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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 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巨大成

就，修建了大量的防洪、灌溉、除涝、治渍等工程，有力地

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但在“六五”计划期间

，一度忽视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近三年来，由于各级领导

的重视，先后投入了八十多亿个劳动积累工日，进行了大量

的维修、恢复、配套、更新改造等巩固提高工程。但由于“

欠帐”太多，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的局面仍未根本扭转

，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后劲。我国历来有利用农闲兴修

水利、整治土地、积造农家肥的优良传统，农村有丰富的劳

力资源，完全有条件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地应充分发

动和依靠群众，集中人力物力，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

神，从今年秋冬起，连续坚持三、五年时间，大力开展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为此，物作如下决定：一、要充分认识农业

的基础地位和水利的“命脉”作用。农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

大局，社会的安定，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我国是

十一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力更生解决。一九八

四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徘徊状态，重要原因之一

，是受水旱灾害的因扰。我国每年少则有上亿亩，多则有五

、六亿亩农田受到旱涝灾害。水利基础好的地方，旱、涝之

年仍能夺得丰收；水利设施差的地方，即使灾情不重，往往

也造成大面积减产。全国耕地面积中有三分之二是中低产田

，主要是洪、涝、旱、渍、碱和水土流失为害，地壤肥力低



。要改造中低产田，首要任务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抗御水旱灾害能力 。多年实践证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因此，必须切实对农业实行倾斜政策，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列入计划，坚持不懈地抓，切实抓出成效

。二、要继续贯彻“巩固改造，适当发展”的方针，提高水

利工程和设施的效益。近几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点，

要放在维修、恢复、配套、改造、提高上，尽快恢复现有水

利设施的效益。各类工程的维修配套，沟渠河网的清淤，堤

防圩区的岁修，是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年年进行。水库除险保安，河道清障，江河险工险段处

理，要优先安排，抓紧完成。工程老化失修，特别是机电排

灌设备，要分年列入计划，有计划地更新改造。在巩固改造

的基础上，可适当搞些新建工程，尤其是水利基础差的地方

，要力争多搞一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农业开发和商品基

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要统盘安排，按计划实施。要与农

业开发相结合，与改土相结合，与改造中低产田相结合。要

以效益为中心，修、管、用结合，报酬与效益挂钩。要讲究

科学，重视实际效益，以农业增产为考核指标，不搞形式主

义。要建一处，成一处，管好用好一处，充分发挥效益。三

、因地制宜，综合治理。我国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地水资

源分布状况不同，水利条件和经济基础各异，要全面规划，

因地制宜地选准主攻方向。总的目标是扩大灌溉面积，建设

旱涝保收田。要除害与兴利相结合，山、水、林、田、路综

合治理。一般地说，北方水资源紧缺，多数年份旱情比较严

重，要立足于防旱抗旱；南方地区水资源比较丰富，洪涝灾

害比较频繁，要立足于防洪防涝。但不论南方还是北方，多



数地区又往往旱涝交错，因此，要坚持防旱防涝两手抓，各

有侧重。山区要重点搞好水土保持，发展小型水利和农村水

电，大力兴修梯田，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牧区要首先解决

人畜饮水，因地制宜地发展饲草饲料基地灌溉。在水源紧缺

、发展灌溉困难地区，要采取整修梯田、条田等水土保持措

施，蓄水保土保墒，发展雨养农业和节水型农业。各地都要

改良土壤，广积农家肥，培肥地力。四、认真落实和完善有

关政策。兴修农田水利，是一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又是一项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事业，组织工作量大，政策性强

。近些年来，通过实践，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初步形成一套

比较符合实际的政策，应继续贯彻执行，充分调动和保护广

大群众的积极性。这些政策主要是：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

援为辅；谁受益、谁负担，本着需要、自愿、量力的原则，

按受益范围分级举办；实行农田水利劳动积累工制度，专工

专用；需要组织协作的工程，要以工换工，大体平衡，不得

无偿平调；多层次多渠道集资，逐步建立农村水利发展基金

；治理荒山、荒坡、荒滩、荒沟，实行“谁承包、谁治理、

谁受益”的政策，在承包期内允许折价转让和继承；对农田

水利实行管理责任制，加强农村水利的统一管理；珍惜民力

，注意劳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机构化和半机械化

施工。要大力推行节水政策，逐步做到农业供水按成本收费

，积极推行以实物计收水费的办法，农业灌溉水源和水利工

程设施被非农业占用的要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水利部会同

有关部门拟订，报国务院审定。五、增加资金投入，切实搞

好物资供应。要增加国家、地方、集体、农民对水利的投入

，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资金。一九八○年包干到地方的小型农



田水利补助费，没有达到原有水平的，要在一九九○年恢复

或超过，并严禁挪用；地方机动财力、乡镇企业利润，要拿

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粮食发展专项资金用

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部分，不得低于５０％；农业发展基

金、商品粮基地建设资金，要增加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

入；增加农田水利建设贷款，由财政或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

贴息；由省、市、县级计划部门尽可能安排一部分技术改造

资金，用于水利设施的更新改造。水利资金头年冬季要预拨

一部分，以保证及时施工。要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国发〔１

９８８〕７６号文件的各项规定。建立和完善劳动积累工制

度，每个农村劳力投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第年平均十至

二十个工日，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多搞一些。 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所需物资，各地也要多方筹集，优选安排。国家计划分

配给各地的物资，特别是指定用于农业（包括农田水利）的

钢材、木材，严禁挪用，并妥善安排好；各地政府要从自己

掌握支配的物资中，合出相当数量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物资部门要协助采购一部分，以满足这项建设的需要。施工

用油、用电，要优先保证。各级物资部门要主动搞好服务，

积极配合水利部门搞好所需物资的供应工作。六、各政府要

切实加强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领导。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涉及各行各业，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各级政府的主要领

导要亲自负责，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纳入农村的中心工作，

抓紧抓好。要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好坏、水利固定资产

的增减，作为对各级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要强化

指挥机构，水利、农业、林业、计划、财政、物资、银行、

电力、石化、商业、供销、新闻宣传等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



，协同作战。要加强水政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水利设施

的违法行为。各级水利部门要积极当好参谋，搞好规划，进

行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严格把好质量关。要注意总结好的

经验，积极加以推广，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健康发展。 各地

接到本决定后，要抓紧部署，及早行动，把群众性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蓬勃开展起来，为增强农业后劲，夺取农业丰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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