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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中介绍了平昌县西

兴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的现状,分析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

索提出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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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trategy for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Small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Xiuying Zhao 

Xichang County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Pingch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creas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Shixing Town, Pingchang County,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xplores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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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农村地区的

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四

川省平昌县西兴镇历来重视小型农田水

利(以下简称“小农水”)工程建设,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近几年,大力实施

文明新村、脱贫攻坚系列建设工程,小农

水工程建设更加突风猛进,基本能满足

农业灌溉用水需求。然而辖区内大多数

小农水工程修建时间较长,设施设备老

化,其作用发挥受限。为此,本文立足西

兴镇小农水工程建设的实际,分析小农

水工程管护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提出了

小农水工程可持续管理与运行的策略。 

1 西兴镇农田水利工程基本概况 

西兴镇位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东

南部,距县城48公里,2020年5月乡镇行政

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与原高峰

镇、白衣镇龙凤村合并设立西兴镇,幅员

面积85.9平方公里。全镇辖2个社区、12

个行政村,总人口32995人,耕地面积

22031亩,林地面积35954亩。共有小(二)

型水库11座,山平塘298口,渠道42公里。

东与白衣镇红坪村、蒿坪村、涵水镇禅林

村接壤,南与土垭镇的群丰村、卫星村、

晨光村相连,西与龙岗镇火箭村、高阳村

抵界,北与响滩镇西桥村、岳家镇河源村

毗邻。平昌至佛楼镇的县道公路贯穿而过,

交通比较方便。随着国家实施精准脱贫项

目工程以来,近几年西兴镇各村都不断加

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力实施基本农田

水利建设项目,整治6、70年代修建的山坪

塘105口、新建山坪塘9口、维修加固蓄水

池13口、新建蓄水池47口、新建整治配套

渠道共10.3公里。通过脱贫攻坚项目建

设、聚居点项目建设,全镇共新增蓄水

15.71万方,恢复蓄水7.5万余方,恢复和

新增灌溉农田592亩。近几年来,全镇小型

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取得显著成效。 

2 认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不足,

提升可持续发展针对性 

2.1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缺乏科学规

划。目前,镇内小农水工程绝大部分建设

于6、70年代,一般都是以社为单位自行

选址、自行组织建设。一个村没有统一

规划,有的社的小农水建设工程与相邻

的另一个社的小农水工程较近,本来完

全可以共同修建一个塘库供相邻几个社

的农业灌溉用水的,结果重复修建了,这

就势必造成小农水建设工程造成浪费。

同样,一个村的小农水建设工程与临近

另一个村的社接邻,由于镇内缺乏统一

的规划,造成相邻村之间重复建设,没有

实现水资源共享共用,浪费人力物力财

力,以致小农水建设工程有一定的随意

性和盲目性。 

2.2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当年建设标

准不高。平昌县西兴镇地处丘陵贫困地

区,大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是在6、70

年代集体生产时靠农民肩挑背磨修建而

成,且年代久远、运行时间很长,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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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水工程建设的规格不高,同时土地

