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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百年一遇
特大旱灾，然而一股股
清流从水库、水窖、机井
流出，沿着渠道，欢快地
流向碧绿田畴。新郑当
地农民说，大旱之年能
有好年成，要给水利记
大功。

连续 7 年，新郑的
粮食产量都交出了令人
满意的答卷。一个大大
的问号摆在人们面前：
是什么让新郑的农业生
产能力如此强大？一个
金光闪闪的“金杯”就是
其中的答案——“红旗
渠精神杯”。

从 第 一 次 捧 杯 算
起，新郑市已连续 15 年
荣获全省水利战线最高
荣誉——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红旗渠精神杯”。
从对水资源和水生态环
境的重点保护到水土保
持重点治理项目实施，
从村村通自来水到农用
机井升级改造，从小农
水重点县建设到水库除
险加固和一大批水利工
程项目的实施……纵观
今昔，记者发现，新郑的
水利事业在坚定不移地
走着明现状、谋长远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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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创新
大投资强管理夯实发展基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公益设施建设的水利建
设，资金问题是老大难。在逐年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
如何发挥有限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为新郑
思考的问题。

该市按照土地出让净收益不低于10%、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不低于5%的比例，将水利建设资金列入年度预
算，确保每年财政投入总量和增幅稳步增长。此外，按
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区域集中、各记其功”的原则，
整合农业、水利、财政、国土、林业、扶贫开发等支农项目
资金，集中投向水利设施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干项目得有钱，这两年新郑人开动脑筋，多方找
钱。建立公益性水利项目建设与土地储备一一对应的
模式，利用储备土地抵押融资、项目开发带来的土地转
让增值收益还款，实现了融资、项目建设和还款的良性
循环。同时，对经营型水利事业，广泛采取市场化运作
的方式进行融资，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水利
建设投入新机制，保障水利建设资金需求。

据新郑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新郑水利融资新模式
的运作，不仅实现了水利投资和融资的互动，使水利建
设变单纯依靠国家投入的“一条腿”为国家投入、地方
财政投入、企业投入和市场运作的“多条腿”走路，变国
家补助为资本金投入，变单纯服务农业为统筹兼顾服
务农业、城镇和工业，“把过去想干却没钱干的事情干
了，可以说新郑是资金等项目、项目等规划”。

“水利工程要发挥最大效益，工程建设的质量和管
理十分关键。因此，无论是先期调查、规划，还是后期
管理，我们都力戒形式主义，不搞‘形象工程’，让群众
骂娘的事坚决不干!”新郑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工程建设上，严把财政预算关、工程招投标关、
质量监理关、资金拨付关、工程验收关、审计决算关等
六道关口，确保把各项水利工程建设成为民心工程、安
全工程、精品工程、效益工程。

对重点水利工程项目，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
行管理，坚决实行项目法人制、公开招投标制、工程建设
监理制、项目验收制、财会审计制，确保工程质量；对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工程技术人员统一对土方工程和
建筑物工程进行样板示范，统一质量标准和施工规范，
工程竣工后，严格进行验收，对不合格工程，坚决予以返
工。在设施管护上，市财政每年拿出1080万元，以购买
公益性岗位的形式招聘1500人，建立了以水利设施管
护为主，以护井渠、护道路、护林木、护村庄、护土地和护
电力设施为职责的“六护员”管理队伍，深入推行以六护
员管理站为支撑的“六护一站”管理体制，确保各项水利

设施得到及时维护，确保长期发挥效益。
在水利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水利工作者以非

凡的勇气接受了一个又一个挑战，诠释了新郑水利人
的“红旗渠精神”。通过一年来 100 多个水利项目建
设，新郑市极大改善了民生水利条件，解决 5.8万人农
村饮水安全问题；完成升级改造机井 3146 眼，新打机
井540眼，管道埋设52.6万米，安装出水口及安装保护
体1.29万套；建设轩辕湖水库和轩辕湖湿地文化园；对
后胡、杨庄、范河、小范庄、杜楼、冯庄、于沟等7座水库
进行除险加固；新建梯田 100公顷，蓄水池 12座，生产
道路 5公里，排水沟 5公里，塘坝 4座，谷坊 10座，经果
林39.681公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郑人不服
输，敢争先；新郑水利不仅是新郑跨越式发展的基础，
更是新郑民生的保障。凭着“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
行业精神，新郑干出了当代愚公的新业绩；连续 15 年
夺得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连续
16年夺得郑州市“中州杯”，获得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先进单位、国家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市）、全国生态
示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战斗仍在继续，水利建设的热潮将会更高涨、更热烈。

“水”到“渠”成润民心
——新郑市夺取红旗渠精神杯十五连冠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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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的重要性，新郑人感受很深。
新郑地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复

