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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经验与启示

胡付琳1 杨宏国2

山东 临沂 277700

山东 临沂 277700

摘 要：兰陵农业水价改革经过近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一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对兰陵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并获得了有益的思考启示，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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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县总面积172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1万亩，总

人口140万，是一个农业大县。近年来，我县大力开展水

利工程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引、蓄、提、供、排水

体系。然而由于水利工程供水计量粗放，供水价格机制

陈旧，限制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6年，市政府分配兰陵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任

务面积为79万亩， 年调整为64.6万亩。截至目前，

全县已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65.29万亩，已全面完

成改革任务，并超额完成0.69万亩。市级分配给兰陵县的

验收面积为49.3万亩，已对19.78万亩改革面积进行了市

级验收，并被评定为良好等级。

我县以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认真贯

彻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开始强化农业用水需求管理，探

索水价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我县以灌溉和水量计量设施

条件较为完备的小农水工程为开端，开始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结合机电井灌溉实际，以供水成本核算为基

础，水费标准按照提水用电量收取1元/度，折合0.33元

/方。农业用水户向射频卡预存灌溉电费，不产生任何

中间环节，不搭收任何其他费用。所收水费专户储蓄，

由农民用水者协会负责管理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电费成

本、进行设施维护和工程运行管理。

水价和成本长期倒挂的状况有所改善，群众的节水

意识逐渐提高。兰陵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调节水资源

优化配置和节约用水中起到了经济杠杆作用，促进了传

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的转变。

对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统一。部分干部

和群众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认识存在不足。

基础条件不够完善。大部分灌区工程末级渠系尚

未配套，全县79万亩的改革任务难以全部落实载体。

相关部门和乡镇的联动和协调不够。紧靠水利局

难以推动水价计收和提水价。“不提水价难以实现节约

用水和工程良性运行，提水价农民难以接受”的农业水

价改革“两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市县级资金难以落实。目前，我县只有中央、省

下达的资金，试点区内的工程配套、精准补贴面临缺口。

强力组织高位推动，系统谋划顶层设计。2017

年12月，县政府成立了兰陵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小

组，由副县长任组长，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建立领

导机制，加强领导和协调。全县各乡镇（街道）和大中

型灌区相应成立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机制，建立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管护体制。县发改、财政、农业农

村、水利部门多次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工作。兰陵县编制了《山东省兰陵县2016-2025年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系统谋划改革步骤，先

后实施了4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共完成水价综合改

革项目投资536万元。

完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补齐农业供水计量设

施。兰陵县先后实施了小农水重点县工程、高标准农田

工程、农田水利项目县工程，农业农村高标准农田项目

等一大批农田水利工程，共建设低压管道灌溉工程43.84

万亩，新打机井5142眼，全部安装了射频机，实现了以

电折水用水计量。实施了三个年度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项目，共安装计量设施674套，实现了水量按方计量。目

