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3期◆版本 1.0◆2018年 3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通常而言,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又叫做“小农水”,指的是

能够为农村人畜饮水及农田灌溉建立起来的农田灌溉工

程、小型水库、塘坝、水池、水井、中小型泵站等水利工程。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修建农田水利工程设备

及实施有效地措施, 对农田水分的基本现状及区域内部水

利情况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从而达到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

需求,从而达到农业稳定的可持续增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是有益于广发农民及农业的大型工程, 是确保农业发展的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整个水利工程体系中是非常关键

的构成单元, 可以说在三农问题方面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可是,点多、面广、地理位置偏僻等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所呈现出来的特点, 这些特点的存在却引发了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问题的形成。为此,怎样才能创建完善化的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制度, 对现有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高效率的

有效利用,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

重要问题。

1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基本措施

1.1坚持三项“原则”

首先：坚持“以民为本”,要知道,农田水利工程是为广大

农民来谋取福利的,是为了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收所建设的。

为此, 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要以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紧

密的联系起来；其次,不断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市场化

进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若想促使水利工程达

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则有效地把握市场运行机制是非常

关键的；第三,牢牢坚持“责任 -权利 -利益”相统一的基本

理念, 在促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价值得到最大限度上发挥

的基础上,实现最大化地社会经济效益。

1.2坚持三个“目的”

进一步明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的方向。在小

型水利工程改革方面要坚持三大“目的”：明确水利工程所

有权、创建良性的运行管理机制、确定合理的非自用工程供

水价格。

2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分析

2.1重建轻管,管理意识匮乏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规划管理工作中, 通常都是以工程

质量为中心的,对于工程的运行管理问题并不重视。在目前

我国广大农村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理念十分匮乏的基本

现状下,加之工程建设后各地政府部门监管力度不足,缺少

长期有效的管理制度为其做根本性保障, 从而致使小型农

田水利工程在建成后无人问津的状况发生, 这不但造成了

大量资源的浪费, 对水利工程的正常使用也造成了极为恶

劣的影响。

2.2权责不明确,农民参与积极性较差

因目前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后并无明确的产

权, 从而致使很多农民根本没办法把水利工程和切身利益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重打击了农民参与的积极能动性。在

我国一些地方,即便已建有农民用水协会,可是其中的参与

方并非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 是由上级领导直接

安排的, 久而久之就会给人们形成一种农田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已,与他人无关。

2.3运行资金不足

据了解可以发现, 目前许多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规

划建设前期存在各方面资金不到位的现象,其中,有的地区

对于运行管理成本的支出界定的是由当地政府自行筹措。

可是,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影响下,若想要筹集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费用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这直接影响到工

程建设完工后期使用过程中管理资金的问题, 对农田水利

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的发挥造成了巨大的阻碍。此外,纵观当

前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收入情况, 整体收入是非常单一的,

并且现有的收入根本不能达到基本的运行管理需求, 可以

说,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开展是步履维艰。

3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对策

3.1加强监管力度,强化运行管理意识

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后期管理纳入到工程规划当

中来,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在思

想上增加对工程运行管理的注重,从而更好地避免“重建设,

轻管理”的情况出现。与此同时,不断地强化工程的运行管

理监督工作,创建完善化的监督检查制度,在特定时期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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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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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程运行管理的系统性检查,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积极配

合本区域的工程项目审批工作, 从而更好地促使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性地升高。

3.2明确管理责任,倡导全民参与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竣工, 要在第一时间做好工程的产

权移交工作。坚持“谁受益,谁管理”的基本准则,通常会把工

程的产权上交至本地的村委会, 村委会则会从本村的发展

现状入手,安排专业的管理工作人员开展一体化管理；亦可

进行分块管理, 从而最大限度上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能够处

在最佳的运行状态。除此之外,认真做好水利工程设备的保

护, 调动起广大农民朋友参与水利设备保护工作的积极能

动性,逐渐创造良好地环境,从而促使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

良好的秩序下正常运行。

3.3多渠道筹集运行维护资金

充分的资金支持是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

关键,为此,要不断地拓展资金筹集渠道,将社会资金很好地

聚拢在一起, 最大限度上调动起广大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的积极能动性,为此,这就需要做到社会资金筹

集和政府部门拨付的互相结合, 最大限度上保证政府部门

的拨付款能够全部使用到工程运行管理中来,同时,创建农

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补偿基金, 在此基础上设置工程的专

项管理资金, 这样才能够使得水利工程各项运行管理工作

具有强有力的资金力量支持。

3.4健全农田水利工程的技术服务体系

要想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上的发

挥,则需要创建起健全的农田上会理工程技术服务体系。在

日常管理过程当中不断强化对管理人员的专业系统性培

训,引进更多懂得先进新型专业技术的优秀人才,最大限度

上确保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质量。此外,将更多的新技术

运用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当中来, 这样才能够促使工程的

作用得到最大限度上的体现, 从而为农村农业的更好发展

创造充分的基础性条件。

4进一步完善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的措施

4.1提高资金利用率

通常情况下, 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需由大量的资金

为基础,可是,在我国广大新农村亟待发展的基本现状下,简

单地依赖于农民朋友的力量是相差甚远的,为此,国家政府

部门、社会机构要对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方面给予大力的

支持。我们可创建多途径的资金筹集系统,各地区政府部门

要大力倡导社会各界给予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大力的支持,

同时要制定相应的鼓励、扶持政策,增加对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建设方面的资金支持。此外,强化农田水利工程资金管理

力度, 安排专业的财务人员做好水利工程各项款项的专业

管理,将现有的资金进行最大限度上的充分利用,使得资金

利用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4.2完善运行管理机制

明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主体, 做好水权的科学合理性

分配。对此,要牢牢坚持“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这一基本准

则,通过不断地完善管理模式、转变管理职能,为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地条件。水利工程运行投资过

程中要认真地做好水利工程后期的管理工作, 在特定时间

内做好水利工程各方面的检查与系统性维修工作, 这样才

能够促使水利工程在安全的状态下发挥其最大的效力。

4.3积极鼓励全民参与

做好工程的后期管理工作对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而言

意义重大。目前的许多水利工程属于自建工程,根本没有设

置相对应的工程管理部门,为此,我们要大力鼓舞各地区农

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中来。加大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宣传强度, 各地村干部及村委会成员一定

要提高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正确认识, 不断地

鼓励大家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

作当中来。坚持因地制宜的基本准则,大力推定民主集中制

管理,从而促使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得到质的提高。

5结语

在我国发展现代化农业过程当中,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是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 直接关乎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最终成效,为此,针对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存在的一

系列问题,我们要对其进行具体的问题,及时找出问题的解

决对策, 这样才能够确保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工作的有序开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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