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察实情 求真知 出良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察实情 求真知 出良策>>

13位ISBN编号：9787508480299

10位ISBN编号：7508480295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 编

页数：440

字数：34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察实情 求真知 出良策>>

前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工作方法，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途径。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可以察实情、求真知、出良策。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水资源条件差别很大。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大力发展民生水利，指导各地因地制
宜做好水利工作，这就要求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紧紧抓住水利工作
中一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紧紧抓住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问
题，紧紧抓住实际工作中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在对水利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规律
性研究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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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水资源条件差别很大。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大力发展民生水利，指导各地因地制
宜做好水利工作，这就要求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紧紧抓住水利工作
中一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紧紧抓住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问
题，紧紧抓住实际工作中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在对水利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规律
性研究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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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成才工作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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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实施田间用水节约措施。
从田间灌溉用水环节挖掘潜在水源，也是许多地方采用的办法。
其措施主要有制定科学合理的灌溉定额、调整作物结构、采用耕作保墒技术以及实施合理的水价政策
等。
　　（3）实施其他相关措施。
各地在挖掘农业用水转移的水源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做法。
如直接通过调整灌区配水计划，从灌溉水中挤出水量。
由政府收回或核减由于农地用途改变、土地撂荒空余出的灌溉水量。
还有一些地区通过行政措施，直接改变水源用途，将灌溉水源整体或者部分直接划转。
　　2.农业用水转移的机制　　在农业用水转移的机制方面，主要有行政划拨和政府主导下的水权转
让两种形式。
　　水资源为国家所有，水资源的配置由政府主导具有必然性。
相当多的地区开展农业用水转移时，由政府直接下达改变灌溉水源用途的行政指令，在为农民进行节
水改造或者替代性补偿（如开发新水源、允许农民开发地下水等）后，农业灌溉水源永久地或短暂地
转移给了其他行业。
这一情况在上世纪后期就比较普遍地存在了。
为规范转移行为，1995年，水利部、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
施补偿办法》。
目前，这种方式仍然是各地农业用水转移的主流形式。
　　进入21世纪，一些地区引入市场机制，实施了水权转让，由受让企业按照转让额度向灌区投入节
水改造资金，政府再将节约出的水量额度配置给企业。
这种做法在宁夏和内蒙古率先出现，效果较好，为扩展农业用水转移的思路和途径具有很好的借鉴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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