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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则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十一五”水利规划，对确保我区的防

洪、防潮、排涝安全，捍卫我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各项建设成果，促进我区加快发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意义。根据省、市、区的部署和要求，在回

顾总结“十五”水利规划和实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区水利和财力状况，编制本规划。 

 

一、水利建设与发展的现状 

我区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三角洲西部，西江、潭江下游，濒临南海。全区总面积 1387.02km
2
。

本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热量充足,雨量充沛,湿度大。 会城

站多年平均气温为 21.89度,多年平均雨量为 1784.6mm,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1%。由于地处西江、

潭江下游,濒临南海, 境内除有西江主干流流经外,尚有流域面积 100km
2
以上支流 6 条( 分别为属

西江一级支流的虎跳门水道、潭江及属潭江支河的江门河、天沙河、石步河和下沙河),流域面积

50-100 km
2
支流 3条,流域面积 10-50 km

2
支流 8条,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具明显的珠三角网河特征,

因此我区经常遭受洪、潮、 涝的侵袭。 

解放前,我区的水利设施很小,只有几宗山塘和木石陂,沙围田区也仅有几个小围。围堤矮小单

薄,水利长期失修,不能抵御一般的洪(潮)水侵袭, 因而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发生。解放

后,全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战天斗地,大力兴修水利。

期间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上世纪（20 世纪）50 年代初进行堵口复堤,联围筑闸,抗御洪(潮)

水;1958年后大力修建山塘水库, 架设电网,安装电动排灌设备,解决内涝、旱患;1964 年以后抓续

建配套,扩大联围筑闸和整治围内排灌分流,改造低产田, 提高效益,为根本解决自然灾害奠定了

牢固的基础;80 年代以后主要是把水利工作重点转移到现有工程的除险加固、达标建设和管理上

来。 

现有水利设施计有: 

1、我区现有江海堤围 38 条，堤围全长 540.9 km（包括围垦 16.6km），捍卫耕地面积 43.32

万亩，捍卫人口 66.84万人。其中江堤 12条（万亩以上 8条），堤长 155.9km，捍卫耕地面积 9.24

万亩，捍卫人口 10.55 万人；海堤 26 条（万亩以上 14 条），干堤长 385km（包括围垦 16.6km），

捍卫耕地面积 34.08万亩，捍卫人口 56.29万人。 

2、到目前止全区已经建成山塘水库 248宗，总库容 19818万 m
3
，有效库容 13147 万 m

3
，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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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4.51 万亩。其中中型水库 7 宗，总库容 11106 万 m
3
，有效库容 7662 万 m

3
，灌溉面积 9.25

万亩；小（一）型水库 24 宗，总库容 6078 万 m
3
，有效库容 3923 万 m

3
，灌溉面积 2.25 万亩；小

（二）型水库 54宗，总库容 2037万 m
3
，有效库容 1292 万 m

3
，灌溉面积 1.72万亩；山塘 163座，

总库容 597万 m
3
，有效库容 270万 m

3
，灌溉面积 1.29万亩。 

3、我区有内涝面积 205.13km
2
（30.77万亩），设计排水量 7377万 m

3
，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电

力排灌站 377座，机组 426 台，总装机容量 19587kw,电力变压器容量 36250 千伏安。 

4、在防洪（潮）干堤上，已经建成净宽 3.0m以上水闸 325座。 

以上众多水利设施,使我区对洪、潮、涝、 旱等自然灾害有了基本的防御能力, 对捍卫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有水利设施由于大部分兴建于上世纪 50、60年代, 当时物资紧缺,设计标准低,加上大多数

工程是通过群众运动建成,且工程上马时间仓促,边设计边施工, 无法保证设计和施工质量,工程

运行多年,均存在老化问题等。经逐年维修加固,工程防御能力逐渐提高,但仍未能完全达标。堤围

工程中江新联围干堤 11.27km(全区 58.84km)达防御 50年一遇标准,其余大部分堤围标准尚未达规

范要求标准,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堤身强度和基础强度不足,穿堤涵闸老化或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治

涝工程(电动排灌)现基本上达到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 3 天排干标准,但存在围与围之间,站与站

装机不平衡, 机组老化、效益低等问题; 水库工程方面，经过省人大议案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一、

