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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燕佳

本报讯 近日，我市顺利通过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总体验收。我市经过 3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在原有农

田水利管护基础上，加强终端用水管

理、稳定管护经费及人员，推进末级渠

系工程良性运行，促进节水减排，保障

了粮食安全。

改革初见成效
激发农户节水增收潜力

农 业 是 用 水 大 户 ，节 水 潜 力 巨

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农业节水工

作的“牛鼻子”，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

和水安全。

10 日，记者跟随验收组前往石柱

镇新店村的虎皮塘泵站、杨溪水库中

型灌区、古山镇前黄村灌区进行现场

查验（如图）。

在虎皮塘泵站附近的农田，记者看

到每亩田都安装有一个小泵站，泵站四

周还埋设了管道。据水务工程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块以虎皮塘水

库管道自流灌溉为主，田间多余的水

量，都通过排水渠道流向南溪河道。通

过建设泵站，可在灌溉期利用闸门拦下

多余的灌溉水，让灌溉水二次利用，真

正做到节约每一滴水。

在杨溪水库灌区，工作人员可根

据安装的农业用水计量点，实时查看

灌区需水期时每日用水量、月用水量

及季度用水量等汇总，实现灌区用水

量远程实时监控。在古山镇前黄村，

自实行农业用水计量以来，该村节水

量大大提高，农户节水意识越来越

强。据了解，2019 年，前黄村共放水 5

次，总计16万立方米，相比全年额定放

水量21万立方米，减少了24%。

验收组一行听取了我市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工作的介绍后，对我市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总结报告、相关台

账资料进行了预审查，现场抽查了杨

溪水库灌区骨干工程、石柱镇新店村

和古山镇前黄村“八个一”（即一本产

权证书、一册管护台账、一个用水组

织、一笔管护经费、一套规章制度、一

种计量方法、一把锄头放水、一条节水

杠子）村级改革落地情况，还向放水员

询问了解当地的节水成效和节水奖励

发放情况等，充分肯定了我市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果。尤其是

我市将山塘水库物业化管理与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有效结合，将项目成果向

最大化延伸。

“现在村里专门成立了用水管理

小组，明确人员组成和责任分工。改

革后，村里设施养护跟上去了，渠道内

水流通畅了，节水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前黄村党支部书记李定是说，原

来水渠堵塞导致灌溉用水到不了农

田，造成浪费的现象，如今已经大大减

少了。

多措并举
破解农田水利难题

我市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

农业需水量较大，灌溉用水供需失

衡。因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我市

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018年，我市率先在象珠镇、唐先

镇试点农业水价改革工作，探索改革

模式，当年完成改革面积 3.86 万亩。

2019年，在全市推开该项改革后，全年

完成改革面积达 23.25 万亩，通过完善

末级渠系水利工程设施和采用节水技

术措施，安装量水设施，加强终端用水

管理，实施“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渠

道输水损失和农户灌溉浪费水量大大

下降。据统计，全市共节水 550 余万

立方米，每亩平均节水20立方米左右，

节水率达 10%以上。灌区实行标准化

管理后，大大缩短了灌溉周期，以杨溪

水库灌区为例，原先一次灌溉需要放

水 7 天，现只需 4 天，可节水 150 多万

立方米，腾出的水容量可用于城市生

活用水和生态补水。

改革工作全面启动后，我市还出

台一系列政策制度，执行“节水有奖、

浪费水有罚”的措施，不断增强农业用

水户的节水意识；通过强化田间工程

维养管护制度，增加资金投入，解决了

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的管护问题；

实行一把锄头放水，减少了用水纠纷，

提高了农村的安全度。“通过水价改

革，我市确立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农

业用水机制，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

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市水务局

局长朱志豪表示。

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过程中，我

市探索以村级用水管理小组、完善物

业化管理的机制，形成“工程大维养财

政补助、工程日常维养物业负责、工程

零星维养村包干”的永康农田水利工

程管护模式，有效整合多方维养力量，

做好改革工作，保障在建水利设施运

行安全。

此外，市水务局还联合市农业农

村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将农技推广和

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有机结

合，通过建立“技术指导员+示范带动

户”技术服务模式，举办培训班、进村

入户指导等形式推广农业新品种、灌

溉新技术，引导农民科学用水，提高农

民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促进先进适用

技术推广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共同有

效推进。

我市自 2018 年开展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工作以来，积极探索总结出了

丘陵盆地地形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永

康模式”，连续两年获评浙江省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绩效评价良好县。该模式

真正实现了“全程化”“痕迹化”“专业

化”管理，做到“专业人做专业事”，切

实有效解决了末级渠系“最后一公里”

