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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图县农田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昌农基建通字〔2023〕6 号

关于秋冬农田基本建设进展情况的通报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镇（农垦集团）：

全县 2023-2025 年度涝区系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治

理工程已全部开工建设，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整体工程进

度相比去年同期有明显提升，开局良好。

为扎实做好下一步涝区系统治理工作，请相关各镇（农

垦集团）再接再厉，根据季节特点科学合理安排，严密组织

实施，在保证施工质量及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工程施工

进度。现将截止 12 月 5 日全县 2023-2024 年度涝区治理工

程进展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程建设完成情况

昌图县 2023-2024 年涝区治理工程总计划任务为

1209.6232 千米，其中重点涝区为 908.649 千米，非重点涝

区为 300.9292 千米。

目前完成总清淤长度为 658.1952 千米，完成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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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其中重点涝区完成 464.676 千米，完成比例为

51.13%，非重点涝区完成193.5192千米，完成比例为64.31%。

其中：重点涝区的宝力镇、古榆树镇、七家子镇、通江

口镇、长发镇、三江口农垦完成任务量均超出 60%；完成任

务量低于 20%的镇（农垦集团）为两家子农垦。

非重点涝区的昌图镇、毛家店镇、头道镇已完成全部涝

区治理建设任务；亮中桥镇、泉头镇、双庙子镇、四合镇、

太平镇、下二台镇、此路树镇已超额完成本年度建设任务。

前双井镇、三江口镇、古榆树镇、宝力镇等镇年度计划

任务均为 100 千米左右，建设任务较重，但这些镇迎难而上、

不等不靠、积极组织施工，进度也较快，也取得良好效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别镇(农垦集团)施工进展仍旧比较缓慢，主动性不

强。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安排部署，充分利用当前施

工有利时机，要克服困难，抓紧推进施工进度。

2.部分渠道开挖坡比未达到使用标准。个别镇渠道开挖

款宽度或高度不满足设计行洪需求，需要进行整改。

3.个别镇已完成的排涝区域渠系之间、干支沟渠之间有

的尚未连通，施工不够科学，需要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抓

紧查缺补漏，尽快达到沟渠连通的设计要求。。

三、下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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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各镇(农垦集团)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准确掌握施

工进展情况，加强规划督导，及时修改完善施工计划，确保

工程进度和质量；二是已完工及正在施工的渠道，务必按设

计标准做好整形工作，有效保证渠道的开口宽度及深度，防

止来年汛期排水发生渠道坍塌等问题;按照渠道互通要求，

结合实际情况，防止发生渠道不畅、沟渠不通等问题;三是

有效保证施工安全。各镇（农垦集团）结合冬季施工的实际

情况，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施工安全的预想预测，

特别在施工作业中务必安排 1 名安全员全程进行提醒;四是

全力做好协调督导，县直有关部门要按照承担任务各司其

职，协调、督导、保障各镇(农垦集团)实施好全县农田基本

建设涝区系统治理工作。

附件 1：昌图县 2023-2024 年度涝区治理工程进度表

附件 2：昌图县农业农田基本建设工作简报（全县涝区

治理工作经验推广）

昌图县农田水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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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昌图县 2023-2024 年度涝区治理工程进度表

序号 镇（农垦） 计划任务量（千米） 完成任务量（千米） 完成率(%)

重点涝区

1 宝力镇 90.6492 59.1 65.20%

2 金家镇 20.59 14.657 71.19%

3 三江口镇 104.0452 59.961 57.63%

4 古榆树镇 103.5948 66.098 63.80%

5 付家镇 74.2096 37.3 50.26%

6 前双井镇 107.036 44.251 41.34%

7 七家子镇 49.396 35.4 71.67%

8 大四家子镇 75.456 25.797 34.19%

9 曲家店镇 60.7152 24.21 39.87%

10 通江口镇 58.95 36.47 61.87%

11 后窑镇 51.468 16.88 32.80%

12 长发镇 24.5744 18.432 75.00%

13 宝力农垦 20.0196 5.95 29.72%

14 两家子农垦 47.99 4.45 9.27%

15 三江口农垦 20 15.72 78.60%

非重点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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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面城镇 17.156 5.5 32.06%

