万元。 

（5）水环境整治工程 

“十三五”期间，计划对秋香江、洋头河、柏埔河进行水环

境整治工程，规划整治河流水面环境总长度263km，计划总投资

5580万元。 

4.3  水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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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广东省水中长期供求规划》

等有关规划基础上，从我县水资源情况及供需平衡出发，以加快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障体系，提升我

县供水保障能力。 

(1)  蓄水工程 

在《全国中型水库建设总体安排意见（2013-2017 年）》以及

在编的《广东省小型水库工程建设总体实施方案（2015-2020 年）》

基础上，从强化水源战略储备出发，结合现场勘察、地方调研，

把中澄水库、飞云寨一级水库、过合水库、叶茜水库列入“十三

五”建设任务。 

新建中澄水库工程。该工程位于乌石镇中澄村，是以防洪、

灌溉为主，保障供水和发电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库，水库集雨面

积 64km
2
，水库库容 1544.92 万 m

3
,最大坝高 41.7m,工程总投资

4.8 亿元。 

新建飞云寨一级水库工程，是以灌溉为主、兼顾发电的小（1）

型水库。总库容为 367 万 m
3
，兴利库容为 250 m

3
，校核洪水位

378.4m，设计洪水位 376.2m，兴建一座浆砌石重力式大坝，最大

坝高 45m，溢洪道净宽 25m，溢洪道堰顶高程 375m。估算总投资

11010 万元。  

新建过合水库工程，是以灌溉为主的小（2）型水库。总库

容为 19.5 万 m
3
，兴利库容为 13.5 万 m

3
，校核洪水位 114.1m，设

计洪水位 113.5m，兴建一座浆砌石坝，最大坝高 8.5m，溢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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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宽 6m，溢洪道堰顶高程 113m。估算总投资 1073 万元。 

新建叶茜水库工程，是以灌溉、发电为主的小（1）型水库。

总库容为 336 万 m
3
，兴利库容为 232 万 m

3
，校核洪水位 94.94m，

设计洪水位 94.65m，兴建一座浆砌石重力坝，最大坝高 26m，溢

洪道净宽 45m，溢洪道堰顶高程 92.5m。估算总投资 10080 万元。 

(2)  城乡供水工程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

的决定》对农村饮水工程的相关要求，结合近年村村通自来水建

设的实际情况，拟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及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配套改造任务，其中，紫金县村村通自来水工程

解决饮水人口 53.86 万人，计划投资 62412.5 万元； 11 个圩镇

的农村饮水安全配套改造工程解决不安全饮水人口 22.7 万人，

计划投资 26037.62 万元。 

目前，我县大部分城镇自来水供水系统存在水源无保障、没

有水质处理设施、供水管网陈旧等问题，需要进行改造。为进一

步提升城镇自来水供水能力，规划县城自来水工程（二期）、县

城城南新区、城西片供水扩容工程，以及中坝、黄塘、龙窝、苏

区、南岭、水墩、好义、上义、柏埔、敬梓、瓦溪等 11 个圩镇

供水工程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37367.62 万元。 

4.4  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建设 

 (1)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根据“民生水利五项工作方案”中农田水利万宗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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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结合我省对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作的相关政

策，拟在“十三五”期间新增中型灌区工程 2宗、小型灌区改造

工程 29 宗、新建改造灌溉水陂 100 座、节水灌溉工程 4 宗、新

建灌溉山塘 10 宗，新增灌区面积 1.2 万亩，改善灌区面积 11.38

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0.77 万亩，计划总投资 30370 万元。 

继续推进佰公坳灌区、禾坑灌区、新坑灌区的改造工程，改

造灌区面积 4.97 万亩，“十三五”期间计划总投资 4565 万元。 

（2）机电排灌体系建设 

根据我县建设需求，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原则，

拟在“十三五”期间新增 99 宗机电排灌工程，装机总容量 1059kw，

灌溉面积 21013 亩，计划总投资 1267 万元。 

 

5  水利改革与管理主要任务 

5.1  深化水利改革 

 (1)  转变水行政管理职能 

根据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进

一步明确行政职能，完善责任监督管理机制，明确部门协调机制，

推动水行政管理工作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手段、

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科技手段转变，逐步完善水行政管理的

体制和机制，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制度，依法规范管

理涉水事务。强化现代高科技技术和信息技术在水利管理中的

运用，提高管理水平。 

(2)  完善水生态文明建设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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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根据《广东省

水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河湖

水域生态红线制度、完善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和治理机制、水生态

补偿制度、建立区域间协调联动机制。 

(3)  创新发展水利投融资体制 

建立水利投资机制。努力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渠道的水利

投融资机制，增加水利投资，争取重点水利工程和关系民生的

水利工程建设配套资金落实。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水利建设，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 

5.2  强化水利管理 

 (1)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全面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