二期工程和纳入省基建工程的中型水库除险工程的实施，目前 7 座中型水库工程已有 5 宗基本达

标，24宗小（一）型水库中有 17 宗基本达标，54宗小（二）水库中有 31基本达标，其余尚未达

标，仍存在安全隐患,主要反映在大坝、溢洪道和涵管三大建筑物上;小水电方面,存在机组老化,

磨损严重,规划设计不合理,机组选型不配套,引水渠道破损严重,尾水渠道淤积, 输电设备陈旧,

输电损耗严重等问题。 

 

二 “十五”计划执行情况及存在问题 

1、“十五”计划情况回顾 

我区水利发展“十五”规划计划投资 94173万元。主要项目包括： 

（1）防洪减灾保障体系 

①城市防洪工程 

将西江江新联围工程列为城市防洪工程，计划将位于本区内干堤全面加固达标,同时,新建 4

座闭口水闸中的其中两宗(大洞口、三江口水船闸),维修加固睦洲水闸,以完善联围设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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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围效益。 

②大江大河堤防加固工程(共 81.6km) 

计划对属西江片的大敖围(38.2km)、属荷麻溪片的黄布围(18.7km)和属虎跳门片的沙堆围

(24.7km)进行达标加固。 

③海堤建设工程(114.08km) 

计划对潭江两岸干堤 163.43km中的 72.49km 进行达标加固,分别为崖西大堤(8km)、古井西堤

(19km)、双水一联围(10.04km)、双水二联围(1.65km)、双水三联围(2.18km)、大泽大堤( 11.12km )、 

三益联围( 7.83km )、司新联围(4.26km)、小雅联围(3.91km)、牛湾大堤(4.5km);计划新建崖南

围垦第四级堤防工程(40.99km)。 

④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对所有病险水库进行除险加固达标。 

⑤除涝工程 

计划对全市范围电排站技改容量 7468kw, 新增装机容量 2203kw。 

  ⑥非工程措施 

在水利发展能力方面,计划进行职工学历教育,使全市 25%以上的水利职工达中专以上学历;对

全系统近 200 名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要求进行继续技术培训。 

在工程管理项目方面,计划对全区中型水库全部安装自动监测设施(如渗流量、浸润线、 水位

等自动监测设施);对江新联围天河围堤段安装沉降位移观测设施, 对睦洲闸、金牛头水闸安装全

自动监测设施等。 

在前期工作方面,计划做好万亩水库、梅阁水库、 鱼山水库、东方红水库、及江新联围达标

加固工程、龙泉河口限流闸工程等工程的基建前期工作。 

计划做好堤防工程和中小型水库工程的防汛物料储备及仓库建设。 

（2）生态环境保护保障体系 

在水土保持方面,计划对 18.42km
2
水土流失面积进行治理达标。 

在水环境工程方面,主要结合工程达标加固进行整治。 

（3）在小水电建设方面 

计划新建 4宗(装机容量 0.06万 kw)、改建 10宗(0.1092万 kw)、扩建 5宗(0.1475万 kw)。 

2、“十五”计划执行情况 

（1）经统计，“十五”期间，至 2004年底止共完成投资 2.9107亿元(2001年 0.7277亿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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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8238亿元, 2003年 0.7056亿元, 2004年 0.6536亿元)预计至 2005年底投资达到 4.4307亿元。 

（2）“十五”期间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①城市防洪工程 

按 50年一遇洪水标准完成了江新联围天河围 0+000-14+537（14.537km）堤段及水闸、江新联

围睦洲堤段 35+580-46+850（11.27km）的达标加固工程；完成了整个江新联围的可研工作。 

②大江大河堤防加固工程 

大敖联围(38.2km)达标加固工程正在按防御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进行全面实施，计划到 2008

年全面完成；完成了沙堆现代化水利园区首期建设，按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加固了沙堆东堤

1+800-3+720堤段(1.92 km)。 

③海堤建设工程 

基本完成了银洲湖海堤（155.75km）达标加固工程前期工作，拟于 2005年底开工实施。 

④中型水库工程 

龙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完成，万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在进行中（计划 2005 年完成）；鱼

山水库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东方红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前期工作；全区 7 宗中型

