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大力推进农田灌溉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记者 张同建
通讯员 梁兆坤

农村灌溉用电设施

统一设计建设标准

杜娟在提案中指出，目前，聊
城市高标准农田灌溉用电力设施
存在设计不规范入网难、管理水
平低、农民负担重、用电不方便等
问题，农民群众反映的“有井没
电”现象确实存在。她说，聊城市
改变传统单纯以村为主体的管护
模式，农田供电设施管护由村集
体为主，改革为供电公司为主、村
集体为辅。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
农田灌溉电力设施全部由供电公
司负责日常运营维护管理，村集
体只负责机井维护，并为供电公
司提供协助。聊城市不断探索的
这种高标准农田电力设施建设和
管护运行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杜娟委员建议，统一设计
建设标准。农业农村部门在高标
准农田前期规划设计时，充分征

求群众意见，本着经济适用的原
则进行设计。

加大农电投入力度。目前国
电部门的设计施工标准比较高，
而山东省目前的高标准农田投资
标准只有每亩1500元，完成正常的
基础设施投入都不够，难以提高
建设标准和提高耕地质量。建议
国电部门投入资金到高标准农
田，再结合农业农村部门的高标
准农田投资，共同完成电力设施
建设。

完善设施移交程序。按照聊
城市目前的做法，农业农村部门
将高标准农田供电设施建设完成
并通过验收后，产权逐级移交到
村集体。村集体通过“四评议两公
开”程序，经村民同意后，将产权
移交给供电部门，双方签订移交
和使用协议，程序比较繁琐。建议
国电部门负责建设，产权归国电
部门，由国电部门负责管理。

高标准建设修缮

农业供电设施

今年7月，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答复称，近年来，聊城市认真贯彻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把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巩固和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大力推进为补齐聊城市农
田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当好国家粮食安全
的“压舱石”发挥了积极作用。针
对灌溉用电设施标准不统一、管
理不规范、安全有隐患、灌溉成本
高等问题，2021年聊城市启动实
施农田灌溉电力设施管护机制改
革，有效破解农田灌溉用电设施
管护难题，灌溉用电价格平均下
降30%以上。

高标准建设修缮农业供电
设施。按照电力行业标准，规划
新建一批农业供电项目。2021年
新建高标准农田56万亩，42个项
目区内新建供电电源点至供配
电设施的建设，全部由供电公司

按照国家和行业供配电设施建
设标准进行设计。目前2021年项
目已全部按新标准完成建设，投
入2 . 5亿多元，新建供配电设施
台区898台套，电力保障做到同
网、同质、同价。2022年项目供电
项目规划设计已基本完成，为项
目顺利实施打牢坚实基础。另一
方面，分类施策，加强对老旧设
施改造提升。全面排查“十二五”
以来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农业灌溉用电设施现状，按照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安全可
靠、经济适用，稳步推进、先易后
难”的原则，分类制定改造提升、
修复完善任务台账，优先解决农
业灌溉用电设施损坏、“有井无
电”等问题，分期分批改建提标，
逐步实现资产移交和统一管护。
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入2800多万
元，改造提升变电站228座，全部
达到规范标准。各（县、市）区力
争2023年6月底全部建成达标。

研究出台

用电设施管护方案

改革完善管护机制。研究出
台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灌溉用电设
施管护实施方案，将村集体为主
体的传统管护模式，改革调整为
供电公司为主、村集体为辅，彻底
打通高标准农田管护中的难点、
堵点、痛点。一是推动专业化管
护。项目建成后，村集体按程序将
电力设施产权移交给供电公司，
供电公司按照国家电网标准进行
日常管护，落实专业人员、承担管
护经费，实现了专业人办专业事，
有效提升了电力设施管护水平。
二是推动闭环式管护。健全完善
高标准农田项目“县负总责、乡镇
落实、村为主体、所有者管护、使
用者自护、受益者参与”的管护机
制，县级政府负总责，统筹做好项
目建设、管理和运行管护工作，建
立完善“建管护”一体化机制，确
保各类工程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正
常运行。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管理

责任，负责区域内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各类工程运行管护，建立
管护制度，明确管护标准，落实管
护主体、管护责任和管护经费，加
强监督检查和考核，确保工程运
行管护工作落实到位。村集体与
供电公司签订协议，分工负责所
辖资产的运行管护，从电力设施
到机井维护形成全过程完整闭
环。三是推动受益者管护。全面推
行“井长制”，受益主体推选产生

“井长”，组织群众开展农田灌溉
设施管护。创新建立高标准农田
服务热线，全天候接听群众意见
反馈。对村集体及“井长”无法解
决的问题，由县农业农村部门和
乡镇(街道)及时协调解决。

全面提升

群众用电便利度

实施灌溉电力设施管护机制
改革后，农业农村部门、县乡政
府、供电公司、村集体按照责任分
工，共同为群众灌溉用电提供全
方位、专业化服务，群众用电体验
得到显著提升。一是用电更方便。
改革前，部分村集体为节省管护

