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2020年，山东水利建设和发
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全省水利系
统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在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美丽示范河湖打造、节约用水和水资源
合理配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助力山东
高质量发展交上了完美的水利答卷。

1 .水利建设投资创历史新高
2020年全省完成水利建设投资突破630亿

元，较2019年增长68%，投资强度和增幅均居
全国前列。

2 .多项工作在全国实现争先进位
202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对2019年落实

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
地方通报予以督查激励，我省河长制湖长
制、水利建设投资落实两项工作榜上有名，
并获6000万元奖励资金。实施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情况分别在国
家考核中连年获优秀等次，2019—2020年度
水利建设质量工作考核结果为A级(最优等
级)。

3 .水利工程短板加快补齐
主汛期前按期完成1643个重点水利工程

项目既定建设任务，水库水闸、河道堤防防
洪能力大幅提升，小清河等跨市骨干河道、
市管河道的重要河段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
准。

4 .水资源配置能力稳步提升
全省调水工程输水能力达113亿立方米，

境内建成国家干线工程1项、省级骨干水网

工程3项、跨流域区域调水工程42项、灌区工
程60项，输水线路总长度达6208 . 92公里，调
水工程规模创历史新高。2019至2020调水年
度，共调引黄河水67 . 16亿立方米；省级骨干
水网向12个受水市供水10 . 56亿立方米，其中
向胶东地区供水8 . 22亿立方米，受益人口
3000万；同时，向黄河三角洲、济南等生态
补水7 . 48亿立方米，综合效益显著，为全省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水资源保障。

5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成效显著
科学应对沂沭河流域历史罕见大洪水，

大中型水库、重要湖泊、骨干河道无一出
险，无一人因洪涝灾害死亡；因洪涝灾害受
灾人口、倒塌房屋、直接经济损失，与近10
年同期平均值相比，分别减少77%、89%、
62%。

6 .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顺利收官
全省村庄集中供水设施实现全覆盖，

7000万群众因农村饮水工程受益，有效解决
了111万农村群众氟超标难题，197 . 9万贫困
人口饮水得到高质量保障，全省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97%。基本建立起农村供水工程
长效管护机制，成立县级农村供水公司191
家，服务人口占比达70%，农村供水工程实
现统一管理、专业化管理。

7 .水利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成效显著
在全国率先出台《山东省水库移民工作

监督检查实施细则(试行)》，全年发放大中型
水库移民后扶直补资金11 . 18亿元，下拨项目
扶持资金13 . 85亿元，安排基础设施、农村饮

水安全、产业发展等扶持项目1762个。
8 .全面启动实施引黄灌区农业节水工程
沿黄9市65处引黄灌区72个项目共完成投

资161亿元，建成桥、涵、闸、泵站等渠道建
筑10060座，衬砌、整治渠系12856公里，安装
渠系量测水设施6730台(套)，建成田间节水工
程面积88万亩。工程建成后可提升改善有效
灌溉面积2700万亩，年均节水7 . 93亿立方
米，有效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水费征缴矛
盾，保障全省粮食安全。

9 .美丽示范河湖建设初见成效
临沂市沂河通过国家第一批示范河湖建

设验收，全省创建130条省级美丽示范河湖，
整治河道长度1588公里、湖泊294平方公里，
沿河湖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评选最美河
长、河管员、企业河长、巡河志愿者60人。
在全国率先完成农村河湖划界工作，岸线测
绘、界桩埋设覆盖7700多条/座农村河湖，全
部完成县级以上河湖岸线规划编制任务。

10 .水土流失治理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全年治理水土流失1305平方公里，提前

超额完成年度治理任务，进度位居全国前
列。根据动态监测结果，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减少1%以上，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持续
减少，呈现出面积与强度双下降趋势。

11 .节水载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7所高校达到节水型高校评价标准，占

全省高校总数的11%；新增31个县(市、区)通
过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验收，全省累计
有94个县(市、区)达到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标准，占县域总数69%，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位。省级机关和省直属事业单位全部建
成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

12 .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
水文管理服务体系

全省设置县级水文中心75个、乡镇水文
服务中心400多处，聘用农村水文管理员4600
多名，扎实推进全省75处县级水文中心标准
化建设，7个设区市政府出台具体意见或办
法，40个县级水文中心实现“双重管理”。

13 .全面展开水利工程标准化工作
对水利工程管理关键要素实施标准化管

理改革，完成47个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试点，
基本建立起以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和评价标准
为主要内容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

