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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375.htm （一九八０年六月五

日） 国务院同意水利部、财政部、国家水产总局《关于水库

养鱼和开展综合经营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 建国以来，全国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对战胜水旱灾害，

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显著作用。

但是，由于对综合经营重视不够，许多工程的水土资源未能

充分利用，以致有些水利工程建成后，不但不能为国家和集

体多做贡献，连管理经费也不能自给，长期靠吃补贴过日子

，这是不应该的。这个报告列举的事例说明，在保证工程安

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利用工程管护

范围内的水土资源和现有工程设施，积极开展农、林、牧、

副、渔各业以及加工、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经营，是大有可

为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应积极支持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把多种经营逐步开展起来，争取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水利工程管理经费的自给有余。水利工程管理部门要注意

和周围社队群众搞好关系，有些生产和事业可以同社队联合

经营，使群众得到好处，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关于水库养鱼

和开展综合经营的报告 去年底，我们在广东省东莞县召开了

全国水库养鱼和综合经营经验交流会议。各省、市、自治区

（西藏除外）的水利、 财政、 水产等部门的同志一起，通过

参观、座谈，交流经验，共同研究了进一步开展水库养鱼和

综合经营的问题。 （一） 建国以来 ， 全国兴建了大量水利



工程，对战胜水旱灾害，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不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在保证工程安全和发挥效益的

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展综合经营，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目

前，全国一万四千多处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中，有将近百分

之四十，通过征收水费和开展综合经营，实现了经费自给。

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上海、北京、四川等八省

、市、自治区，水利工程的管理经费已做到收支大体平衡或

略有节余。实践证明，不论南方或北方，不管库、闸、堤、

渠或泵站，只要综合经营搞得好，绝大多数都可以实现经费

自给，有的还能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这对于改善职工生

活，稳定管理队伍，促进水利管理的现代化，也是很有好处

的。 目前，全国国营水利工程共有职工二十八万名（其中长

期临时工十万名），每年仅支出管理费和工程维修费即四亿

五千万元，而收入只三亿元左右，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单位不

能自给。当前盈亏之间尚不能调剂，实际国家每年要拿出二

、三亿元进行贴补。能否在二、三年或四、五年内彻底改变

现状？大家认为，这是可能的。除了认真征收灌溉水费，发

挥水电效益外，水库养鱼的潜力也很大。水利工程周围荒坡

、闲地可以搞绿化，种植果木、药村、香料、花卉，养殖牛

、羊、猪、鸡、鸭、鹅、兔、蜂、蚕、鹿、貂等，收入也很

可观。许多水利工程山青水秀，风景优美，稍添必要设施，

就可举办旅游事业，既可为国家创造财富，还可以吸收外汇

。它对促进工程管理，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市场经济，改

善人民生活，促进四化建设，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

） 为什么许多地方的水库养鱼和综合经营，没有能够很好地

开展起来呢？大家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主要



是领导思想认识跟不上。水利部门过去在水利工程设计、施

工以及管理等方面，都未能为开展综合经营创造必要的条件

，如建库时不清库底，不修建孵化、防逃和捕捞设施，不搞

绿化种植等等，草率交付管理运用。不少工程质量差、不配

套，更增加了管理工作的包袱。许多地方把工程管理仅仅局

限于看闸守库，没有把开展综合经营、实现经费自给看成为

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认为综合经营可搞可不搞，搞多搞少

没关系，有的甚至把它和工程管理对立起来，担心影响管理

工作。不少地方一度把综合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至今流毒未清，人们心有余悸。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对征收

水费支持不够，有的甚至停收、拒交或截留挪用。据十六个

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历年累欠水费已达一亿二千

万元。 第二，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方法有缺陷，不利于调

动职工开展综合经营的积极性。多年来，许多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机构不健全，职工的工资、劳保、福利、子女上学就业

