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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安县的小农水重点工程是全县水利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近年来的工作实践,总体概括小农水项目建设中施工

成本、施工进度、质量安全要点。同时,也从小农水项目工程建设实际出发,引出当地项目工程建设在项目成本、工程质量安

全和进度等方面管控的特色特点,可为类似项目实施提供相应参考及借鉴经验。 

[关键词] 小农水项目；建设要求；实践 

 

1 基本情况 

吉安县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流域中游,吉泰盆地中心,

地理位置东径 114°24′～115°03′,北纬 26°51′～27°

38′；全县国土面积 2110.98km2,南北长约 85.4km,东西宽

约 67.2km。境内河系发达,水系繁多。赣江由南向北贯穿纵

横,主要支流有禾水、泸水、同江等,水资源较为丰富。该县

处于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象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1400～

1550mm 之间,多年平均产水量超 490.99 亿 m3。行政区划设

有 13 个镇 3 个乡,307 个村委会,总人口 50 万人,全县耕地

面积 59.16 万亩,其中水田面积 52.97 万亩,旱地面积 6.19

万亩。 

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大县,据统有

各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多达 3000 余处,包括小(二)型以上

水库 208 座、山塘 2200 多座以及其他小水电站、水陂、挡

水坝、灌区、灌渠、机耕道等。近年来,县里牢牢把握水利

建设关键,多措并举,守住农业生产命脉,大力推进小型水利

工程建设,编制下发了农田灌溉工程规划和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建设方案,明确了所有涉及农田灌溉工程项目建设建设

目标和要求、具体任务、范围和完工时间。全县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1.1 项目建设和前期工作特点 

吉安县小农水重点县项目涉及的建设内容多,覆盖地理

范围面广,10多个乡镇27个行政村,1.94万人口从中直接受

益。项目建设类属插花式,内容包括 5.44 万亩中型水库灌区

改造工程,2.49 万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和 125 万亩新

农村建设点改造灌溉田。 

1.2 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前期工作涵盖了项目评审、资金批复和施工、监理

单位招投标等。一般要经过 1－2个月工作日,才能完成项目

评审、资金批复。与此同时,小农水项目部开始完善项目划

分招标文件编制,根据工程所在地建设特点,捆绑划分出几

个标段。在县发改、水利、监察、招标办等多个部门参与监

督下,审查确定竞标入围施工单位。监督审查内容包括时间

安排、招标公告、投标人资质、标段划分、工期要求、投标

高限价以及合同主要条款、资格审查办法和评标办法等。 

1.3 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以施工、监理单位为主体,县水利局、乡镇承

担技术指导和矛盾纠纷协调。施工单位签定合同和收到监理

签发开工令后后,着手进场施工。项目履行项目法人制、监

理旁站制和 2－3名村民代表义务监督制度。 

2 建设要求 

确保项目工程建设达到设计要求,满足群众需要,施工

单位要制定施工进度表,科学规范作业。县水利局安排技术

人员分片负责标段技术指导监管、工程量签证。合同管理方

面落实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和安全员押

证制,监理对施工过程出现的违反质量、安全规定和不按设

计施工的行为及时通报并限时整改。 

2.1 成本控制 

按照合同管理要求,项目成本以县里批复文件资金投入

为准,原则上一般不得超出或挪用。若因特殊情况,例如防洪

保安需要等原因超出项目资金,需补齐项目工程会议纪要,

完善变更说明和现场签证文书。 

2.2 质量管控 

落实项目施工技术交底,把工程质量安全技术咨询作为

是项目工程管控一项重要内容,要求由局技术人员会同监理

对乡镇水务站和施工单位在现场技术交底,内容包括工程施

工办法、质量要求、安全保障和验收规范。施工单位和监理

单位从建立健全工程质量体系出发,完善相应质量保证制度,

按行业技术规范要求监督和实施。 

2.3 进度与安全 

进度是 大的经济效益,安全是 大的政治责任。在工

程进度上要与时间赛跑,在安全管理中实现动态监管。紧紧

抓住水利工程施工的黄金季节和关键时期,开展项目百日攻

坚大会战行动,参建各方集中所有人力和物力,快速推进项

目建设,局里每月召开一次项目调度会,要求分片技术人员

每星期深入工程现场,指导跟踪项目,做好项目工程施工质

量控制、安全生产和合同管理等监管。 

2.4 效益分析 

吉安县小农水项目实施以后,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明显

提升。表现在中型水库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由 0.40 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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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以上,灌区支渠上出现的明显“跑、冒、漏、滴”现象。

