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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胜利水库及灌区

水权水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攀府发〔2024〕4号

东区人民政府、仁和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

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攀枝花市胜利水库及灌区水权水价改革实施方案》已经

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2024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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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胜利水库及灌区水权水价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促进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

“3226”工作思路落实落地，推动攀枝花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夯

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基础，根据水利部、水利厅

关于水权水价改革相关要求，积极推动胜利水库及灌区水权水

价改革试点工作，健全农业水权制度，建立水价形成机制，促

进水资源用途管制和高效节约集约利用，为全市全面推进水权

水价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为全省水库及灌区类水权水价改革

探索攀枝花样本，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概况

（一）胜利水库及灌区基本情况。胜利水库位于攀枝花市

域南部二半山区，是国家防洪重点中型水库之一，是省政府划

定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是攀枝花市域水网的重要枢纽。胜

利水库总库容 2128万 m3，有效库容 1470万 m3，灌区范围包括

攀枝花市东区、仁和区和钒钛高新区 5 个乡镇，设计灌面 4.43

万亩，现有灌面 7.2989万亩（其中：耕地 0.5209万亩，水田 0.3945

万亩，种植园地 6.3835万亩），渠系水利用系数为 0.54。

（二）水资源供需分析情况。根据胜利水库 75%的来水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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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算，年可供水量 1425.5万 m3。综合胜利水库灌区农业灌溉

面积、人口和牲畜数量、用水定额、用水效率等因素测算，到

2025 年，农业灌溉需水量 1348.71 万 m3，生活需水量 104 万

m3，总需水量 1482.71万 m3。综上，胜利水库供水量比需水量

少 57.21万 m3，不满足正常用水需求，农业灌溉用水矛盾突出，

深入推进水权水价改革工作十分必要。

二、改革总体目标和原则

（一）总体目标。近期目标：到 2025年底，完成胜利水库

干渠用水单元分水口计量监控设施安装，建立胜利水库灌区水

权初始分配、水权交易以及水价核定等制度体系，完成四川省

水库灌区类水权水价改革试点任务，为攀枝花市水权水价改革

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远期目标：到 2030年底，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和

资金支持，实施灌区续建配套及现代化改造项目，完成干支渠

各分水口计量、监控及闸门自动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监

管水平，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利工程和水管单位的良

性运行，建立完善现代化灌区管理体系。

（二）改革依据。

1．《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

的指导意见》。

2．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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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3．《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2023年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的意见》。

4．《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

工程建设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5．2023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3 年攀枝花市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

6．《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开展水权与水价改革试点工作的通

知》。

（三）基本原则。

——生活优先，分序确权。坚持先生活后生产原则，分类

分序统筹好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

——统筹兼顾，量水而定。根据水资源开发任务、功能定

位，把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用水权初始分配的重要依据，强化

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发挥好政府在用水权初始分配

和交易监管等方面的作用，保障基本用水需求；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的作用，激发节水内生动力。

——分级管理，分类施策。根据国管与群管工程的特点，

国管骨干工程水价应充分考虑运行维护成本及农民负担问题，

由政府统一定价；末级渠系水价，由乡镇或用水者协会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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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采取“一事一议”等协商定价的原则确定。

——因地制宜，规范交易。根据区域水资源禀赋条件和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建立交易规则，规范交易行为。

三、改革实施内容和责任分工

（一）初始水权分配。

1．划分用水单元。结合灌区工程布局和管理权属，充分发

挥水资源的多重功能，使水资源按用途得到合理开发、高效利

用和有效保护，将灌区按工程渠系和灌面分布划分为 11个用水

单元（见附件 1）。

2．分配水权。初始水权分配，按照“3类 5序 11片”（3类：

即 3 种供水行业类型，分别是城市应急供水水权，农村生活供

水水权，农业灌溉用水。5序：即 5个供水先后顺序，1序保城

市应急供水，2序供农村生活用水，3序供农业生产用水，4序

生态应急调水，5 序富裕水量供城市生活用水。11片：即生活

应急保障片区、农村人饮片区、城镇生活片区、大田镇片区、

仁和镇西大沟片区、仁和镇胜利干渠片区、沙沟村片区、阿署

达村片区、金江镇片区、大龙潭乡片区、生态应急片区。）的

用水原则，综合考虑各用水单元功能定位、产业结构、灌溉面

积等因素，将初始水权分配到灌区 11个用水单元。单元内水权

分配，各用水单元管理主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事一议”方式

完成二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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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用水计划。结合水库当年蓄水情况和各用水单元水