下放到户后,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小农水

工程,缺乏有效管护,一些配套设备老化,

年久失修,有些设施损坏,有的工程灌溉

设施不配套,因而其原有设施设备就不

能适应新时代农业生产的需求。 

2.3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效率不

高。科学有效管理,是小农水建设工程发

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实践证明,要实现

农村小农水工程高效发挥灌溉、人畜饮

水等作用,就要确保小农水工程可持续

营运。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小农水建设

工程重建设、重使用、轻管理的思想意

识束缚,有的堰塘无人管理,有的虽然指

定人员管护,但由于贫困山区各社没有

集体收入没有兑现管护费用,实际上管

护形同虚设；有的兑现了管护费用,小农

水工程的管理手段却老化、单一,满足于

常规走走看看,巡查一番,未能从排险加

固、消除隐患等深层次履职尽责,因而贫

困山区小农水建设工程的管理效率低下,

效益发挥不好。 

2.4小农水工程建设管护资金短

缺。就目前情况来看,贫困山区新增小

农水工程建设一般都是依靠国家拨款

补助修建,一些老旧的小农水建设工程,

政府拨款了才会进行维修加固,其他的

病险小农水工程由于没有政府财政补

助,就没有得到及时维护；更别说日常

维护费用了。如此一来,资金严重不足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小农水工程的可持

续经营与发展。 

2.5小农水工程权责不划清。小农水

建设工程受到占地、修建、维护、承包

使用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因而导致其产权界限不清,如：有的因承

包塘库发展养殖业,使用年限已久,就逐

步变成了承包者私有倾向,村民用水还

要“看其脸色”；有的小农水工程建设竣

工后,由于工程占地所有权、修建主体方

等不一致,引起权属纠纷,制约水利工程

日常管护,严重影响小农水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 

3 小农水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

的对策 

3.1合理布局小农水建设工程。各村

要统筹布局村内各农业合作社之间的小

农水建设,全镇要统一协调、合理布局村

与村之间小农水建设工程,本着“合理定

位、共同利用、节约资金、减少重复建

设”的原则,配合县级水利主管部门做好

统筹规划。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工程没有

开工建设之前,镇村一定要进行实地调

查研究分析,立足全村、全镇的实情进行

系统性规划。至于那些涉及到跨区域的

小农水工程,务必要分析研究水源分布、

利于临近跨区域农田灌溉等因素,均衡

各方利益,沟通协商各方,因地制宜、因

灌制宜,做好小农水建设工程科学、合

理、合情规划,充分发挥小农水工程的防

洪抗旱功能,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既增产

又增收。 

3.2严格工程建设质量要求。新增小

农水建设工程务必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建设标准,严把建设工程质量关,实行小

农水工程建设质量的“四方”负责制,

即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技术质量监

督,施工单位确保质量,监理部门负责具

体的质量监控,业主单位及企业负责具

体实施。小农水项目建设中,参与的设

计、施工、建设、监理和政府监管等部

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要运用现

代先进的建设工艺和新技术,按照规定

公开招投标,从而确保建设工程质量达

标,质量过硬,工程优良。 

3.3注重新型灌溉技术的推广运用。

要实现小农水建设工程能够“可持续发

展”,就要高度重视运用“高效节水灌溉”

新技术。因此,在小农水建设工程的管理

营运中要注重高效利用灌溉用水,做到

厉行节约、不浪费水资源。这就要在日

常管理中要随时进行沟渠的维修与养护,

防止过水时渗漏；同时提倡产业园区运

用滴、喷灌新技术,节约水资源。 

3.4多方筹集解决小农水建设资金

短缺问题。农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产业。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

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规模小,分布广,

投入少,利用不方便,在我国山区农村较

为普遍。因此,作为农村山区在坚持水利

工程建设国家投入资金为主的原则下,

可以采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小农

水建设力度,如：可以采取农业产业园业

主自主投资修建,老百姓土地出让,业主

修建,水资源共享的模式；可以采取吸收

民间资本几家几户合资修建的形式,进

行水利工程建设,实行集体出土地,农民

或社会投资者出资,按股份获利或享受

工程权利；可以采取谁投资谁维修病险

塘库,谁自主经营,老百姓有偿使用水资

源等。通过这些融资形式,可以有效解决

贫困山区小农水建设工程管理维修养护

运行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3.5加强对小农水工程管理人员的

培养。小农水工程既要重视建设,更要重

视管理与运行。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

府要配齐配强小农水工程管理人员,实

现每个村至少有2-3人的管护人员,并且

通过多种渠道,建设一支小农水工程管

理运行专业队伍。第一要加强对水利工

程管理知识的宣传、讲解,把科学管理、

高效节能和环保理念深入到每个人心

中。第二是水利管理部门定期举办培训

班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讲授,培养农

村水利工程专业管护技术人才。第三采

取各种措施,或承包经营、或有偿用水等

渠道筹集资金,落实好水利工程管护人

员的工资待遇,强化他们的管理责任。 

4 结论 

总之,贫困山区的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要实现可持续管理与运行,就要采取

合理布局,提高质量标准,推广新型灌溉

技术,多方筹集建设资金,注重管护人才

队伍建设,只有这样,农田水利建设工程

才能发挥出 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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