2 昌图镇 已完成

3 老城镇 5.14 2.81 54.67%

4 毛家店镇 已完成

5 亮中桥镇 9.25 18.45 199.46%

6 泉头镇 9.2462 10 108.15%

7 双庙子镇 5.0272 5.0272 100.00%

8 四面城镇 46.5336 19.699 42.33%

9 此路树镇 14.3738 16.003 111.33%

10 老四平镇 17.6843 7.23 40.88%

11 四合镇 28.4744 28.54 100.23%

12 朝阳镇 17.133 9.9 57.78%

13 头道镇 已完成

14 马仲河镇 5.5724 3.91 70.17%

15 大洼镇 22.7112 12.81 56.40%

16 东嘎镇 45.7328 19 41.55%

17 十八家子镇 9.0976 2.9 31.88%

18 太平镇 0.723 2 276.63%

19 下二台镇 7.2105 7.56 104.85%

20 平安堡镇 24.4348 18.5 75.71%

21 大兴镇 11.398 3.3 28.95%

22 新乡牤牛农场 2.9584 1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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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图县农田基本建设工作

简 报
昌图县农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5 日

县委书记范磊对《关于秋季农田基本建设进展情况的通

报》（昌农基建通字〔2023〕5 号）作出了重要批示：“今

秋农建工作总体形势向好，请各镇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

快进度，提高质量，建精品工程。进度缓慢地区要抓紧推进，

迎头赶上，水利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工程质

量”。

请各镇（农垦集团）在全县涝区系统治理工程中，按照

范磊书记的批示要求，克服资金不足、施工周期较长、天气

寒冷等不利因素，科学谋划，精心组织，确保今冬明春的农

田基本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在今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中涌现出很多推进速度快、工程

质量好、发挥作用强、百姓口碑好的成功经验和动人故事。

本期简报将对部分镇关于涝区治理好的成功经验及典型做

法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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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头实干的榜样：七家子镇榆树村

今年 7 月，极端天气再次来袭，七家子镇榆树村遭遇持

续的强降雨，韩顺线防汛路排水沟堵塞严重，机械根本无法

作业，只能采取最原始的人工开挖，肩挑手扛疏通渠道。党

支部书记张振伟当机立断，带领党员和村民顶着雷鸣暴雨清

理排水沟渠，暴雨过后顶着炎炎烈日继续施工，衣服湿透了

就光起了膀子干，后背晒掉皮了就硬生的把皮扯下来也不间

断施工，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

渠道全线贯通，为抵御下一次可能发生洪涝灾打好基础。

七家子镇榆树村夏季施工现场

张振伟带领的村班子在今年冬季清淤开始前，带着班子

成员走屯串户了解哪些地块需要新修，哪些地块需要清淤，

遵照历史沟渠和村民商定，根据实际需求做好规划等准备工

作，并提前开始实施清淤挖沟排内涝工作。带领榆树村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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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对全村干渠进行清淤，然后再按照严重地段逐步进行

清理。截至目前，全村共修建清理沟渠 14 千米，土方量达

到 5 万余立方米，受益土地五千多亩，不仅提高农田排水效

力和粮食增产增收，也为农村水利设施和乡村振兴打下良好

基础，并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深得民意。

该村目前常备 3 台大型挖掘机，长期值班值守，闻令而

动，随时准备为申请清理沟渠的村民服务。

七家子镇榆树村修建的高标准排涝支渠

二、科学巧干的标杆：通江口镇建设村

为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应有的效能，通江口镇建设村坚持

打造精品工程，坚决保护百姓利益，从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

班子、屯组党员干部和村民齐上阵，科学分工、职能明确，

先难后易，建一处，成一处，用一处，他们以主干渠辐射支

渠，实现了沟沟相连、沟渠相系、渠渠畅通。仅今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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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至今就已经完成主干渠和支渠清淤 12.1 千米，其中包

括干渠清淤 2.8 千米，支渠清淤 9.3 千米。同时，新建过

水涵 73 处，为保障百姓农田耕作提供有利支撑。

通江口镇建设村施工现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建设村在联通沟渠的施工中实现

了田间作业涵全覆盖，实现了让道路两侧百姓从道路直接入

田耕作，既方便的百姓农耕、又增加了生产效率，同时也减

少了百姓因绕行其他耕地而发生的不必要的矛盾，他们还探

索利用春耕的时机，将春耕与沟渠建设相结合，采取“包产

到户”的方式，将每户农田所对应的沟渠进行修坡整形，实

现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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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口镇建设村全覆盖铺设渠耕涵管

七家子镇榆树村、通江口镇建设村今年开展的涝区治理

工作规划得当、实施有力，取得良好效果，为保障当地农民

粮食的增产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希望各镇（农垦集团）、各村（分场），积极主动向七

家子镇榆树村和通江口镇建设村对标看齐，加快工程进度及

质量，抓住有限的利好时间，取得农田基本建设更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