水库完成了测压管的安装，完成了水库防洪预案的编制工作。 

⑤小型水库工程 

实施并完成了省人大议案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首期工程，加固小型水库 35宗；开始了省人大议

案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二期工程，计划加固小型水库 35 宗，现有 13 宗已完成；各宗小型水库均落

实了防洪责任人，并签订了防洪责任书。 

⑥职工学历教育方面 

通过参加学历教育，水利员工共有 80 多人取得了中专文凭、5 人取得了大专文凭、5 人取得

了本科文凭；12人正在参加本科学历教育，5人正在参加大专学历教育。 

⑦机电排灌工程方面 

完成省人大议案机电排灌工程的规划和编制工作。 

3、存在问题 

（1）水利资金投入总量严重不足 

虽然我区继国家和省之后也相应制订颁发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进行落实水利投资来源。 

“十五”期间通过按有关水利政策法规收费,令水利年度投资比过去有了较大增长。按计划加固了

一批工程,水利面貌得到了改善,但由于一些政策法规还未有贯彻和落实好，执法力度还不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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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费未能按市府文件征收,一些用水大户多年来都拒交,导致水资源费征收无法顺利进行等。 

其次,由于财力所限，各级财政对水利投资与实际需求差距仍较大。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产业,它同时具备基础性、公益性性质。 对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属甲类项目,主要以产生社

会效益为主。此类项目投资者一般不愿进行投资, 应由受益者和政府共同承担。“十五”期间, 各

级财政对水利投入对比过去虽然有较大增长,但由于受客观因素限制,财政投入仍低于当年财政收

入的 5%。 

因此,“十五”期间资金投入总量与计划要求相比偏小,相对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来说也偏小。 

（2）还未能统一和提高“水利第一”的认识。 

各项水利规费未能按文件征收或收足, 客观原因影响固然有,但更主要的是,部分群众和领导未

能确立“水利第一”的思想和全局观念,只着眼于局部和眼前利益,不落实该配套的工程项目资金,

影响工程按计划实施和完成。 

（3）部分计划工程项目不够合理。 

十五规划撤网太大,面面俱到，重点不较突出，规则项目超出实际财力的承受能力。 

 

三、流域经济发展对水利建设的要求 

（一）经济发展特点: 

1、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全面推进, 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

变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2、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3、工业经济提速发展，产业集聚明显加强。 

4、经济外向度显著提高。 

5、城市化进程加快。 

6、生态环境改善。 

（二）经济发展对水利建设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区人民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经过大规

模水利建设,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对主要江河进行了治理和开发,对水旱灾害的防御能力得到

了较大提高。但是, 我区仍然面临着洪涝灾害威胁、水资源供求不平衡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目前, 水利建设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根据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区经济发展仍将保持持续高速、高效增长,经济存量和增量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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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加,综合实力将不断增强;人口仍将继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力度不

断增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因此,迫切要求建立与我区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防洪

减灾等有关保障体系: 

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建设,以减轻洪涝灾害、保障我区社会经济安全、防止生态环境恶化为核心, 

在全区范围内建设牢固可靠的防洪工程体系和完善的洪水预警预报、调度、抗洪救灾指挥防洪保

险等防洪非工程体系。 

 

四、“十一五” 水利规划编制原则、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规划编制原则 

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点解决好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努力满足人

民群众对防洪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二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能力和

水环境承载能力，妥善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促进水利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坚持以改革促进

发展的原则，克服水利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理顺体制，健全法制，改革机制，全面提升水利服

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四是要坚持统筹发展的原则，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

防洪抗旱并举，统筹考虑不同流域、区域和城乡水利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合理确定水利发展的目

标、速度、规模、水平。五是要坚持突出重点、注重效益的原则，合理确定水利建设规模和投资

规模，明确水利发展的重点，坚持扩大能力与巩固提高相结合，提高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 指导思想 

1、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水利发展要与我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和需求

相结合, 与我区经济建设重大战略布局相结合，突出中长期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 

2、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开源与节流

并重、防洪与抗旱并举的方针,规划充分体现水利保障体系的完整性。 

3、立足当前、考虑长远, 既要突出解决我区当前水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又要照顾和重视水

