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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感恩奋进 再创辉煌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莹璐） 日前，

省水利厅公布了 2023 年度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五个一百”示范创建活动优秀典

型案例，我市1个村1个灌片2个用水主

体 4 个水闸泵站入选，创优成绩在金华

位列第一。

今年以来，我市根据《浙江省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2023年工作计划》，按照《浙

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五个一百”创建

活动评定办法》的要求，以创建活动为契

机，抓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这个“牛鼻

子”，不断提升农业用水效能。

我市是个典型的缺水市，工业集群

发达，农业经营主体小而散。要想在农

业亩均用水上论英雄，我市势必要找到

藏粮于水的良性发展之策。今年，市水

务局因地制宜，通过创新水权和水价机

制，撬起了农业节水的大杠杆。

在象珠镇九川村的杉野家庭农场，

蓝莓和樱桃种植大棚里的滴灌设备正在

有序工作。作为优秀用水典型，杉野家

庭农场是最先尝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甜

头的农业经营主体之一。今年初，因用

水指标限制，该农场对50亩田地的灌溉

用水装置进行了改造，从过去的田地漫

灌改成如今的精准滴灌。该农场负责人

边建海和笔者算了一笔经济账，通过精

准滴灌，亩均可节约用水266吨，节水率

达 66%，全年可节约水费 6350 元，加上

节水奖励，大约 2 年便可收回设备改造

成本。

今年，我市印发了《永康市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管护实施办法（试行）》《永康市

水务局关于全市水库、山塘等水源工程

灌溉水量分解的通知》等文件，根据种植

结构和灌溉面积，科学测算各村、各用水

主体的用水指标，做好水量分配的顶层

设计，并按照“工程节水两手抓”的原则

核定农业用水价格，对超额用水进行加

价收费。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改的不只是水价，

还有不断完善的水利基建和管理模式。

位于东城街道兰街村的兰街泵站经过更

新改造，泵站管理员通过手机便能进行远

程操作，使得放水用水更加精准可控。翻

开该站今年的放水管理台账，一串节水数

据清晰可见：灌溉农田500余亩，每亩平

均用水400余吨，全年节水约2万吨，节约

用水量达10%以上。

今年，我市投入 451 万元更新改造

泵站、堰坝水闸 61 座，涉及农田 1.18 万

亩，节约灌溉用水近 50 万吨。同时，我

市建立了农业水价综合管理信息化平

台，将 48 个计量站点全部接入平台，实

现计量点监测、统计和控制全覆盖，让

23.25 万亩已完成农业水价改革的地块

用水情况尽在掌握。

“我们将在建好机制、定好水价、配

好水权、搭好基建上下足功夫，不断放大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效能，争取再创

一批优秀改革典型。”市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说。

抓住改革“牛鼻子”拧紧农业“水龙头”

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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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以来，各镇（街道、区）、各部门单位全面发动
安全生产隐患清剿冬季攻势，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
点问题，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全面梳理和有效管控重大安
全风险，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现将上阶段各
镇（街道、区）重点领域整治开展情况及冬季攻势重点指标
落实情况予以公布。

沿街店铺整治先进单位分别为唐先镇、古山镇、经济开
发区，落后单位分别为芝英镇、西溪镇、象珠镇。

出租房整治先进单位分别为高新区、前仓镇、经济开发
区，落后单位分别为花街镇、象珠镇、石柱镇。

燃气整治先进单位分别为古山镇、西城街道、象珠镇，
落后单位分别为前仓镇、方岩镇、江南街道。

市场商贸领域整治先进单位分别为芝英镇、西城街道、
高新区，落后单位分别为龙山镇、西溪镇、前仓镇。

工矿领域整治先进单位分别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前
仓镇、西溪镇，落后单位分别为龙山镇、舟山镇、象珠镇。

冬季攻势重点指标推进先进单位分别是经济开发区、花
街镇、前仓镇，落后单位分别是古山镇、龙山镇、江南街道。

永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2月22日

永康市冬季安全生产隐患清剿专项行动
进展情况通告

受寒潮影响，近期我市出现持续低温天气，部分地区低温冰冻风险较高。为减少低温天气对

绿化苗木的影响，市园林管理处加强防冻措施，确保苗木安全过冬。图为工作人员为苗木包裹防

冻毛毯。 融媒记者 胡锦 摄

苗木穿上“防寒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