、医疗退休等，未能妥善解决。经费的管理，长期实行全额

预算或差额预算的办法，用的是行政手段，花的是事业费，

吃的是“大锅饭”，生产不计成本，经营不问效果，收支不

讲核算，工作不搞奖惩，综合经营收入多少，都和职工切身

利益没有联系，不能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助长了平均主义

和懒汉思想。 第三，管理体制不统一，法纪松弛。目前有些

水库的工程设施以及渔业、山林、土地等，还是几家分管，

机构重叠，待遇悬殊，纠纷频繁，工程管护范围内的水土资

源很难统一规划和开发利用。有些地方由于无政府主义流毒

未清，加以多年来有的库区移民安置不善，至今库区炸鱼、

毒鱼、偷鱼、抢鱼事故不断，破坏了水产资源，危及工程安



全。有些水库管理单位和周围群众关系不好，也影响到管理

工作的正常进行和安定团结。 （三） 为了进一步加强水利工

程管理，促进综合经营事业的发展，争取在二、三年内实现

管理经费自给，当前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要求各级

水利部门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加强与财政、水产、电力、

公安、林业等部门的团结协作 ，共同做好调查研究 ，抓紧制

定发展综合经营的规划。规划要因地制宜，切实可行，凡有

条件的都要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办成综合经营的企事业。水

利部要在今年抓好十个试点，总结加强管理、综合经营、解

决职工劳保福利和工资待遇的经验，研究提出一套具体办法

，年底召开全国水利工程管理经验交流会议，表彰先进单位

和个人。从现在起，所有新建、在建和除险的水利工程，都

应随同主体工程的兴修、加固，把管理和综合经营所需的基

本设施一气呵成，否则不予审批或验收。由于不少工程管理

单位家底薄弱，生产周转资金短缺，要求各地在财政体制改

变以后，近几年内在水利事业费中继续保留水库养鱼和综合

经营的专项资金，同时在三材上给予支持，以便建设好一批

水库商品鱼基地和综合经营企业。水利部还准备有计划有步

骤地利用已建水利工程，开辟旅游渠道，组织水利工程综合

经营服务公司，试办自产土特产品的产销经营，为国家增加

收入和外汇。第二，贯彻各尽所能、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

配原则，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是事业

单位，要实行企业管理。水利、财政两部已商定将现行事业

费预算管理办法改为财务包干，扩大工程管理单位的经营自

主权。财政包干的结余，可按上级规定的比例，分别提取扩

大再生产、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的基金，促使管理单位进一



步把水库养鱼和综合经营事业办好。管理单位完成和超额完

成上级下达的管理、生产任务后，根据增收、节支的多少，

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在水费征收上，应按国家规定

执行。受益单位无故拒交水费，多次催交无效，管理单位有

权停止供水。 发展综合经营和水库养鱼所需的人员，应首先

从管理单位内部挖掘人员潜力，调剂解决。干部要参加生产

，职工要成为多面手，要认真克服非生产人员多、分工过细

和忙闲不均的现象。对所缺人员，应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去

年八月发出的《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工作若干同题的意见》规

定，即：“国家管理的工程，所需人员和劳动指标，由省、

市、自治区纳入计划，统筹安排。集体管理的工程，由社队

设专门机构或专人进行管理”，尽快抓紧解决。第三，要加

强统一经营，团结协作。水库养鱼，应按水库归属由水利、

电力部门经营管理，在水产业务上接受水产部门的指导。一

时不能统一管理经营的水库，有关单位应加强协作，共同为

发展水库养鱼和综合经营事业做出贡献。第四，加强渔政管

理。各地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保护水库安全和水产资源的通令》和《刑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抓住典型案例，狠刹无政府主义歪风。一些重点的大

中型水库，可在当地公安部门的支持下，根据需要设置公安

派出所或派驻公安人员。 各级水利部门和工程管理单位，都

要关心和扶持工程周围和库区社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搞好

团结，不要与民争利。 今后各地兴建水利工程和进行农田基

本建设，要严禁任意围垦湖塘，严禁随意截断鱼道。已经围

垦而得不偿失的，要坚决退田还湖还塘。已建水利工程截断

鱼道的，要积极设法加以改善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会议要



求各地抓紧对所有病险水库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大中型险病

水库整治经费，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例不能下降。小型水

库除险经费，各地要给予保证，坚持专款专用，项目、队伍

、三材要落实，竣工要验收，销号摘帽要上报。 以上报告，

如无不当，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委研

究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