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四十年 民生水利谱华章
——改革开放以来全州水利建设成就纪实

水利建设一头连着基本民生，一头连着未来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改革开放40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州水务系
统始终坚持抓党建、谋发展、惠民生，高强度、大规模推进水利建设，建成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惠民生的水利工程，为大理与全国同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保障，水务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七五”
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我州在认
真执行每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五 年 计 划 的 同 时 ，积 极 开 展

《水 利 发 展》5 年 专 项 规 划 以 及
《祥云大型灌区规划》《宾川大型
灌区规划》《洱海大型灌区规划》

《洱海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
划》《大理州重点地区中小河流
治理规划》《大理州洱海流域及
相关地区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规
划》《洱海补水工程规划》等多个
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全州水

利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规划基础和
项目支撑，形成水利项目“开工
一批、论证一批、储备一批”的工
作格局。40 年来，全州累计完成
水利建设投资 334.9 亿元。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年，累计
争取到中央、省级水利建设资金
76.55 亿元，完成水利投资 193.29
亿 元 ，占 40 年 水 利 总 投 资 的
57.22%，是水利发展投资规模最
大、规划目标实现最好、人民群
众受益最多、改革力度最强、行
业能力提升最快的时期。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理州针
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饮水安全、防
洪安全、粮食生产安全、经济发展
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问题，坚持
人水和谐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探
索新形势下水源工程建设管理机
制，突出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先后
实施润滇工程、西南五省骨干水源
工程、引洱入宾跨流域调水工程、
洱海补水工程，供水保障能力明显
提升。40 年来，全州建成水源工
程 63 件（其中，中型工程 20 件，小
一型工程 36件，小二型工程 7件），
增 加 蓄 水 库 容 46298.26 万 立 方

米。完成 45件小一型水库，394件
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新增防
洪 受 益 人 口 95 万 人 ，保 护 农 田
61.93 万 亩 ；新 增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38.14 万亩，防灾减灾体系得到进
一步加强。截至目前，全州建成水
库 632座（其中：中型水库 25座；小
一型水库 68 座；小二型水库 539
座），库容 8.73 亿立方米。水源工
程建设快速推进，全州水利工程总
供水量达 13.03亿立方米（其中，规
模以上水利工程供水 6.85 亿立方
米），基本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
用水需求。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理州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按照
民生优先、统筹兼顾、人水和谐、政
府主导、改革创新的原则，大力推
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水
利得到全面发展。一是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全面改善提升。40年来，
大理州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整合涉
农资金，加大州县市“以奖代补”力
度，积极发动受益村民投资投劳，
因地制宜，坝区以兴修水库、塘坝
为主，引水提水及打井工程为辅，
山区河谷以引水、提水工程为主，
小型库塘建设为辅，合理开发利用
水资源。通过灌区建设、中央财政
小农水重点县、农业综合开发等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建成灌

区 86 处（其中 30 万亩以上大型灌
区 2处，中型灌区 27处），建成有效
灌溉面积 246.14万亩，节水灌溉面
积 60.4万亩（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 43.69 万亩）。建成“五小水利”
工程 62.36 万件、泵站 864 座、水闸
304 座、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 9215
处、机电井 41456 眼。二是高标准
农田建设有效推进。以基本烟田
建设、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退
耕还林基本口粮田、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等项目为支撑，本着“缺什么、
补什么”的原则，扎实推进高标准
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2009 年以
来，累计投入 27.52亿元，改造中低
产田地 209.7万亩（其中：建设高标
准农田 148.37 万亩），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理州全
面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累
计 投 入 资 金 12.92 亿 元 ，解 决 了
285.86 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2017
年 ，全 州 农 村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91.6%；水质合格率达 61.33%（2018
年枯水期抽样合格率为 86%）。全
州农村饮水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2016 年实施脱贫攻坚以来，按照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市抓落
实”的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层层落
实水利扶贫主体责任、实施责任、
监督责任，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
筹集资金，把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作

为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目
标内容，把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问题精准到村到户，加快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建设，加强工程
运行管理和水质提升，确保了贫困
户退出有安全饮水保障。3年累计
投入资金 38930.3 万元，建成工程
1128 件，巩固提升 27.38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其中 2016
年 13.65 万人，2017 年 7.48 万人，
2018 年 6.25 万人），97.17 万人口受
益。农村饮水由“解困”向“饮水安
全”转变，由解决“水量”为主向水
量与水质转变。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理州抓
住水电事业发展的机遇，通过制
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内引外
联，掀起中小水电开发的热潮，全
州农村水电事业蓬勃发展。剑
川、永平、漾濞、洱源、鹤庆等 10 个
县通过电气化、小水电代燃料、增
效扩容项目的实施，改进了小水
电站的综合效能，促进了广大山
区农村群众增收解困，改善了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人民群
众的生活水平，发挥了良好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切实推动了地方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6 年，云
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强中
小水电开发利用管理的意见》，大
理州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审核存量、严控增量，
调整已建小水电功能定位，突出
小水电服务于改善农村生活生
产、保护生态环境和地方经济发展
的属性，严控新建中小水电核准审
批，原则上不再开发建设25万千瓦
以下的中小水电项目。截止2017年
底，全州共建成小水电站205座，总
装机容量为82.28万千瓦。