前，我县农业灌溉基础设施较为完备，农业供用水计量

设施日趋完善。

明确工程管护主体，健全供水管理体制。我县坚

持建管并重的原则，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要求， 先

建机制，后建工程，在工程规划时即明确工程管护主体

及产权归属。农田水利工程建成验收后，及时移交给管

理运行单位。目前我县大中小型灌区和井灌区均已明确

工程管护主体。

兰陵县17个乡镇（街道）基层水利服务中心全



161

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

部落实了办公场所，配置了必要的办公设施、仪器、工

具等设备。在人员选聘上，确定每个水利服务中心人员

编制3-4名，增加水利事业编制58人，其人员经费和公益

性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实行县乡共管、以县为

主的体制，达到了机构、人员、经费、独立办公场所的

“四有”标准。

在村级水利员选配上，确定每个行政村1名水利

员，人选由村委会推荐，乡镇（街道）水利服务中心考核

确认，县水利局备案，乡镇（街道）水利服务中心和村委

会共同管理，其劳务补助经费已列入县财政预算。

由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具有面广量大，直接服

务于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以及工程类型多，管理业务

综合性强，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等等特点，管好用好遍

布全县的小农水工程，使之长期发挥作用，必须依靠基

层水利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小农水设施

的管理主体和受益人，才能尽心尽职去做好管理和维护

工作。目前兰陵县已经构建了政府、专业化管理组织和

农民用水协会 “三位一体”的建管模式。用水协会负责

专业服务的检测、维修装备，健全用水协会章程规范，

财务、工程、用水等制度，齐备计量设施、维修设备和

通讯设施配备，完善了操作规程。用水管理人员与乡镇

用水协会签订协议，明确公益性管理服务与非公益性管

理服务的范围，对用水户的有偿服务公开收费标准和服

务承诺，接受服务对象的自主选择和监督，人员工资均

有保障。在充分发挥协会指导维修的同时，也实现了用

水户对工程维护、用水管水、水费收缴的民主化、规范

化管理。2014年兰陵县长城镇农民用水者协会被评为省

级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

全面推行合同供水，由灌溉公司与各农民用水

者协会签订供水合同，并从收缴的水费中计提资金用于工

程维护和日常开支，确保工程的良性运行。兰陵县水韵公

司负责向各协会发放水权，进行水权统一管理分配。

完成农业水价核算与成本监审，落实农业用水量

定额管理。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22年4月6日出具了兰陵县

农业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初步意见，核定全县大中型自流灌

区年均完全成本共1983万元，年均运行维护成本共1135万

元。综合核定大中型自流灌区平均单位完全成本为0.155

元/m3，平均单位运行维护成本0.089元/m3；井灌区农业供

水单位完全成本为0.261元/m3，单位运行维护成本0.177元/

m3。农业供水定价正在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讨论。

2022年5月24日，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兰陵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域供水价格的

通知》（兰陵政办字〔2022〕13号），按照不同供水方

式和农作物制定了分类水价。自流灌区粮食作物供水基

本价格为0.089元/立方米，一般经济作物供水基本价格为

0.155元/立方米，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养殖业等供水基本

价格为0.162元/立方米。提灌和井灌区灌区粮食作物供水

基本价格为0.177元/立方米，一般经济作物供水基本价格

为0.261元/立方米，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养殖业等供水基

本价格为0.274元/立方米。

全面推行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农业供水

用户用水量在相应用水定额以内的，执行基本水价；超

出用水定额20%（含）以内的部分，执行基本水价的1.5

倍；超出用水定额20%-50%（含）的部分，执行基本水

价的2倍；超出用水定额50%以上的部分，执行基本水价

的3倍。

兰陵县小麦等二十种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

灌区类型 作物
灌溉保

证率
栽培方式 灌溉方式 定额（m3/亩）

自流灌区

小麦 50% 露地 地面灌 163

玉米 50% 露地 地面灌 41

水稻 75% 露地 地面灌 429

大豆 50% 露地 地面灌 79

花生 50% 露地 地面灌 33

棉花 50% 露地 地面灌 118

番茄 50% 露地 地面灌 163

黄瓜 50% 露地 地面灌 191

青椒 50% 露地 地面灌 139

马铃薯 50% 露地 地面灌 100

茄子 50% 露地 地面灌 162

大蒜 50% 露地 地面灌 131

大白菜 50% 露地 地面灌 129

芹菜 50% 露地 地面灌 83

青萝卜 50% 露地 地面灌 158

西瓜 50% 露地 地面灌 82

甜瓜 50% 露地 地面灌 92

梨 50% 露地 地面灌 163

桃 50% 露地 地面灌 121

葡萄 50% 露地 地面灌 102

井灌区

小麦 75% 露地 地面灌 156

玉米 75% 露地 地面灌 52

水稻 75% 露地 地面灌 336

大豆 75% 露地 地面灌 93

花生 75% 露地 地面灌 42

棉花 75% 露地 地面灌 124

番茄 75% 露地 地面灌 164

黄瓜 75% 露地 地面灌 184

青椒 75% 露地 地面灌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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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灌区类型 作物
灌溉保

证率
栽培方式 灌溉方式 定额（m3/亩）

井灌区

马铃薯 75% 露地 地面灌 103

茄子 75% 露地 地面灌 163

大蒜 75% 露地 地面灌 128

大白菜 75% 露地 地面灌 157

芹菜 75% 露地 地面灌 80

青萝卜 75% 露地 地面灌 143

西瓜 75% 露地 地面灌 76

甜瓜 75% 露地 地面灌 86

梨 75% 露地 地面灌 184

桃 75% 露地 地面灌 103

葡萄 75% 露地 地面灌 104

说明：本灌溉用水定额的规定位置为斗口（或井

口）。灌溉用水定额由净灌溉定额、斗渠（或井口）及

以下渠系输水损失和田间损失组成。

开展精准补贴，实施节水奖励。逐步完善农业

水价形成机制，建立了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

况、用水户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

奖励机制，制定了《兰陵县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及节水奖

励资金管理办法》。奖补资金原则上用于补偿定额内用

水工程运行维护支出，用于补偿农业节水支出或继续扩

大节水规模投资。结合实际，对节水状况较好用水组

织，直接以管道、水泵、射频机等灌溉设备的形式进行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发放。2019年、2021年度共计发放