权权重，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同时召开灌区供水工作座谈会，

统筹好生活、生产、生态等用水需求。

4．制定出台《攀枝花市胜利水库灌区供用水管理办法（暂

行）》，报市水利局备案。

完成时间：2024年 3月底

牵头单位：市胜利水利工程运行中心

配合单位：灌区各乡镇政府

（二）完善计量设施建设。

1．近期任务。2024年 6月完成干渠 9处用水单元计量监测

设施安装，为推进用水权初始分配和交易提供基础支撑（见附

件 2）。

完成时间：2024年 6月 30日前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2．远期任务。2030年前，实施灌区续建配套及现代化改造

项目，完成干支渠各分水口计量、监控及闸门自动化建设，提

升信息化智能化监管水平，建立完善现代化灌区管理体系。

完成时间：2030年前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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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水价。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

发展改革委令 2017年第 7号）、《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2年第 55号）、《水利工程供

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2年第 54 号）等规

定，完成骨干工程水价成本监审，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的方法分类（按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的水利工程分，按农

业供水价格和非农供水价格分）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使水

价调整至不低于运行维护水平，制定国管骨干水利工程供水价

格相应文件，并对末级群管工程水价形成依法依规提出指导性

意见。

完成时间：2025年 6月 30日前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组织提出制定价格的建议、依法依规

提供制定价格所需资料；市发展改革委组织成本监审，核定胜

利水库骨干工程供水价格调整标准。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

（四）水权交易。根据《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资管〔2022〕333号），

在明晰灌区用水户水权、完善监测计量设施的基础上，建立水

权交易体系，进一步规范水权交易行为，大力倡导节约用水，

引导水权流转，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最大效益。

完成时间：2025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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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东区人民政府、仁和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

管委会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级水权水价改革工作专班，

统筹推进和督促指导胜利水库及灌区水权水价改革各项工作。

工作专班成员由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业

农村局、东区人民政府、仁和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

等相关部门组成。专班负责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研究

决定工作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水利

局，承担水权水价改革日常工作。

（二）加强经费保障。胜利水库骨干工程水费收入及水利

工程运行维护支出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市财政局积极支持水

权水价改革工作，在年度预算中给予水权水价改革工作经费保

障，市发展改革委积极协助推动胜利水库灌区续建配套及现代

化改造项目立项及建设。

（三）加强协作配合。工作专班各部门明确职责，共同协

作，统筹协调解决胜利水库灌区水权水价改革试点过程中的问

题，确保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成效。

（四）加强宣传推广。对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做法、成效和

经验进行总结宣传推广，扩大水权水价改革影响力，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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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氛围，推动改革工作有序开展。

（五）加强考核管理。将水权水价改革试点工作纳入全市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内容，逐年组织开展考核。

附件：1．胜利水库灌区用水单元划分及初始水权分配表

2．灌区计量监测、视频监控及闸门自动化建设情况表

3．改革效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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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胜利水库灌区用水单元划分及初始水权分配表

序号 类别 用途 所在（河）渠系 单元名称 地类
灌溉面积 需用水量 初始水权 占比

（万亩） （万 m³） （万 m³） （%）

1

生活用水

生活应急保障 胜利干渠 / / / / 70 4.72

2 农村人饮 胜利干渠 仁和区大竹河农村集中式供水厂用水单元 / / / 34 2.29

3 城镇生活 胜利干渠 仁和水业有限公司乐弄水厂用水单元 / / / 富余水量 /

4

生产用水 农业灌溉

胜利干渠 胜利干渠仁和区大田镇单元（片那立村）

园地 0.06 7.5

7.5 0.51
耕地 0 0

水田 0 0

小计 0.06 7.5

5 西大沟
西大沟仁和区仁和镇单元

（板桥村、红旗村、总发村）

园地 0.4345 54.3125

93.1825 6.28
耕地 0.0419 12.57

水田 0.0263 26.3

小计 0.5027 93.1825

6 胜利干渠
胜利干渠仁和区仁和镇单元

（板桥村、立新村、总发村）

园地 1.2557 156.9625

285.8425 19.28
耕地 0.1766 52.98

水田 0.0759 75.9

小计 1.5082 285.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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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用途 所在（河）渠系 单元名称 地类
灌溉面积 需用水量 初始水权 占比