问题。

变“大水漫灌”为“精打细算”促农业节水和可持续发展

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省考”达标

永康市人力社保局、卫健局将在杭州医学院和温州

医科大学组织卫技类正式入编人员校园现场招聘考试和

人才引进现场签约活动，时间分别为 11 月 20 日和 11 月

28日，校园招聘对象为2021年毕业的卫技类普通高校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人才引进对象为符合卫生人才

引进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和高级人才，专业有临床医学、中

医学、医学影像学等等，共校园招聘 47 人，人才引进 142

人，现场组织笔试、面试和签约，望有志者踊跃报名，具体

事项请登录永康人才网（http://www.zjykrc.com）和健

康永康微信平台了解。

联系电话：0579-87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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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校园招聘和人才引进2021年度卫技类优秀毕业生公告

□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李娅

本报讯 近日，永康中学收到了

一块校友后代捐赠的“古记”——永

康县第一届民众业余运动会掷铅球

第一“尚武精神”奖牌（如右图）。该

校举行了简短的捐赠仪式。

这块奖牌来自古山镇前坑村的

永康中学校友叶芽隆。“这块奖牌是

爷爷在上个世纪20年代获得的，也算

是永康中学的‘古记’。”当天，他的四

位孙女一起向学校捐赠了这块具有

纪念意义的奖牌。她们在长三角挂

职副校长汪大四和校史办主任徐卫

东的陪同下参观了永康中学校史馆，

并把这块奖牌留存于校史馆中。

据悉，叶芽隆出生于1898年。他

从小发奋读书，不负众望，1923 年就

读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为杭州高

级中学）高中部师范科，毕业荣归，

1930年至1934年在永康中学任教。

永康中学校长胡德方代表全校

师生对叶芽隆先生孙女们积极主动

地 为 永 康 中 学 捐 赠“ 古 记 ”表 示 感

谢。他说：“你们为永康中学捐赠了

先辈的‘古记'，放弃了小家的继承，为

永康中学的历史增添信物，难能可

贵。这一‘古记'可以使更多人了解学

校历史并不断传承，其价值和意义很

大。”

永康中学创立于1912年，经历了

百年沧桑，永中人始终以“道德、文

章、事功”为校训，努力打造百姓家门

口的好学校。胡德方说：“永康中学

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校友们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我们期待广大校友及其

后辈们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母校

发展，传承学校历史与文化，提供更

多的历史信物（如学校老照片、回忆

性文章及相关老物件等），为子孙后

代留下更多的永中印记。”

校友后代义捐“古记”
永康中学：为后人留下更多永中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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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疫情
个人防护
前往医疗卫生机构该怎么做

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季

节。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了《秋

冬季新冠肺炎疫情个人防护措施指引》。

前往医疗机构要备好口罩、消毒湿

纸巾或免洗洗手液。出门先自测体温，

自测发热患者就医时应佩戴口罩，避免

与其他人员接触，进入医疗机构后前往

发热门诊就诊。尽量选择步行、骑行、驾

乘私家车等交通方式；若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全程佩戴口罩，注意与其他乘客保

持安全距离，乘坐时尽量开窗通风。

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做好手卫

生，尽量避免触摸门把手、挂号机、取款

机等物体表面，接触后及时洗手或用速

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候诊和排队时，

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间距。尽量选择

楼梯步行，若乘坐厢式电梯，应分散乘

梯，避免同梯人员过多过密。

自医疗机构返家后，用洗手液流水

洗手或直接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更换外衣并尽快清洗。

来源：浙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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