同管理制，完善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切实落实质量

终身负责制。健全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强化水利工程建

设主体的从业资格管理，创新水利建设管理模式，改进土地征收

模式，统筹区域间协调发展，全面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 

(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建立水利工程管理养护长效机制、推行水管单位标准化管

理、建立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完善农田水利

建设管护机制，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3)  河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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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河湖管理制度，规范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完善河道采砂、

岸线管理、滩涂利用与管理等规划，完善河道规划治导线管理制

度；建立河道管理动态监控机制，对重点河道、水域岸线、河道

采砂活动实时动态监控；创新河湖管理模式，推行“河长制”。 

5.3  加强水利行业能力建设 

 (1)  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 

严格执法、积极化解水事矛盾、强化执法手段、提高执法效

能、执法队伍和执法机构建设，加大水政干部的培养力度、健全

应急信息共享和快速处置机制、加强水政执法基地及装备建设、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等，进一步规

范执法行为，切实做到阳光行政、文明执法、规范执法。 

 (2)  水利信息化建设 

紧跟时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推进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在水

利行业的融合与应用。强化水利工程信息化、水资源管理信息化、

水利系统办公服务信息化。 

“十三五”期间，新建水库远程集中监控系统，对 2宗中型

水库和 10 宗小（一）型水库建设远程监控系统，计划投资 3000

万元；完成水资源计量监测体系建设，对中型灌区、重要取水口、

重要取水设施配置计量测量设施，计划投资 5000 万元。 

 (3)  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水利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培训、管理人员能力提升、

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完善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评价标准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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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基层水利从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水平，力争

在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管理等方面有新成效、新进展、

新突破。 

(4)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 

加大力度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完善以乡镇水管

所、三防办事机构服务组织等专业化服务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

为网络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水利服务能力。 

“十三五”期间，将进一步提高 18 个基层水管单位的管理、

测量、办公等能力建设，计划投资 1800 万元。 
 

6  规划实施与效果评价 

6.1  实施计划 

根据轻重缓急、项目实施效果、实际需要与可能、资金筹措、

前期工作等情况，综合分析，合理安排水利发展“十三五”项目实

施次序。优先考虑列入国务院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及和列入省

发改委“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的项目，以及“十二五”

已开工的续建项目和列入“民生水利五项工作方案”项目。按照工

程项目分类表进行整理，制定我县“十三五”实施计划表。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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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防洪减灾工程 水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水资源保障工程 农村水利工程 水利行业能力建设

2016

柏埔河（柏埔段）治理工程、中坝河干流治
理工程、秋香江（蓝塘段）治理工程、柏埔
河（黄塘段）治理工程、义容河（义容段）
治理工程、柏埔河（黄塘段）治理工程、洋
头河（南岭段）治理工程、赤炮水治理工程
、龙窝水治理工程、桂山水治理工程、良庄
水治理工程、上石河治理工程、秋香江（九
和镇区段）治理工程、大田水治理工程、热

水河治理工程、黄坳水治理工程

黄花水小流域治理工程、围坳
水小流域治理工程、南山水小
流域治理工程、汀村水小流域
治理工程、龙渡水小流域治理
工程、散滩水库水资源保护工

程

紫金县村村通自来水工程、过
合水库、黄塘圩镇供水工程、
龙窝圩镇供水工程、中坝镇圩
镇供水工程、南岭圩镇供水工

程、水墩镇圩镇供水工程

佰公坳灌区改造工程、禾坑灌
区改造工程、新坑灌区改造工
程、双下水库灌区改造工程、
飞云寨灌区工程、龙窝镇公柘
村等10个村（14宗）机电排灌
工程、蓝塘镇留塘村等6个村

（9宗）机电排灌工程

2017
王告水治理工程、小北水治理工程、永光水
治理工程、水墩水治理工程、秋溪水治理工

程、秋香江（凤安镇段）治理工程

紫金县崩岗防治工程、中坝小
流域治理工程、赤炮小流域治
理工程、布格水库水资源保护

工程

紫金县城城南新区、城西片供
水扩容工程、好义镇圩镇供水
工程、柏埔圩镇供水工程、敬
梓圩镇供水工程、苏区镇圩镇
供水工程、上义圩镇供水改造
工程、瓦溪圩镇供水改造工程

