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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业综合开发自 1989 年立项实施二十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经过全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为自治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随着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深

入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规模不断加大，建设标准不断提高，开发领域不

断拓展，项目前期工作显得极为重要。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是实施好项目的

前提和基础。目前，在编制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项目区基本资料少，现状不够全面、清晰，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分

析的不够；二是报告编制的整体水平低、质量差，部分项目图件不够完整；

三是概预算编制不够规范，评审难以过关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按照国

家农发办评审要求，编写了这本《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指南》。

《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指南》包括了所

有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所需要素，比较全面、细致地明确了报

告编写的内容、格式等。报告编制单位可根据项目类型，从本书中了解编写

报告的方法和内容。

《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指南》的目的和

说   明
Expl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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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一是规范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写格式与内容；二是使编

制单位及时了解、掌握农业综合开发指导思想、工作动态，并贯彻于项目建

设中，避免彼此抄袭、网上下载、应付差事；三是编制单位按照本书的章节、

内容要求编写，避免了盲目性，节省时间，节省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四

是促使编制单位把前期工作重点放在现状调查上，以提高报告编制的真实性，

治理措施、建设内容的全面性，工程规划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五是按照

《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定型设计图集》核定工程量，工程概

预算更加科学、合理、规范，加快了报告编写进度；六是促进编写报告的整

体水平与质量的提高，给评审工作、年度计划编报工作带来方便，减少年度

计划变更等。

《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指南》和《宁夏

农业综合开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定型设计图集》，在编制宁夏农业综合开发

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可配套使用。

由于时间仓促，《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指南》难免出错和内容不够全面，希望报告编制单位在编制土地治理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过程中，若发现问题与不足，请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便于修改、

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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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要

1.1 项目背景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项目来源背景。一是以国家、自治区在农业及

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与有关项目的政策、法规、文件，国家及自治区农发办

项目编制指南提出的有关要求为背景；二是根据本地区土地利用长远规划和

农业发展规划或发展方向，需要解决当前乃至今后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提

出实施该项目；三是水土资源有无保障；四是项目区农民群众有没有搞农业

综合开发的积极性；五是项目建成后能否带动当地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1.2 项目范围、规模、内容与工期

说明项目区涉及的乡（镇）村名称、个数，治理面积数量，分水利、农业、

林业、科技、道路各项措施主要建设内容、建设工期。

1.3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项目估算总投资，包括中央投资、自治区投资、市县配套资金、群众筹

措资金及资金筹措比例。

1.4 效益 

概括效益预测。主要包括项目完成后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指标，如

项目实施后，耕地面积是多少，新增灌溉面积、节水灌溉面积，农业总产值、

净产值、农民收入等；森林覆盖率由 A％增加到 B％，地下水位降低，土壤

盐渍化程度改善等主要的效益指标。

1.5 组织领导和管理 

简要介绍项目市县各级组织机构以及项目管理机构的名称、人员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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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区概况

2.1 自然概况

2.1.1 地理位置及范围

项目区的地理位置、经纬度、四至、治理面积。四至表述以行政区界、河流、

渠道、沟道、道路等划分界线，东、西、南、北之间的最大距离；规模以四

界以内的土地总面积为治理面积。

2.1.2 水文气象

以县为单位，阐明降水、蒸发、气温、有效积温、无霜期、霜冻、大风日数、

日照时数、冻土层深度等气象水文数据。

2.1.3 工程地质

简要介绍与项目区工程建设有关的地质因素。

地质结构：简要介绍项目区地质结构组成以及工程建设影响因素。

地形地貌；阐述项目区的地形变化，准确说明项目区所在地的地貌名称，

相对位置，灌区的名称、部位，如黄河冲积平原，西侧靠近贺兰山东麓，洪

积平原，南属青铜峡灌区河西部分的上游，清水河河谷平原东侧固海扬水灌

区的七泵站等（详细内容参考第十五章《样表样图》表 12《宁夏地貌类型

及面积》）。

水文地质：简要介绍降水、灌溉对地下水的影响。

天然建筑材料：简要介绍项目区有无工程建设使用的天然材料。

2.1.4 地形、地貌及土壤

按照如下分述，阐明项目区的地形、地貌及土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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