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农业厅文件 

浙农专发〔2018) 59 号 

浙江省农业厅关于加快推进农田氮磷 

生态拦截沟渠建设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农业局： 

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绿色发展，进一步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打造田园生态系统，今年我省启动了农田氮磷生

态拦截沟渠建设，全省200条建设任务已纳入省“五水共治”考核

体系和厅对各市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但从目前看，各地重视程

度不一，建设进展不平衡，个别地方甚至尚未启动建设。为加快

推进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确保建设进度和建设质量，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农田氮磷生态拦截

沟渠建设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切实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组织领导，明 

一 1 一 



确建设任务，安排专人负责，并积极争取人、财、物等各方面的

支持。要充分利用报纸、网络、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加大对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等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防治技术及建设成效

的宣传，形成全社会各界关注、支持的良好氛围。省厅对工作推

进不力、建设进展缓慢的地方，将适时进行通报。 
气 

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要科学选择项目建设地，优先考 	
1k 

虑当地农民有迫切治理要求和建设积极性的地段，重点突出农业 

“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农业面源污染比较 

严重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重点饮用水源保护区等区域。项目 

建设应遵循农田生态系统整体性、生物多样性规律，因地制宜， 

兼顾农田排水、污染拦截和美丽田园建设等需要，并严格按浙江 

省农田面源污染控制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技术规范组织实施。 

每条拦截沟渠建设长度一般要求在1000米以上，农田有效覆盖面 

积平原地区600亩以上，山区300亩以上，建成后形成一批经济实 

用、技术成熟和易推广实施的农田面源污染生态拦截技术与模式， 

以点带面，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开展。要充分利用原有排 
I 

水沟渠进行改造和提升，建成田园景观型生态拦截系统，实现农 
S 

田生态循环。 

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

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地要千方百计筹集和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争取将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项目纳入当地财政预算。要结

合农业水环境治理、农业绿色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建设工作， 

2 



组织编制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项目库，列入现代农业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农业“两区”建设以及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各

类专项资金支持范围。要明确项目建成后的运维主体，落实主体

责任，健全绩效评价机制，提高管护水平，发挥工程建设的长期

效益。 

四、全方位加强技术指导。要整合各方力量，制定切实可行

的实施方案，加强对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的全流程技术指

导，严格掌握时间节点。各地要在7月底前完成选址，11月底前基

本完成项目建设。技术力量不足的可借助从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力量，增强科技支撑能力，确保项目建设成效。 

为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建立项目建设进度月报制度，各县（市、 

区）于每月20日将月报表（见附件）报送到所在市，各市汇总后

于每月25日报送省农业生态能源办。如有相关问题和建议，请及

时联系省农业生态能源办。 

联系人及电话： 王志荣， 057 1-87 398 266 ； 吕旭东， 

057 1-87 39 8229。 

附件：2018 年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进度一月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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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附件 

2018 年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建设进度 月报表 

填报单位： 县（市、区） 

  

序
号
 

建设地点 
沟渠长度 

（米） 

建设进度 
责任单位 联系人 电话号码 问题分析或建议 

前期 中期 后期 完成 

各注：建设进度：前期指建设地点*11建设主体的落实，经费、设计与施工准备的落实等；中期指主要建设内容进入施工阶段；后期指主要建设内容进入

扫尾和调试阶段。 

填报人： 	 填报时间： 

J 	 ，’ 

填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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