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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北京农村年鉴》是集中反映北京郊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和史料文献。
在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持
编纂。

二、《北京农村年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贯彻
科学发展观，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客观、真实的记述，使社会各方面增进对北京郊区农村的认识与
了解，促进北京地区各行业和国内外与京郊农村的合作、交流，也为地方史志的编写积累珍贵的历史
资料。

三、依据年鉴编纂惯例，当年出版的《北京农村年鉴》，标为本年度，而反映上个年度的情况。
为增强年鉴的时效性，对本年度年初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发布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文件
，也予以收入。

四、《北京农村年鉴》基本写作形式为条目体，并选载适量文章，辅以图片、图表，使读者对北京郊
区情况有一完整了解。

 五、《北京农村年鉴》所设栏目与类目基本固定，而依据年度变化情况作适当调整。

六、《北京农村年鉴》稿件，由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各职能部门，市农业系统各单位，各郊区县，和
邀请各有关部门，确定专人撰写，均经各该部门主管领导审阅。
有关数据采用国家和市统计部门发布的权威数字；未列入国家和市统计范围的，采用业务部门经过核
实、可以发布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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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五）基本原则。
一要坚持民生优先。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推动民生水利新发展。
二要坚持统筹兼顾。
注重兴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并重、治标治本兼顾，促进流域与区域、城市与农村、东中西部地区水
利协调发展。
三要坚持人水和谐。
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水资源。
四要坚持政府主导。
发挥公共财政对水利发展的保障作用，形成政府社会协同治水兴水合力。
五要坚持改革创新。
加快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破解制约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三、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 （六）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
结合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实施，在水土资源条件具备的地区，新建一批灌区，增加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
实施大中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加强重点涝区治理，完善灌排体系。
健全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大幅增加专项补助资金，市、县两级政府也要切实增加
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引导农民自愿投工投劳。
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促
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
因地制宜兴建中小型水利设施，支持山丘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
”工程建设，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倾斜。
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推广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滴灌等技术，扩大节水、抗旱设备补贴范围。
积极发展旱作农业，采用地膜覆盖、深松深耕、保护性耕作等技术。
稳步发展牧区水利，建设节水高效灌溉饲草料地。
 （七）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中小河流治理要优先安排洪涝灾害易发、保护区人口密集、保护对象重要的河流及河段，加固堤岸，
清淤疏浚，使治理河段基本达到国家防洪标准。
巩固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成果，加快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步伐，尽快消除水库安全隐患，恢复
防洪库容，增强水资源调控能力。
推进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
山洪地质灾害防治要坚持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抓紧完善专群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加快实
施防灾避让和重点治理。
 （八）抓紧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
加快推进西南等工程性缺水地区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坚持蓄引提与合理开采地下水相结合，以县域为
单元，尽快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引提水和连通工程，支持农民兴建小微型水利设施，显著提高雨洪
资源利用和供水保障能力，基本解决缺水城镇、人口较集中乡村的供水问题。
 （九）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
尽快健全防汛抗旱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反应迅速、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
加强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加大投入，整合资源，提高雨情汛情旱情预报水平。
建立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着力推进县乡两级防汛抗旱服务组织建设，健全应
急抢险物资储备体系，完善应急预案。
建设一批规模合理、标准适度的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立应对特大干旱和突发水安全事件的水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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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加强人工增雨（雪）作业示范区建设，科学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
 （十）继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到2013年解决规划内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十二五”期间基本解决新增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的饮水问
题。
积极推进集中供水工程建设，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有条件的地方延伸集中供水管网，发展城乡一体化供水。
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落实管护主体，加强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
制定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用地政策，确保土地供应，对建设、运行给予税收优惠，供水用电
执行居民生活或农业排灌用电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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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农村年鉴2011》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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