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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

定》是新世纪以来中央关注“三农”的第8个“一号文件”，

也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强调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制定出台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调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水利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水进行控制、调节、治导、开发、

管理和保护，以防治水旱灾害，并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各项事

业和活动。目前，我国水资源形势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

趋严峻，水利对全局影响更为重大，地位更加凸显。 【标准

表述】[权威观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是我国农业稳定发

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制约。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是水利改

革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根本之策。

搞好农田水利建设，要特别重视大中型灌区建设、小型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和发展节水灌溉。 温家宝[战略地位]第一，水

利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屏障。防洪保安历来是治国安邦之

要。经济越发展，财富越丰裕，社会越进步，越需要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始终绷紧防洪保安的弦。第二，

水利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水是支撑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资

源。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迅猛增长，水

资源短缺日益加剧，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的瓶颈制约。第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兴，五谷丰。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关键是农田水利设施薄弱；改变靠天吃饭局面，根本是兴修



水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绝不能

单靠风调雨顺，根本出路在于大兴水利强基础，提高抵御自

然风险、旱涝保收的能力。第四，水是生态安全的源头保障

。水是生命之源，水秀才能山青。生态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

水的问题，有的是少雨缺水带来的，有的是水土流失造成的

，有的是水质污染引发的。保护和改善生态，治水改水是重

要措施之一。第五，水利是民生改善的紧迫要务。保障人民

群众有水喝、喝上干净水，是维系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是

与群众利益最直接、最紧密的民生工程，是为百姓办实事、

办好事的当务之急。[目标] 总的目标：即力争通过5~10年的

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措施]中公

教育专家为考生总结以下措施：当前，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必须扎实推进水资源管理体

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面临人多

水少、水资源分布时空不均匀的基本水情，我国水资源管理

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

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

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实现水资

源管理这一战略目标，必须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首先

，要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对城

乡供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环境治理和防洪排涝等实行统

筹规划、协调实施，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完善流域管理与

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事权清晰、分工明

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完

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其次，要积极推进水

价改革，通过经济杠杆促进水资源节约使用和高效使用。要



充分发挥水价的调节作用，兼顾效率和公平，大力促进节约

用水和结构调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要逐步实行超额累进加

价制度，拉开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水价差价。合理调整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稳步推行阶梯式水价制度。按照促

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出、保障灌溉工程良性运行原

则，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业灌溉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

财政适当补助，探索实行农民定额内用水享受优惠水价、超

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办法。最后，推进水利改革与发展，创

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要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更好地结合

起来，把保障发展与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构建现代

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更好地结

合起来。要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

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

理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举措，奋力推进水利改

革发展新跨越。相关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