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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判断，果断决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
计划，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克时艰，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
形势总体回升向好。
2009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
60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把水利摆在关系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领导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水
利建设，在中华大地上绘就了气势恢弘的水利画卷，水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9年在水利改革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各级水利部门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奋发努
力，扎实工作，水利发展保持又好又快的强劲势头。
有效应对大范围持续严重干旱，夺取大旱之年粮食丰收。
战胜强台风袭击和局部严重洪涝灾害，洪涝灾害死亡人数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
全力打好水利建设攻坚战，饮水安全、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涉及民生的水
利问题加快解决。
着力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新成效。
大力推进依法治水管水，体制机制创新，水文、水利科技与国际合作以及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等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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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中国水利发展报告》是中国水利蓝皮书的第七辑。
该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和水利中心工作，以服务和促进民生水利为
重点，进一步提高思想性、理论性、前瞻性和权威性，努力把握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发展脉络，深入分
析关系水利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解决水利实践中提出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该书由综合篇、专题篇、附篇三部分组成。
专题篇包括水利发展战略、水安全保障、改革与创新、法治建设四个专题。
附篇包括国际水利和水利数据解析两个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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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利建设亟需提速。
尽管近年来民生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涉及民生的水利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特别是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不少群众饮水、用电和防洪安全等基本水利
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水利服务范围亟待扩大，功能效用亟待强化，规程规范亟待完
善，技术标准亟待提高，保障能力亟待增强。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找准民生水利着力点，全面推动
民生水利新发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程度、更好水平上造福人民群众。
第四，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水利基础亟需夯实。
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6年实现稳定增产，连续3年超万亿斤。
但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并不牢固，持续增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保障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丝毫没有减
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稳粮保供给，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
全国新增500亿kg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5500亿kg以上。
在影响粮食生产的光、温、水、土、肥、种等要素中，水的增产效用最为突出，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
通常是非灌溉耕地的2～4倍，实现新增500亿kg粮食生产能力，关键在于水。
目前，我国农田水利仍然薄弱，全国有一半以上耕地望天收，缺少基本灌排条件，现有灌区普遍存在
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等问题。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水利任重道远。
第五，贯彻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水利支撑亟需先行。
2010年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周年。
近些年来，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
我国水资源分布与区域发展布局很不匹配，区域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水利发展相
对滞后已成为一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制约因素。
我们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战略高度，统筹流域区域水利协调发展，优化水利工程布局，完善区域
水利发展政策，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水利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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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水利发展报告》：水利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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