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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计量供水、计量收费的几点建议 

赵丽君 

(都江堰外江管理处，崇州市，61 1230)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步伐的加快，都江堰灌区对水资源的需求将越 

来越大。因此率先做好节约用水工作，在全灌区 

积极实施和推广计量用水，显得尤为重要。 

我处根据省委部署和水利厅、都管局的具体 

安排和要求，积极进行计量用水的落实工作。从 

2001年起到今年 3月，我处对支渠口的计量设 

施改造已完成 52处，安装计量用水仪器 21处， 

计划到2005年全部完成计量用水设施的改造任 

务。但两年多的计量用水推广应用工作，仅仅是 

在支渠口进行，与用水单位还未正式接触。真正 

意义上的计量供水应该是用水户按所供给水量进 

行交费，才能实现计量供水、按方收费，最终达 

到节水灌溉的目的。本文针对计量用水推广运用 

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1 加强计量设施硬件建设 

目前，外江灌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 

支渠以下计量设施建设尚未开展。水管单位对支 

渠口计量设施整治的积极性较高，有总体规划和 

分布实施计划，并从 2001年冬至2002年春就开 

始实施；而支渠以下的县级管用水组织，因缺乏 

对计量用水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到 目前为 

止，几乎还没有任何动作。 (2)现有工程不适 

应计量供水要求。灌区只有支渠口有测流断面， 

有闸门控制，其余斗 、农、毛渠口基本无测流断 

面，大部分无闸门控制，即或有闸门控制，也是 

关闭不严。 

计量设施硬件建设是实行计量供水的基础和 

前提。要搞好计量用水工作，首先应对各级渠道 

进口的测流断面、水位观测井按水文规范要求进 

行改造．才能保证用水计量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政府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加大计量 

用水工作推行的监督检查力度，并采取必要的行 

政手段强制执行。 

2 积极采用现代科技信息技术 

进水口测流断面和水位观测井完善后，要配 

备相应的水量计量仪器。渠道水量计量仪器与自 

来水管道计量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渠道进口流 

量比自来水管道流量大得多，计量复杂。计量仪 

器原理一般是建立在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的基础 

上，现在有许多厂家、公司都在针对渠道进口研 

制计量仪表。我们在选择水量计量仪器时，要根 

据计量点的具体情况和信息自动化的要求，考虑 

不同的计量仪器。如果渠道进水流量较大，又是 

比较重要的测站，选择计量仪器时既要考虑就地 

显示、储存，又要考虑远距离传输、实现遥测， 

以利水量的检测、调度；对渠道引水流量 比较 

小、又比较偏远、市话又不方便的测站，可采用 

就地显示、储存，选择 IC卡取数或笔记本电脑 

取数等水量计量仪器。 

3 建立农民用水户协会或支渠管理组织 

灌区计量供水、计量收费的最终实现必须计 

量到农户田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量供水。目 

前灌区实行计量供水、计量收费的关键和难点主 

要在支渠以下的各级渠道，这是灌区各级干部、 

技术人员的共识。我们认为，推行计量供水应做 

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 提高对计量供水、计量收费重要性 、必要 

性的认识。向灌区广大管理人员和用水户宣传计 

量供水、计量收费的重要意义，提高他们的认识。 

只有解决了认识问题，计量收费工作才能在灌区 

顺利推行。目前，灌区县(市)水利部门有较大一 

部分同志在认识上存在问题，认为是水管单位和 

上级主管部门给他们出的难题，没有认识到计量 

供水、计量收费是节约用水的重要经济手段，也是 

适应当今农村生产结构调整、减轻农民负担的重 

要举措，同时也是实现水利可持续利用，灌区持 

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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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 田水利建设投入机制探讨 

王 华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农田水利管理局，成都，610015) 

【摘要】投入问题是制约农田水利的大问题。本文分析了四)l1农田水利投入的现状和弊端，针对现阶段财政体 

制改革和wT0条件下四)i1农田水利建设形势要求，提出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投入方式、投入重点和资金分配、资金管 

理思路。 

【关键词】农田水利 资金 投入机制 

建国50多年来，我省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到 2002年底，全省 

共建成各类水利工程61万余处，蓄引提能力达 

到246亿 m ，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 

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省的农 田水利设施仍很脆弱。至 

2002年底，全省有效灌面仅占耕地面积的58％， 

尚有近200万hm 耕地没有灌溉保障。特别是在 

1．4万个严重缺水村和旱山村，有 73．3万 hm 耕 

地属于望天田土；已建成的61余万处水利工程， 

中型以上骨干工程少，稍遇大旱，即成旱灾；全省 

干支渠有 4万多km尚未配套，53．3万 hm 灌面 

至今“望水兴叹”；已配套的渠道，渠系水利用系 

数仅0．4左右，有6万余 km渠道尚需防渗；全省 

40％的水库属病险水库，有500余万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受到威胁。此外，全省 自来水普及率仅 

3．2 改革现有以行政区划为主的灌区管理体 

制，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的支渠用水管理组织或农 

民用水户协会。从目前来看，计量供水、计量收费 

的关键和难点不在干渠一级，而是在支渠一级，只 

有建立健全支渠用水管理组织，计量收费工作才 

可能顺利推进。现在灌区支渠普遍存在无专管机 

构，由各县(市)设立片区水利站进行粗放式的管 

理，对跨县支渠则采取自己的渠道自己管，包括岁 

修、水量调配等等，形成一种分割管理，每年上、下 

游之间矛盾较多，尤其是春灌用水期间，下游经常 

闹水荒。因此，建立具有责、权、利相结合，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支渠用水管理组织或农民用水户协 

35％，尚有2000多个场镇无供水设施；在全省的 
一 些旱片死角，仍有420万人饮水困难。 

制约我省农田水利快速发展的因素很多，资 

金的投人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个。 

l 我省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投入状况及弊 
上 山  

而 

1．1 投人不足。按照 “十五计划”和2010 

年规划要求，我省农田水利建设阶段性目标是： 

“解决现有人畜饮水困难；80％的乡镇达到 自来 

水；完成现有病险水库的整治；渠系水利用率达 

到0．5以上；解决 2000个旱山村的生产生活和 

环境用水”。实现上述目标，需投人的资金将为 

l00多亿元。而 2001年和 2002年全省省级以上 

的各类农田水利建没，无偿投人年仅 3亿元左 

右，其中列人四川省本级财政预算内资金每年只 

有 8000万元左右。农田水利建设投人普遍不足。 

会，可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向农户收取水费，做到 

干、支、斗、农渠层层计量，计量供水、计量收费最 

终才可能实现。建立了支渠专管机构，才可能保 

证水费收取后的专款专用，支渠工程的维护改造 

也才有保障。 

3．3 正确、认真地核定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的农业供水水费价格。水价过低，不利于水 

利工程的正常良性运行；水价过高，超过农民的经 

济承受能力，不利于水费的顺利征收，同时也不利 

：f农村的社会稳定。只有实行合理的水价，才有 

利于汁量供水的顺利实施和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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