利发展的长远问题。   

4、合理安排,量力而行, 考虑需要与可能,科学合理安排项目。 做到既要考虑水利建设的需

要,又要考虑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5、坚持科教兴水战略, 真正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水利发展。 

(三) 主要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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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五”期间,我区的防洪减灾等各项指标要根据国家颁布有关规范和省提出的有关标准,

结合我区实际,达到如下标准: 

1、围堤工程 

江新联围属 2级堤,达到防御 P=2%频率洪水或 p=1%频率潮水设计标准。 

中型堤围(5万亩以上),达到防御 P=2%频率洪（潮）水设计标准。 

小(一)型堤围(1万亩以上)，达到防御 P=3.33%或 P=5% 频率洪（潮）水设计标准。 

小(二)型(1万亩以下),达到防御 P=10%频率洪（潮）水设计标准。 

2、水库工程 

中型水库达到 P=2%设计,P=0.1%校核标准。 

小(一)型水库达到 P=3.33%设计,P=0.2%校核标准。 

小(二)型水库达到 P=5%设计,P=0.5%校核标准。 

3、治涝 

达到 1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 1-3 天排干标准, 具体要求是:城镇、菜地等 1 天排干,鱼塘及经

济作物 2 天排干,稻田 3天排干。 

4、灌溉 

设计灌溉保证率达到 P=90%频率。 

 

五、“十一五”水利规划建设的有利契机 

   目前,我省正拉开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的序幕，我区共有 6 项工程被纳入城乡水利防

灾减灾工程，它们构成了我区“十一五”期间的主要工程项目。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乡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建设，今年以来张德江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大力加强防灾减灾工程建设，

提高水利设施防灾减灾能力，保证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加强领导，省委已确定省

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为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的总负责人，省委副书记欧广源和常务副省

长钟阳胜、副省长李容根为具体负责人。同时还将成立全省城乡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由欧广源担任组长，钟阳胜、李容根、省政府副秘书长周炳南和省水利厅周日方同志担任副组长，

成员单位有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水利厅、检察院、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厅、监察厅、建设

厅、审计厅、国土资源厅、交通厅、农业厅、环保局、林业局、海洋与渔业局等单位。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挂靠在省水利厅，由省水利厅一名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目前该办公室已开始运作。 

    同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都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切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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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落实好工作责任制，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

一级，把工作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人员。各地对这项工作要做到早研究、早部署、早准备、早

行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当好政府的助手和参谋，做好具体实施工作的要求。 

    这无疑成为我区“十一五”水利规划建设的最有利契机。 

 