据统计,新增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灌溉面积 7.45 万亩,年新

增粮食生产能力 699.12 万公斤,增产值 1498.18 万元；受益

人口达 4.81 万人,农民年人均可增收 119.21 元。社会效益

中,基本消除了项目区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安全隐

患,渠道通畅,农田灌溉用水得以保障,有效缓解基层水事矛

盾,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同时,推进了乡镇、村委群众自发投

工投劳,冬修水利,带动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繁荣了当

地建材市场等。生态及环境效益方面,灌溉工程修复和加固,

消除小型水工程隐患和险情,减少了水土流失、水患工程事

故。蓄水、输水类工程有效运行,灌渠平顺、断面规范、水

流畅通,使得灌区水环境得以涵养,形成特色的农田小气候,

促进农作物生长,实现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丰收。 

3 特色做法 

围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全过程,灵活运用各种资源,做

足地方建设文章,除在政治层面争取上级领导高位推动外,

采取了多种途径解决遇到的点多面广、渠线长、交通不便、

监督难度大等困难,具体做法概括如下：  

3.1 牵住成本控制“牛鼻子” 

牵住成本控制的“牛鼻子”。一方面是在项目工程设计

成本制定时,会同设计单位、乡镇和村理事会进行现场访谈,

出具安全综合评价报告。掌握项目区小农水工程灌溉条件,

用水需求以及水利基础设施情况、存在问题。确定建设内容

和实施方案。成本 大限度保证能满足农民实际灌溉需求和

经济性。另一方面监理结合施工合同文件,在合同管理基础

上,做好成本计划制定和实施细则。在项目工程施工全过程

中对每道工序、每项单位工程进行监督对比,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反馈,确保成本目标处于可控状态。 

3.2 把好质量安全“里子” 

项目工程质量以行业法规和设计方案为准,建立质量管

理体系,质量贯穿施工全过程。施工中建材如预制块、U 型

槽、水泥、砂石等,须符合行业相关规定,从材料源头控制质

量。作业过程有局技术人员、监理人员、乡镇水务站工作人

员以及村民代表参与,多方进行质量控制管理。对工程涉及

的一些基坑开挖、回填隐蔽工程,落实现场签证手续。 

3.3 做好施工环境“面子” 

施工环境是项目工程顺利开展的基础,同样是影响工程

质量、安全和进度的条件之一。小农水项目在实施期间,积

极与当地乡镇、村委沟通协调,召开动员会,创建项目示范

区。在项目区优先选择选有能力,办实事的人参与工程监督,

加入施工队伍。灵活运用当地乡镇用水协会和民间分会人力

物力资源,在用量较小的材料如水泥、砂卵石上,按市场价折

算相应工程款支付或者向用水协会直接购买,盘活当地砂石

资源市场,群众参与性大大提高,施工环境稳定和谐。 

3.4 项目建后取好“名字” 

以小农水项目示范区为试点,灌区工程建设完工后,要

求乡镇水务站、用水协会宣传推广“民办公助,以资代补”

的水利建设机制。项目部根据用水协会申请派人到自建项目

区进行核查,确定项目工程实施后管护主体。将管护内容写

进村委“一事一议”和村规民约内,确保项目区群众性水利

管护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4 经验总结 

从目前吉安到小农水项目建设情况来看,成效是明显的,

群众反响积极的。一方面大大推动农民投入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积极性,群众全过程参与了,工程施工环境稳定了；另一方

面大大节约工程建设资金,节省了国家投入,达到了财政水

利建设专项投入“民办公助、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目的。

同时,多方参与,确保工程建设质量有保障,全部达到设计要

求。 

总而言之,从吉安县小农水项目建设管理来看,该项目

的实施,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末端延伸。进一步加

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水利事业求真务实的具体体

现,又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农业防灾减灾和

综合生产能力,基本扫除了影响农业灌溉的“ 后一公里”

障碍,为全县的粮食稳产农民增收贡献出水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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