14 .持续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以落实管护主体、人员、经费为重点，

因地制宜探索出“泗水路径”“莒县模式”
“莒南经验”“沂水样本”等小型水库管护
新模式，新增11个省级深化小型水库体制改
革示范县。

15 .水利行业监管效能不断增强
创新“互联网+监督”新模式，加大

“四不两直”暗访力度，保持行业强监管
高压态势。围绕农村饮水安全、小型水库
安全运行等6项工作监督检查16市、165个县
次、921个村、990个项目，围绕省重点水利
工程开展监督检查818项次，对51个项目及
171家参建单位实施挂红黄牌督办，对
81个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开展责任追
究，有效保障了工程质量和运行
安全。

2020年山东水利大事

山东水利，披荆斩棘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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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香飘四海，一“码”走天下。通过推

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莱州市琅琊岭小龙农

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苹果由销售难、价格

低，一跃成为网红产品，电子订单纷至沓

来，一果难求，变成真正的“黄金果”。

“消费者在购买苹果时只要掏出手机扫一扫

二维码就能了解到该产品的详细信息，苹果

质量有了保证，真正实现可追根溯源。”合

作社理事长王景波说。

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是农业

农村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山东在创建农产品

质量安全省过程中，以此为抓手全面提升农产

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莱州市根据工作

实际，确定“以点带面、重点突破、全面开

花”的工作思路，在韭菜、苹果、樱桃、大

姜、禽蛋几个传统优势产业上先行一步，示范

引领，重点突破，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为更好地推行食用农产品二维码电子合

格证，更有效地实现全链条对农产品进行监

管、追溯，我们立足长远，高点定位，对合格

证平台进行全面优化升级。”莱州市副市长杨

喜平介绍，新平台具有信息全、成本低、易操

作、可推广等特点，通过增加企业LOGO、品

牌推广、销售途径导入等方式，实现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追溯及品牌推广一体化。正是因

为电子合格证具有信息全面准确、操作简单易

懂、监管直接方便、推广成本低廉等特点，深

受生产主体和广大消费者欢迎，真正做到了一

“码”走天下，一扫全知道。

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山东各地把

农业标准化生产摆在突出位置。位于龙口市

兰高镇的绿杰苹果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全部

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标准进行农事管理，聘请

苹果种植专家全程给予技术指导，果树采用

宽行起垄密集栽培技术和水肥一体化管理，

推行果园生草、频振式杀虫灯、苹果免套袋

等生态环保技术，实现从果园到餐桌的全程

质量控制。

作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山东省

食品安全城市”，龙口市始终坚持把强化食品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基

础民生工程。“我们以‘食安农安、双安双

创’为抓手，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在体系建

设、执法监管、风险监测、标准化生产、品牌

推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实现农产品质量全

产业链管控，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

高。”龙口市副市长高经宇说。

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严监管。莱西市

注重全程化管理，强化全链条把关，将全市

410家重点农产品生产基地、798家农药持证经

营单位、7家兽药生产企业、17家饲料生产企

业全部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实现

农业投入品有据可查、有源可溯。严把监测

关，常态化开展农产品质量抽检和农兽药残

留监测，完成兽药检测343批次、农药定性定

量检测221批次，合格率达99 . 9%。严把市场

关，完善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机

制，全市750家种植养殖生产主体全面实施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累计开具合格证6 . 37万

份，附证上市农产品15万吨，实现产业链全

程可追溯。

为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监管水平，青岛市

即墨区按照属地管理要求，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监管重心下移的工作格局，切实

把该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落到实处。在

15处镇、街道成立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

心，每处配备3—4名监管员，953个涉农村庄设

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在“三品一标”生

产基地、合作社和企业设置内检员，已全面建

成“区、镇、村、企”四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控体系，区镇监管员做好巡查检测关、村级协

管员做好统计检查关、企业内检员把好生产质

量关，从多方面确保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将继续按照‘四个最严’要求，

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从‘完善一

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修订一批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程、培养一批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员、建设一批标准化生产基地、打造一

批优质农产品品牌’入手，抓基础、强监

管，健全追溯体系，切实将这项‘民生工

程’做实做细，使老百姓吃得更加放心，吃

得更加健康。同时，继续大力实施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品牌发展战略，通过大力挖

掘、包装推介、宣传推广等一系列措施，提

升我区名优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实现我区

名特优农产品‘走出去’的战略目标。”青

岛市即墨区副区长张伟表示。

山东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

抓生产源头 强监管力度 保“舌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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