小型灌区改造工程29宗、金寨
果场节水灌溉工程、金山茶业
节水灌溉工程、南岭镇高新村
等3个村（4宗）机电排灌工程
、九和镇五一村等3个村（4

宗）机电排灌工程

水资源计量监测体系建
设

2018

东溪水治理工程、黄坰水治理工程、长岌水
治理工程、甘坑水治理工程、广福水治理工
程、秋香江（乌石镇段）治理工程、秋香江
（新龙村段）治理工程、秋香江（瓦溪镇

段）治理工程

南岭镇小流域治理工程、敬梓
镇小流域治理工程、柑坑水库

水资源保护工程
飞云寨一级水库工程

宇丰茶场节水灌溉工程、瑞丰
油茶场基地节水灌溉工程、义
容镇村桥田等3个村（11宗）
机电排灌工程、敬梓镇敬梓村
等3个村（3宗）机电排灌工程

主要水源地水质监测系
统

2019
南昌河治理工程、腊石河治理工程、车前水
治理工程、袁田水治理工程、富坑水治理工

程、上陂水治理工程、上濑水治理工程

秋香江水环境整治工程、谢塘
水库水资源保护工程、柏埔河

水环境整治工程

叶茜水库工程、紫金县城供水
工程（二期）

苏区镇炮子村（1宗）机电排
灌工程、中坝镇塔坳村等3个
村（3宗）机电排灌工程、紫
城镇村黄花等3个村（3宗）机
电排灌工程、黄塘镇锦口村等
7个村（14宗）机电排灌工程

新建水库远程集中监控
系统

2020

百罗水治理工程、朗坑河治理工程、上庄水
治理工程、中埔河治理工程、柏埔镇方湖涝
片治涝工程、好义镇下营涝片治涝工程、九
和镇圩镇涝片治涝工程、招元围涝片治涝工
程、蓝塘镇圩镇涝片治涝工程、义容镇夏棠
涝片治涝工程、义容镇塘面涝片治涝工程

洋头河水环境整治工程、鸡公
田水库水资源保护工程、马耳

坪水库水资源保护工程
中澄水库工程

瓦溪镇瓦溪村等6个村（11
宗）机电排灌工程、凤安镇上
坑村等5个村（7宗）机电排灌
工程、水墩镇黄輋村等3个村
（3宗）机电排灌工程、柏埔
镇福田村等9个村（12宗）机

电排灌工程

表-1                    紫金县“十三五”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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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投资测算 

 “十三五”期间投资总估算为 31.39 亿元，其中“十二五”

在建项目续建投资 1.85 亿元，“十三五”规划新增项目投资 29.53

亿元。“十三五”规划新增项目中，防洪减灾工程投资估算 4.98

亿元，水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投资估算 3.12 亿元，水资源保障工

程投资估算 16.99 亿元，农村水利工程投资估算 3.16 亿元，水

利行业能力建设投资估算 1.28 亿元。 

年度投资估算见表-2。 

年度
防洪减灾

工程

水生态环
境保护工

程

水资源保
障工程

农村水利
工程

水利行业
能力建设

合计

2016 24052.86 12189 79303.12 16389 131933.98

2017 6098.66 18040 13550 14149.5 5000 56838.16

2018 6028.9 3962 11010 2842.5 3000 26843.4

2019 7150.68 4540 18080 1345 3000 34115.68

2020 11081.45 1790 48000 1476 62347.45

合计 54412.55 40521 169943.12 36202 11000 312078.67

表-2           年度投资估算表

 

6.3  投入估算 

根据国家及我省有关政策，我县“十三五”水利建设项

目资金来源主要为中央、省、市、县的公共财政投入，其中

中央、省级投资占总投资的 70%，剩余部分由市、县及当地自

筹解决。 

6.4  效果评价 

 (1)  经济效果评价 

水利建设具有防洪、供水、发电、灌溉、生态环境保护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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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十三五”规划实施后对拉动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解

决就业问题有很大作用，具有较好的国民经济效益，在经济上是

可行的。 

(2)  社会效益评价 

水利建设具有日益重要的社会作用。“十三五”规划实施后可

避免洪水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稳定问题、改善农村居民的饮用水条

件、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对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支撑及保障

作用。 

(3)  生态环境效果评价 

 “十三五”规划实施后能极大减少水土流失、提高植被覆盖

率、恢复生态景观，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7  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设

施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的大事，列入到级政府

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协调，确保各项水利措施落到实处。 

（2）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力度，多

渠道筹集资金，落实“以水养水”的政策，建立和健全水利建设

资金筹集制度。对列入国家投资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要根

据财力状况，制定地方财政配套投资比例。同时，运用市场运作

方式向银行贷款和引导社会投资吸纳社会资金，争取社会各界的

捐资。 

（3）加强队伍建设。加强基层水利人才建设，优化水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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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结构，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三个环节。加大职工教育培

训投入，重点加强水利发展急需的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注

重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使人才规模、专业结构逐步与水利

发展要求相适应。 

（4）强化监督检查。充分发挥评估指标在规划实施中的导

向作用，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稽查的力量，进一步健全行政

问责规章制度和监督检查机制。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

域、重点项目、重点环节、重点岗位的监督检查力度，努力实现

工程安全、资金安全、生产安全、干部安全。建立公示制度和公

众参与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5）深化管理制度。加大水利改革攻坚力度，构建水利科

学发展的长效机制。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小型

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明晰所有权，落实管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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