成本，只在主要粮食作物灌溉季
打开电力设施，导致蔬菜等用水
量大、频次高的经济作物种植无
法正常用电浇水，造成群众来电
来访反映“有井没电”问题。改革
后，供电公司负责日常管护，正常
运营成为常态，群众可以随时用
电取水，彻底解决“有井没电”的
问题。二是用电更便宜。改革前，
群众灌溉用电除正常缴纳每度
电0 . 54元之外，还需承担电力损
耗、维护维修等费用，电价达到
每度电0 . 8元到1 . 5元，个别村庄
甚至达到每度电2元。改革后，建
设标准提升，电力损耗大大降
低，电力损耗、维护维修和电工
工资全部由供电公司负责，群众
只需承担正常电费，成本大大降
低。初步测算，亩均每年节约用
电费用和电损费用30到50元。三
是用电更安全。改革前，灌溉供
电设施由村电工管理，专业水平
不高，管理不够规范，甚至有的
群众私自接电，造成诸多安全隐
患。改革后，电力设施全部交由
供电公司专业运维，管理人员素
质和设备设施管护水平高，安全
隐患显著减少。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
落实“藏粮于地”、提升
粮食产能的重要方式，
但由于灌溉用电设施标
准不统一、管理不规范，
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
今年两会期间，聊城市
政协委员杜娟提交《关
于改革高标准农田电力
管理体制的建议》提案，
建议对高标准农田电力
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记者 张同建
通讯员 梁兆坤

动态治理、精细化整治

提升背街小巷面貌

姚宁在提案中说，背街小巷
整治要结合实际,随时根据市民
需求调整细节，制定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计划，通过走访、日常
检查、梳理市民热线反映问题等
形式，开展“动态治理”，完成精细
化整治提升。

姚宁建议，一是在前期充分
排查、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
需要改造的背街小巷设立详细台
账，认真细化和分解整治内容，明
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结合
实际制订整改方案，确保有序推
进背街小巷治理工作。例如，口袋
花园建成后,及时补入舒适的座
椅，方便观景的游客休憩；为街边
座椅增建遮雨凉亭；治理井盖异
响噪音；要补种绿植枯株、清理立
面脏污、粉刷设施锈蚀等。二是增
设户外显示屏、微信群和宣传栏，
深入宣传背街小巷环境整治的意
义、内容和要求，提高群众对整治
工作的支持与参与度。在全市发
起“我家街巷最好看”活动倡议，
呼吁全体市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到
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中
来，利用“周末大扫除”“种花补
绿”等形式响应倡议。三是成立街
巷共建理事会和自治管理委员
会，为居民提供参与社区管理的
机会。各区积极开展“小巷管家”
招募工作，居民可到社区服务站
报名申请成为“小巷管家”。“小巷

管家”的职责大到留意小巷中有
没有新增违建，小到劝阻随地吐
痰等，将难以解决的事项上报解
决。街道还可利用寒暑假期间，招
募一批“小小管家”，教会孩子们
在上学、放学途中，发现不文明行
为，进行纠正并及时向社区反映。

市区背街小巷

纳入到城市管理网格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在答复中
称，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里子”，
与居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为
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生活品质，
区执法局持续开展背街小巷整治
工作，打造有特色的小巷街景。一
是进一步落实省、市安全生产专
题会议精神，加强安全生产全面
排查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的开展，确保区属街
巷市政设施安全运行，区执法局
安排人员加强道路设施日常巡查
工作，建立问题台账，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二是依托区委、区政府

“城建靓区”的战略部署，为进一
步方便群众生活，区执法局结合
所管辖街巷实际，制定区属样板
街巷打造计划，先期对12条符合
条件的街巷进行升级，升级内容

包含树穴石铺装透水彩砼、安装
休闲便民椅、放置观赏花箱(分层
次、类别栽种各类植被)、安装果
皮箱、灯杆安装传统文化灯箱、规
范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等。景观层次更丰富，无论群众满
意度，还是街巷品质都得到极大
提高。三是把背街小巷管理纳入
城市管理网格，对背街小巷治理
进行动态巡查与维护，通过常态
整治与特色治理相结合，形成长

效管理机制，不断提升街巷质量。
东昌府区把治理落到实处。

经过努力，聊城市区的背街小巷，
再不是原来的坑坑洼洼和脏乱
差，它们变得干净整洁，越来越
靓，展示着聊城的实干和进取、文
明和进步，让聊城市民幸福感倍
增。如今，生活在聊城市区的每一
位市民都可以骄傲地说：“我家街
巷最好看。”

聊城市城区“背街小巷”越来越靓

背街小巷既是城市
的“里子”，也是城市的

“面子”，背街小巷治理
得好不好，不仅事关百
姓的幸福指数，也事关
城市的文明指数。今年
两会期间，聊城市政协
委员姚宁等提交《关于
结合实际动态治理背街
小巷的建议》提案，9月，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
府对提案做了答复。

聊城市政协委员杜娟。

聊城市政协委员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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