六、“十一五”水利规划建设重点项目 

 “十一五”期间，我区水利规划思路是：把重点放在续建项目上，对续建项目实行分类管理，

确保重点建设项目，解决受洪潮涝威协较大的重点地区的水利工程安全达标加固问题, 以确保安

全为前提；建设的重点是全面完成“十五”期间末能完成的被纳入城乡水利防灾减灾的工程项目

和其它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具体项目包括： 

1、大敖联围达标加固工程。大鳌联围捍卫耕地面积 4.20万亩，人口 3.80万人，堤线总长 38.186

公里，按二十年一遇设计洪水标准加固。主要建设内容是：1、在原堤基础上对堤身加高培厚；2、

外坡设置混凝土护坡；3、堤面设置路肩石和防浪墙；4、堤顶铺石粉路面；5、堤内外坡脚砌筑浆

砌石墙；6、重建新围水闸和维修加固宿列水闸。省计委以粤计农[2001]163对可研作了批复,省水

利厅以粤水基[2001]113对初设作出批复，工程概算为 7858 万元。工程于 2003 -2007年分年实施。 

2、银洲湖海堤达标加固工程。潭江发源于阳江的牛围岭山，在新会境内河长 63.7 公里，平均

河宽 960 米，集水面积 909.4 平方公里，流经新会区双水、罗坑、司前、大泽、会城、崖门、古

井、三江等镇。潭江两岸堤围（新会部分）捍卫耕地总面积 30.55 万亩，人口 54.05 万。围内 2001

年国内生产总值 125 亿元，2002 年 114.97 亿元。潭江两岸围堤多建于五、六十年代，虽经历年来

多次进行培厚加固，现大部分仍未达标，堤围标准普遍较低。干堤现有堤顶高程普遍在 2.6～3.5

米（珠基，下同），堤顶宽 2.0~4.0 米，堤坡偏陡，堤身单薄、质量差、强度不足，堤身迎水坡的

大部分干砌石墙建于七十年代，石块质量及砌筑质量都比较差,至今很多石墙已呈现崩塌迹象，同

时内坡脚临塘较多，不能抵御较大的洪水及台风暴潮袭击，需进行加固保安全。新会区银洲湖海

堤达标加固工程包括潭江在新会境内的两岸范围，左岸由司前与开平市交界处至古井西堤尾，其

中江新联围部分列入城市防洪工程不纳入本工程范围；右岸从新会罗坑与台山市交界处至崖门新

洲围，另加上七堡和南坦两个江心岛，堤围总长约 155.75 km。工程总投资为 34745.19 万元。2004

年 9 月 16 日，江门市水利局对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了审查意见，同年 9 月 20 日，江门市

发展计划局同意该工程立项（江计农[2004]406 号文），2005 年 5 月 17 日，江门市水利局以江水

管[2005]24号文对初设作了批复。工程计划于 2005-2008年分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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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鱼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鱼山水库水库集雨面积 10.24Km
2
，正常水位 28.08m，正常库容

868 万 m
3
，总库容 1162万 m

3
，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和发电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灌溉面积 0.85 万亩，捍卫人口 1.18 万人和 1.74 万亩耕地。水库于 1958

年 9月动工兴建，1960年 1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设计标准低，施工条件差，

配套设施不完善，经过四十多年的运行，主要建筑物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经安全鉴定，该水库

被评为三类坝，急需进行除险加固。计划加固项目有：1、对主坝、牛场副坝、马罗山副坝、蝴蝶

山副坝进行除险加固；2、重建溢洪道交通桥，陡坡段重浇砼护面，重建溢洪道消力池及加高海漫

侧墙，疏通溢洪道下游排洪渠，新建溢洪道启闭机室；3、重建输水涵管进水口和新建放水塔及工

作桥；4、重建坝后电站厂房，并疏通尾水渠；5、维修防汛公路工程；6、新建管理用房 1000m
2
，

7、安装水工观测设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省水利厅审批，省发改委以粤发改农[2004]586

号文批准立项，批准工程估算为 2272万元。工程计划 2005-2008年分年实施。 

4、东方红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东方红水库坝址以上的集雨面积 38.6km
2
, 东方红水库区间集

雨面积 14.9 km
2
,正常水位为 38.0m(珠基,下同)，正常库容 2372 万 m

3
，校核水位 41.15m,总库容

2750万 m
3
。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和旅游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水库始建于 1970

年 6 月，1972 年 9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1978 年在溢洪道旁边加建了第二条溢洪道。受当时客观条

件限制，设计标准低，施工条件差，配套设施不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运行，主要建筑物存在的

安全隐患，需进行除险加固。计划加固项目有：1、主坝副坝培厚加固；2、溢洪道加固；3、输水

涵管加固；4 进库公路加固；5、重建电站；6、排洪渠清淤；7、安装水工观测设施，工程总投资

估算 1822.79万元，计划 2005-2008分年实施。 

5、江新联围达标加固工程。江新联围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西江干流下游右岸，全长 94.42

公里（其中在新会区内干堤为 58.84km），围内总集雨面积为 545.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3万亩，

人口近 70万，是珠江三角洲五大联围之一。 

该工程为城市防洪工程，按 50年一遇洪水标准（部分按 100年一遇潮水标准）进行加固。省

计委以粤计农[2002]20对整个江新联围可研作了批复，整个江新联围总投资为 119826万元，实施

期限为 1998-2008 年， 2005 年底前完成前期工作。目前，经过多年建设，江新联围桩号 46+850

以上堤段已完成达标加固。46+850-94+420堤段（共 47.57公里，全属新会区）尚未完成达标加固。

江新联围新会部分只完成了睦洲 11.27km 堤段的达标加固。余下部分在“十五”期间已不可能完

成，大部分项目需留待“十一五”期间进行。其中： 

（1）、江新联围睦洲劳龙虎堤段(46+850-56+100)达标加固工程。按 50年一遇洪水(潮区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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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遇潮水。洪潮区以睦洲龙马桥处为分界,以上为洪区,以下为潮区)标准加固堤长 9.25 公里，