改革开放 40年来，大理州深入
推进水利重点领域改革，管水治水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全面深化农村
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积极
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以实施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为载体，创新农田
水利建设、运营和管理体制机制，以
水价改革为突破，多渠道整合资金，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以节水和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
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完成宾川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国
试点工作。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
程”的原则，不断完善农田水利改革
试点经验，深化改革内涵，扩大改革
外延，补齐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
短板，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全面推广山区“小水网”建设模
式，逐步构建山区供水安全保障网

络体系，有效推进水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工
作，强化行政审批改革，改革后行政
许可事项 6项，管理服务 2项，下放
县级6项，取消3项。水务一体化改
革稳步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
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
与运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水利信
息化建设得到加强。出台《大理白
族自治州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水
资源立法得到加强。水资源“三条
红线”管理得到全面落实，水环境保
护积极推进。水利行业能力建设、
水行政执法得到加强。深化水利投
融资改革，认真做好重点水利建设
项目筹资工作，用足用好金融支持
水利政策，搭建了融资平台，有效保
障了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资金需求。

（大理州水务局供稿）

大理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总目标，突出“洱
海流域”一个重点，抓住“水质断面
监测、河长考核考评”两个关键，全
面建立“五级河长制、技术管理与
支撑、考核管理与社会监督”三大
体系，抓好与“三清洁、人居环境改
善提升、项目实施、长效机制建设”
四个结合，做到“组织体系和责任
落实、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出台、
相关制度和政策措施、监督检查和

考核评估、人员编制和项目资金保
障”五个到位，落实“水资源保护，
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执法监管”六大任务，河长制工作
深入开展。全州 632 座水库、2195
座坝塘、1171条沟渠、8座湖泊、946
条河流、148.1公里环湖岸线纳入河
（湖）长制管理范围。共设五级河
长 22123人，其中：州级河长 46人，
县级河长 1056 人，乡镇河长 3506
人，村级河长 4667 人，组级河长
12848人。

大理州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
水思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理
念融入到水资源开 发 、利 用 、治
理、配置、节约、保护各个领域，
科学谋划、统筹推进水生态文明
建设。制定《大理州洱海保护管
理条例（修订）》，以洱海流域为
重点辐射带动全州水生态文明建
设 的 良 好 态 势 初 步 形 成 ，紧 扣

“三条红线”“四项制度”要求，出
台《大理州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意见》，水资源规划、水资
源论证、取水许可、水功能区、水政
执法等方面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

力度切实加大，骨干水源工程、水系
连通工程、生态河道治理、农田水利
相结合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建设步伐
加快。统筹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大力推进农业、工业、生活、公共机
构节水，节约用水管理全面加强。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效显著，完成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面积 6666 平方
公里，全州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
积的比例从 1999 年的 39.22%下降
到2017年的27.05%，重点防治区生
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水土流失恶
化的趋势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水
生态修复、水环境整治、水利防灾减
灾得到有效落实，水环境承载能力
显著提升，水资源管理取得新进展。

水利投资规模大幅增加

水源工程建设势头强劲

农村水利全面发展

行业扶贫扎实推进

农村水电快速发展

水利改革行稳致远

河（湖）长制工作全面推行

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40年来，大理州按照
“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原则，注重兴利除害
结合，防汛抗旱并举，狠抓防洪工
程建设和非工程措施建设，为经济
建设提供安全的水环境。一是构
建了完备的防灾减灾组织保障体
系。州、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
办公室运转有序，组织保障有力。
二是形成了完善的防灾减灾处置
应对体系。加强流域区域协调，城
乡农村统筹，趋利避害结合，生活
生产生态并重，既控制洪水又给洪
水出路，既确保防洪安全又合理利
用雨洪资源，采取蓄、滞、排措施，
科学调控洪水；引、提、调并举，合
理配置水资源；政、军、民联动，充
分形成合力；防、避、救结合，着力
减少损失，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
亡，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城乡供水安全。三是健全了合
理的防灾减灾联合协作机制。严
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
防汛抗旱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
和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决策、统一
指挥、统一调度，各级防指成员单
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
主动协调，消防和武警官兵发挥中
流砥柱作用，形成了防灾、减灾、救

灾的强大合力。四是水旱灾害防
御基础能力显著提升。重要支流
及中小河流治理加快实施，一大批
重点水源工程相继建成并发挥效
益，抗旱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一批
农村饮水安全、抗旱应急水源和节
水灌溉骨干渠网陆续建成，城乡供
水和抗旱应急能力大幅提高。全
州堤防长度 1534.75 公里，达标长
度 715.8 公 里 ，已 治 理 河 段 长 度
546.51 公里。布局合理、功能配套
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为调控洪
水、战胜洪涝灾害提供了坚实基
础。五是防灾减灾信息化支撑不
断得到加强。建成了 1 套州级山
洪灾害预警平台，12套县级山洪灾
害预警监测平台，自动监测雨情站
371个，自动水位站 100个，简易雨
量站 2358个，简易水位站 73个，无
线预警广播 1235 个，手摇警报器
3348 个，34 个图像（视频）站点，12
个卫星通道信道的自动监测站，基
本建成以监测、通信、预报、预警等
非工程措施为主与工程措施相结
合的防灾减灾体系，基本实现中
央、省、州和县四级监测预警平台
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有效提
高了山洪灾害科学管理水平和综
合防灾减灾能力。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明显提升

引洱入宾进水口全貌引洱入宾进水口全貌

海西海水库海西海水库，，拍摄于拍摄于20072007年年66月月55日日

大理州海稍水库大理州海稍水库治理后的大理市阳溪生态河道治理后的大理市阳溪生态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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