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发放节水奖励111.847万元。

促进水费收取，加强节水宣传。5月6日，兰陵

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中型灌区农业水费补贴事

项，对大中型灌区农业水费实行政府全额补贴。井灌区

水费征收由协会人员统一收取，直接收费到用水户。在

收取水费时开具水费专用收款收据，严禁擅自加价，搭

车收费。

深入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宣传活动。以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对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提高经济效益

的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加大宣传力度，制作树立宣传

牌64块，悬挂宣传横幅59条，印发宣传海报1000余份。

转变了部分群众“水是不竭之源，多用水和少用水无所

谓”的错误理念，取得了群众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的肯定和广泛支持，增强了广大用水户的节水护水意

识，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目前兰陵县已经形成了工程设施先进、用水计量和管

理高效、水价机制到位、工程运行和效益良好的灌溉用水

体系，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水价和成本长

期倒挂的状况有所改善，群众的节水意识逐渐提高。

全县已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面积45.51万亩。

其中，卞庄街道3.6万亩，大仲村镇1万亩，兰陵镇6.55

万亩，磨山镇3.66万亩，神山镇0.85万亩，车辋镇1.13万

亩，尚岩镇3.67万亩，向城镇9.46万亩，新兴镇1.95万

亩，庄坞镇2.03万亩，鲁城镇0.42万亩，矿坑镇0.4万亩，

苍山街道3.22万亩，芦柞镇6.68万亩，下村乡0.89万亩。

目前我县已经形成了工程设施先进、用水计量和管

理高效、水价机制到位、工程运行和效益良好的灌溉用

水体系，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水价和

成本长期倒挂的状况有所改善，群众的节水意识逐渐提

高。兰陵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调节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节约用水中起到了经济杠杆作用，促进了传统水利向现

代水利、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的转变，提高了水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保障了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健康

发展。

促进增产增收，发挥经济效益。改革区全部实现

了农业用水计量收费，促进了节约用水。按照亩均节水

6.4m
3计算，年节水量约317.4万m3。水价改革项目缩短了

灌溉周期，灌溉更加及时，促进了作物增产；节水灌溉减

少了肥料流失，提高了肥料利用率，提高了农民收入。

灌溉自动化程度提高，降低了劳动强度。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管理，节省了农户的人力、物力。按照亩年灌

溉节省0.5个用工量计算，项目区年省工24.8万个。节省

下来的时间可换来外出打工收益，以普通工日80元计，

年省工效益1984万元。

改善用水秩序，维护社会效益。一是改善用水秩

序，减少水事纠纷。改革后，在提高灌溉效率、改进服务

水平方面得到明显加强。用水组织协商用水计划，确定轮

灌次序，对内外进行协调，村组之间，用水户之间水事纠

纷明显减少。二是有利于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提高灌溉

服务质量。改革推行农业供水终端水价，避免了多头收费

现象，使农民心中有数，放心用水，并可以起到遏制乱加

价、随意搭车收费的作用，使水费收取工作形成一种良性

机制，有利于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提高灌溉服务质量。

三是有利于增产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节水减排，显现生态效益。改革推进节水灌

溉，节约了水资源，局部地下水超采得到了缓解，地下

水采补得以趋向平衡。节水灌溉后，提高了肥料的利用

率，减少了肥料流失，地下水污染明显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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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一项新的改革，是新生事

物，在改推进中给予了我们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改革应该结合地方实际进行推进。如果大范围的

用统一指标考量，可能会引发改革不适症状。

改革中应该多倾听农户意见和建议。实践出真

知，农户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摸索的办法，有些事值得

推广的。

改革是全社会参与的事情。一定要广泛发动，形

成合力。紧靠一两家部门出出文件，定定制度，是不可

能推进改革进行的。

加强交流学习。农业水价改革作为新生事物，大

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加强相互之间的

交流学习，可以少走弯路，少试错，从而节省成本，提

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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