杂，年降雨量不足 700毫米，干旱一直是制
约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粮食怎么保？只
有把准“命脉”的经络，打通“毛细血管”。

科学谋划才能科学治水，趋利避害必
须规划先行。新郑市先后聘请上海同济大
学、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等设计单
位，高标准编制了城市生态水系总体规划、
农田水利建设规划、村村通自来水规划、河

道治理规划、具茨山小流域治理规划等系
列规划，确立了以南水北调总干渠为纽带，
以中心城区景观水系为核心，以双洎河、黄
水河等九条自然河流为脉络，以具茨山水
源保护旅游区、龙湖水库风景旅游区等为
支撑的“一渠、一核、九脉、五区”的市域水
系发展布局，力争把新郑建设成为河湖交
相辉映、人水和谐相处的生态城市。

经过精心谋划，一幅新郑市现代水利
的蓝图展现在全市人民面前：以“南调长江

水，北引黄河水，西蓄天上水，东治洪涝水，
合理开发地下水，综合利用循环水，全社会
厉行节约用水”为治水思路，突出“民生水
利、效益水利、生态水利、平安水利、和谐水
利、资源水利”六项重点，积极实现水安全、
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
体”的总体要求，推动传统水利向资源水利
转变，工程水利向效益水利、和谐水利转
变，水利事业的大发展为新郑市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水利支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水利项目
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水利发展劲头的强
弱。新郑市牢固树立以项目落实规划理
念，精心谋划项目，高标建设项目，加快水
利事业发展。

生态水利——道道风景惹人醉。行走
在新郑新城轩辕湖水库，蓝天、静水、花草、
湿地、栈道、飞鸟，犹如诗意水墨画。不知
不觉间，新郑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的好地
方。

“之前，这里可没这么美。现在，它的
变化可大了，有事没事我都爱来这逛逛。”
吃完饭经常出来散步的市民王桂芬大娘可
有发言权了。整天在这散步，她亲眼目睹
了轩辕湖的从无到有，高兴得合不拢嘴。

新郑市围绕“水清、流畅、岸绿、景美”
的目标，投资2.2亿元建设集防洪、灌溉、交
通、景观于一体的轩辕湖水库和具有新郑
特色的生态人文景观——轩辕湖湿地文化
园；投资 3000 万元实施了具茨山小流域综
合治理工程；投资4000万元对黄水河、双洎
河7.6公里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投资4250
万元，实施生态造林面积800公顷。

民生水利——丝丝甘泉润心田。一座
座水站矗立在乡间田野里，四通八达的管
网将活水引向农家小院，改善了村民的生
活质量。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造福广大农民。农
村安全饮水工程是农村建设、生产和人民
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新郑市相关负责人
说，饮水比用水更重要。饮水工程的质量
好坏，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
建后长远效益的发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
形象。

新郑市把“让所有群众都能喝上干净卫
生的自来水”放在水利工作的突出位置，作
为解民难、惠民生的“德政工程”、“民心工
程”。为实现“三年基本实现村村通自来水”
的目标，强化安全饮水工作，新郑市成立农
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局，专门负责全市农村
饮水安全项目的建设和建后管理工作。对
全市各行政村进行水质化验，对水质不达标
的村和不通自来水的村登记造册，按照“先
重后轻，先急后缓，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
原则科学规划。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狠抓
管理，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
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财务报账制”的要求
规范操作。该市还成立了督查组，一天一督
查，两天一通报，鼓励先进，督促后进。为确
保能够长期饮用达标水，新郑市依据水质、
受益范围等因素科学划定已建水源保护区，
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低碳生态
经济，确保水源长期安全。

该市按照“集中建水厂、联村建水站、村
村通水网”的要求，先后投资1.7亿元，建成
标准化集中水厂 7处、联村供水工程 17处、

单村集中供水工程135处,解决了261个行政
村 40.69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基本实现
了村村通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投资4900万元，建设第一水厂应急供水
工程，完成新打水源井18眼、管道铺设21500
米、新建清水池两座，使全市日供水能力增
至2.9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19万城镇人口
用水紧张局面。

“现在可好了，有了自来水，洗澡、洗衣
太方便了，现在喝的水是矿泉水，可比纯净
水都好！”新郑市观音寺镇黄岗村的殷跃
增，自从家里接上了自来水，不仅买了洗衣
机还装上了太阳能，小日子上了大台阶。

平安水利——万无一失保民安。深冬
时节，在范河、在杨庄、在于沟、在冯庄、在
小范庄、在后胡水库除险加固现场，挖土
机、推土机在有序地清理土石方，运输车往
来穿梭运送石料，水利工程人员正在水库
大坝上浆砌护坡，火热的工作场面改变了
这里的沉寂。像水库除险加固现场的火热
场面，仅仅是去年新郑大兴水利建设的一
个镜头。目前，新郑各路水利大军正奋战
在冬修水利现场，掀起了水利建设的新高
潮。