工程费估算为 3300万元。计划 2006~2007年分年实施。 

（2）、江新联围三江堤段(56+100-67+850 ，11.75公里)达标加固工程 。按 100年一遇潮水标

准加固堤长 11.75公里，工程费估算为 4200万元。计划 2005-2006年分年实施。 

（3）江新联围会城河口水闸。新建水闸（闸室前缘总宽 27.8m，长 15m,3孔，每孔净孔宽 7m）

及两岸连接段（混凝土箱型结构），工程费估算为 1000万元。计划 2005-2006年分年实施。 

（4）江新联围 67+850-94+420 堤段，按 100年一遇潮水标准加固堤长 26.57公里，工程费估算

为 7971万元，计划 2006-2008年实施。 

6、省人大议案机电排灌工程 

对 43 宗机电排灌工程进行技改（技改台数 59 台，技改容量 5120kw），技改内容主要是更换

水泵电机及配电设备,维修加固厂房及水工建物等. 工程费估算为 1616 万元。计划 2004-2008 年

分年实施。 

 

七、重点项目投资需求测算及资金筹措设想 

完成“十一五”计划重点项目，投资估算为 4.663 万元。由于投资数额较大,所以,资金能否

得到落实是总体规划能否实现的关键。我们除争取上级补助一部分资金外, 地方也要积极落实工

程资金, 我们的设想是按分级负责的原则,实行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投入， 认真贯彻落实“谁

投资、谁建设、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以水养水”、“民办公助、合理负担”、“劳动积累工

制度”和“水利为社会、社会为水利”等政策措施。根据我区实际,今后水利水电建设地方资金主

要来源于如下渠道。 

1、区财政拨款。按省有关文件精神, 争取每年按市财政收入的 5%拨款,用于水利建设。 

2、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按有关文件精神收足用于水利建设。 

3、水费和堤围防护费。按有关文件精神足额征收, 用于水利建设。 

4、商业银行贷款。 

5、劳动力以资代劳款。按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的决定》(粤发[1992]60号)精神, 

落实农村劳动力每年出工 10至 20个,乡镇职工和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每人每年出工 4至 5个制度,

允许以资代劳。 

6、水资源费。 

7、其他政策性收费。如水土保持补偿费、河砂资源费、河滩租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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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十一五”规划效益评估 

规划实施后, 区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将会得到更进一步改善, 会酿造出一个适应国民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环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特别是在防洪和治涝方面。如在防洪效益方面。

全区现有江海堤围防御标准将全面提高,达省定标准或以上,可大大地减少洪(潮)水灾害的发生。 

 

九、保障措施 

1、要科学制定规划。继续完善以水资源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为基础、流域规划和专业规划为

支撑的水利规划体系，强化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做好重大水利建设项目规划论证，注重

对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资金筹措、环境影响、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完善重大水利建

设项目决策机制，依法规范水资源开发行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安排水利工程建设。 

    2、要合理划分事权，稳定水利投入。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事权，明确各类水利工程的

投资主体。政府预算内用于水利建设的资金要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增加。加强水利资金使用管理，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审计稽查，确保资金安全，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效果和提高投资效益。 

    3、要健全水法规体系，强化依法行政。按照《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

法规，强化行政执法体系建设，重点加强水事矛盾预防和协调，健全监督机制，完善水利突发性

事件应急机制。规范水事行为，依法行政，依法治水，提高水利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促进和保

障水利建设顺利进行。 

    4、推进科技创新，注重培养人才。增加水利科技投入，加强水利科技攻成果推广；大力

实施和推进水利人才战略，以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龙头，以人才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基层水利

人才教育培养为基础，建立一支与水利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5、鼓励公众参与，社会共同实施。水利发展规划需要全社会共同配合和实施。要加强规

划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加快水利发展的认同程度，引导公众积极地参与和支持水利规划实施，

使规划实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在水利规划实施过程中，要通过多种形式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充分反映公众意愿，不断保证规划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附件: 1、江门市新会区“十一五”规划水利重点建设项目建议表 

2、水利发展“十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 

3、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目标体系 

                                                               二 00五 年 六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