（万亩） （万 m³） （万 m³） （%）

7

生产用水 农业灌溉

阿署达支渠 阿署达支渠仁和区仁和镇单元（沙沟村）

园地 0.489 61.125

112.275 7.57
耕地 0.0535 16.05
水田 0.0351 35.1
小计 0.5776 112.275

8 阿署达支渠 阿署达支渠东区银江镇单元（阿署达村）

园地 1.18 147.5

214.38 14.46
耕地 0.0166 4.98

水田 0.0619 61.9

小计 1.2585 214.38

9 胜利干渠
钒钛高新区金江镇单元

（金江村、鱼塘村、保安营村）

园地 1.172 146.5

302.26 20.39
耕地 0.1242 37.26

水田 0.1185 118.5

小计 1.4147 302.26

10 控卡支渠
仁和区大龙潭乡单元（大龙潭乡混撒拉村、

新街村、迤资村，金江镇立柯村）

园地 1.7923 224.0375

333.2675 22.48
耕地 0.1081 32.43

水田 0.0768 76.8

小计 1.9772 333.2675

11 生态用水 生态应急 下游河道 下游河道生态应急用水单元 / / / 30 2.02

合 计 万亩 7.2989 1348.7075 1482.70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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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灌区计量监测、视频监控及闸门自动化建设情况表

序号
目标

阶段
实施地点 实施内容

估算投资

（万元）

资金筹措

方式

完成

时间

1

近期

目标

干渠沿途居民用水（板桥水厂）
管道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50 市级财政

资金

2024
年6月

2
大田镇片那立村白泥坡组放水

洞出口（大田镇白泥坡大份田

六车冲）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3 大田镇片那立村大份田组黑石

包箐（仁和镇干渠直灌区）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4 仁和镇立新村立新七组控卡支

渠渠首（大龙潭彝族乡）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5 仁和镇总发村乐弄四组胜利干

渠龙树湾隧洞进口处（金江镇）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6
仁和镇总发村乐弄三组阿署达

支渠倒角湾隧洞进口处

（仁和镇沙沟村）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7 仁和镇沙沟村上龙潭组鸡公营

隧洞出口处（东区银江镇）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8 胜利水库放空洞出口处

（仁和镇西大沟灌区）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9 乐弄龙树湾渡槽进口处

（仁和水厂）

超声波计量设备1套
监控设施1套

10 远期

目标

通过积极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实施灌区

续建配套及现代化改造项目，完成干支渠各分水口计

量、监控及闸门自动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监管

水平，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利工程和水管单

位的良性运行，建立完善现代化灌区管理体系

12000

中央和省

级财政专

项资金+
市级财政

配套资金

+社会资

金

2030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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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改革效益预测

根据水利部、水利厅关于水权水价改革的工作部署，对胜

利水库及灌区水权水价改革试点工作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预测如下。

一、社会效益

通过深化水权水价改革，明晰水权分配，建立健全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水权管理体系，实现水

权 100%明确，交接断面 100%计量，水费收取 100%到位，提高

基层自我治理和管理能力，提升灌区群众节水意识，最大程度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灌区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助

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

二、经济效益

据了解，省内大中型灌区灌溉用水大多实行分类定价和阶

梯定价，定价在 0.1～0.35 元/m3之间，结合胜利水库供水成本

预测，如骨干工程定价 0.2元/m3，根据多年平均供水量预测，

每年可增加水费收入约 50万元；此外，通过水权水价改革，完

善渠系基础设施，增强水资源管控能力，若渠系水利用系数提

升至 0.8，每年可节约水量约 200万 m3，部分富余水量供应城

市生活用水，每年可产生额外经济效益约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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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效益

一方面，通过持续深化水权水价改革，在满足城市应急供

水、灌区农业用水基础上，按照“5序”用水原则，远期大河河道

生态应急供水保障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倒逼灌区群众增强

节水意识，推广使用节水技术，降低能耗和物耗，实现水资源

的全面节约及生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