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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农牧、

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水利（水务）厅（局）、发展

改革委、财政厅（局）、自然资源（海洋）厅（局、委）、商务

厅（局、委），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

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大

盘的重点任务，有利于增强食物保供能力、带动基础产业发展、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具有长远的重要性和现实的紧迫性。9 月 2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的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农业农村部 

水  利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部 

 自然资源部 

商  务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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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9 月 30 日 

  

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作方案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大

盘的重点任务，有利于增强食物保供能力、带动基础产业发展、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具有长远的重要性和现实的紧迫性。为加快

推进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紧紧围绕扩大有效投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重大

项目设计为支撑，用好投融资政策工具，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

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为保供

防通胀、稳住经济大盘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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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推进中，一要体现快速，抓住秋冬农闲有利时机，已

开工的项目加快进度，已批复的项目抓紧开工，已下达的投资计

划抓紧落实到位，集中时间、聚集资源、聚合力量，加快建设，

确保年内见效；二要突出重点，聚焦灌区等水利设施补短板和改

造升级、受灾地区农业设施修复，以及事关食物产能巩固提升和

农业提质增效的项目，在完成既有建设任务的基础上，适当增加

建设量，促进生产发展，改善农村民生；三要创新机制，以省为

单位，允许跨市、跨县打捆打包推进，坚持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

建设，创新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的前提下，推动政府投资和金融社会资本联动投入、助农

兴村；四要注重实效，加强组织实施，务求选准项目，建立项目

台账，确保尽快建成并发挥效益，形成投资拉动效应。 

二、建设内容 

从现在到年底前，聚焦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突出抓

好大中型灌区等水利设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现代设施农

业和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项目建设，确保尽快开工、

尽快见效。 



 - 4 - 

（一）灌区等水利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灌区等水利设施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今年水旱灾害暴露出灌区等水利设施

短板突出，亟需加快补齐。 

一是大中型灌区建设和改造。目前，灌区工程老化失修问题

突出，需尽快改造升级。抓紧实施一批大型灌区、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建一批大型灌区。 

二是水库除险加固。加强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及时消除水

库安全隐患，并尽快恢复增强现有水库在抗旱保供水、保农业生

产等方面的能力。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十四五”水库除险加固

实施方案》，今年底前，抓紧实施一批大中型水库、小型水库除

险加固。 

三是排涝能力建设。针对长江、松花江流域等重点涝区受灾

频繁、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治理需求迫切的需要，对湖北汉江平

原、湖南洞庭湖等重点涝区，安徽、江西等重点易涝区以及松嫩

平原、三江平原低洼地进行重点治理，加快实施辽宁省涝区骨干

工程治理方案。抓紧实施一批排涝能力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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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中小型水源工程。新建一批中小型水源工程，提高农业

灌溉用水保障程度，有效解决缺水问题，增强抵御旱灾的能力。

重点推进实施一批中型水库、小型水库以及引调水等水源工程。 

五是其他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开展农村河塘清淤整治、水系

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淤地坝建设、

山洪灾害防治，做好农村水利设施维修养护，实施一批其他农村

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水利基础。 

（二）农田水利设施补短板。针对农田基础设施薄弱，特别

是田间水利设施不足问题，强化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水利设施补短

板，提升农田抗旱排涝防渍减灾能力。根据旱、涝、渍综合治理

的要求，大力开展农田灌溉排水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和配套改造

农田斗渠、农渠等输配水渠（管）道和排水沟（管）道、泵站、

集蓄水设施、涵闸等渠系建筑物。因地制宜建设高效节水灌溉设

施。配套开展田块平整、田间道路、农电设施、农田防护工程建

设，发挥基础设施整体效益。今冬提前开工一批农田水利设施补

短板项目。 

（三）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设施农业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增

加食物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设施农业规模偏小、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