着眼于提升水库蓄水能力，打造完善的
水库防洪体系，新郑市已累计投资1.2亿元，
完成了老观寨等 5 座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2011年又实施了后胡等7座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工程安全、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水库
管理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
灾，新郑市确保在规定防洪标准内，主要河
道堤防不决口，中小型水库不垮坝，平原排
水畅通，城市安全度汛，主要交通干线正常
运行，工矿企业正常生产，对超标准洪水做
好应对安排，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安全，千方百计满足
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最大限度地减轻水
旱灾害损失。

效益水利——五省两防两提高。去年
新郑持续干旱，可当地农民并不心慌，因为
近几年该市累计投入 6.1 亿元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
增强了农业抗旱能力。

八千乡位于新郑市东部，区内耕地多
为沙岗地，前几年因水利设施薄弱，亩产较
低。通过近几年农用机井升级改造，在抗
拒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和方便农民生产中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春夏
连旱中，改造后的机井使用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小麦平均灌溉 5 次左右，亩均增
产180公斤，开创了八千乡大旱之年粮食大
增产的先例。

新郑市大力推进以农用机井综合配套
升级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为重
点的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工程。围绕“田成

方、树成行、路成网、管相通、井相连、村庄
美”的目标，大力实施城关乡万亩高产田示
范工程、龙王乡万亩中产田改造达标示范
工程、八千乡万亩低产田升级示范工程、移
民安置区万亩旱涝保收田示范工程、孟庄
镇万亩经济林节水灌溉示范工程等“五个
万亩示范工程”，通过统筹规划、同步推进，
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所有机井达
到有防盗井台、有水泵、有地埋电缆、有地
埋管道、有智能控制系统、有标准出水口、
有管护机构的“七有”标准，实现了农用机
井“省水、省电、省地、省时、省钱，防盗、防
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的“五
省、两防、两提高”目标。

目前，全市共完成升级改造机井 6100
眼，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28 万多亩，年增产
粮食 2100万公斤，直接经济效益达 4200万
元。

和谐水利——人水和谐惠民生。新蛮
子营村 321 户、1272 口人，是郑州市最大的
移民安置点。新郑市抓质量，赶进度，工作
人员放弃节假日，夜以继日，作战一线。

去年 8月 12日，移民搬来以后，新郑市
将五保户迁入梨河镇敬老院，为 60 岁以上
移民办理老年证，安排所有高中、初中、小
学及幼儿园的学生全部入学，随迁教师也
妥善安置。该市还给每户居民配置一台电
磁炉，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的过渡期生活
补助费，免费为每个人办理了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

围绕省委提出的“四年任务、两年完
成”的工作要求，新郑市积极对接，精心谋
划，紧扣标准，建成 6 个南水北调丹江口库
区移民新村(社区),1098 户、4580 名群众全
部搬进新居，并及时完成人口公示、奖补资
金发放、生产用地分配、各类手续办理、就
业培训等工作，切实解决了移民群众的实
际问题，得到了移民群众的大力拥护和高
度赞扬。

资源水利——促进可持续发展。新郑
市充分利用水资源，拦蓄天上水建池筑
坝，治理污水有效利用中水，合理调水充
分利用现有水源，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
置。全面实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
严格行政审批；及时换发取水许可证，对
于机井已经报废的吊销取水许可证，对没
有办理取水许可证的用水户通知其依法办
理；严把凿井审批关口，严格凿井审批手
续办理。

同时，加大水资源费征收力度，及时查
处水事案件，维护正常的水环境和水秩序；
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持续加
大技防、物防设施投入，在饮用水水源地安
装了安全隔离护栏和视频监控系统，更换
设置安全警示标牌 28 座；实行昼查夜巡制
度，保证了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低压喷灌

青岗庙水库

北风凋敝了田野，放眼望去，漫天地里已换下了葱茏绿色，日渐凛冽的寒风中，冬天的脚步越来越快。然而，新郑水
利人没有因为寒冬的来临而停下步伐。为了那一道道坚实的大坝，为了那一座座崭新的泵站，为了那一条条畅通的灌
渠，水利人在和时间赛跑，在与寒冬较量。

科学治水，人水和谐。短短8个字，指明了新郑市水利建设的发展方向，指明了新郑市委市政府对水利的重视，指明
了新郑水利优先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更是极大地鼓舞了水利人的斗志。从这一刻起，新郑水利掀起了一股以加快开工大
项目建设为重点的大兴水利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