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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水利工程属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影响着农田灌溉及排水情况,对于农村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具有积极影响。当下,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情况较为良好,

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均付出了较大的努力,但是在工程建后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在管理理念

和管理模式方面均有待完善。针对性地分析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理情况,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措施,

有助于促进水利工程效果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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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是农业发展的重

要保障,针对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构

建完善的农村水利工程体系,才能够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缓解和防控自然灾

害对人民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由于地

理位置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甘肃地区

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的需求较大,尤其是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相关部门和单

位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较为重视,工程建

设规模不断扩展,形式愈加多样。但在农

村小型水利工程实际管理和应用中,仍

旧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建后管理模式有

待优化。 

1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现状 

水利工程是改善地区农田用水和生

活饮用水使用情况的重要措施,甘肃省

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气候和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降水量不足、分布不

均 ,导致水旱灾害时有发生。针对农村

地区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从水利建设

需求出发合理建设小型水利工程,至关

重要。以迭部县实际情况为例,地理位置

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属于大陆性气候

和海洋性气候过渡带,是高山林区气候,

降水较为充沛,但分布十分不均 ,大部

分降水集中于第三季度,且由于地形的

影响,西部地区降水明显多于东部。针对

迭部县的降水实际情况和农业及生活用

水需求,水利部门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

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农村地区小型水利

工程建设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 1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小型水利

工程

自流引水灌溉水渠 32 条 39.85km

蓄水池 8座 5600km
3

灌溉面积 1586km2

保灌面积 1345km2

 

2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理

存在的问题 

2.1农民参与不足 

农村水利工程的实际应用者是农民,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对于农业建设、人民

生活均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从农民的

需求和意愿出发,将农民纳入到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中,是十分关键的。当下的农

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理中,由于管理

理念和模式不完善,导致农民对于水利

工程建后管理的认知不足,参与管理的

热情和积极性严重不足[1]。既往农村水

利工程建设中,大部分是由政府/集体投

资,群众群众投劳,在工程建设完成后,

其产权是划归集体的。在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背景下,小型水利工程的产权较

为模糊,农民对于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

的重视降低,参与工程维护和管理的意

愿和热情明显下降,对于工程管理相关

决策稳定认知和重视明显不足。 

2.2管理服务不到位 

当下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中,

并未建成科学完善的规范化管理体系,

导致工程建后管理中出现诸多问题。很

多的小型水利工程建成后并未构建针对

性的管理机制,建后管理的主体模糊,相

应的管理责任无法落实。加之管理机构

设置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使得水

利工程的建后管理质量和效率严重不足,

不能够发挥小型水利工程应有的效用,

农民群众产生不满情绪[2]。目前,相当一

部分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呈现出无人管

理和维修的状况,无法保证水利工程的

正常运营,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

响。由于管理和维护不足,导致农村小型

水利工程老化严重,很多水利工程出现

地税、漏水、冒水等问题,严重时还会导

致大水漫灌、串灌等问题,不仅没有发挥

水利工程应有的效用,反而导致水资源

浪费和农业损失。 

2.3农村水利人员素质有待提升 

随着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项目的增

加,水利建设的规模明显扩大,对于基

层水利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

农村地区的水利工程相关人员年龄较

大,受教育程度有限,小型水利工程专

业人员不足,技术水平较低,水利工程

管理服务受到严重影响[3]。部分水利管

理机构与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均不同,

员工既没有社会保险等基础保障,工资

提升空间也十分有限,导致员工工作的

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

均较低,不利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

管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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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理

模式优化措施 

3.1强化农民参与管理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理模式的

优化,需要认知并强化农村的参与度,构

建农民参与的建后管理模式。强调农民

的主体地位,政府进行政策指导、村集体

辅助管理,相关单位和企业进行技术指

导。如下图1所示。 

 

农民参与管理的水利工程建后管理

模式,首先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对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宣传力度,使农民

明确自身的受惠主体地位,促使农民形

成对小型水利工程的重视和爱护情绪,

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工程建后管理

中。宣传教育中,政府部门可以利用电

视、广播和网络等途径,根据农民实际情

况进行针对性宣传。其次,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明确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产权主体,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依照谁投资、谁受

益原则,因地制宜地优化工程运营管理

模式。再次,针对性地完善农民参与管理

机制。从地区实际出发,探索和完善相关

的合同档案等制度措施,促进规范化管

理实现。 后,政府要合理制定和出台相

应的激励政策。在资金保障方面,政府要

从财政资金中形成专项资金,保证农村

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理具备资金保障,

逐渐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同时,还可以通

过奖金方式替代补贴,刺激小型水利工

程的隐患治理和设备更新,提升工程效

益。在政策法规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积

极调研,出台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保证农

民参与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收益获

得法律保障。 

3.2优化管理和服务机制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效用的发挥,需

要相关部门及参与者针对管理和服务

机制进行针对性改革和创新。第一,相

关部门要将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作为

基础,对于曾由国家补助建设的小型水

利工程,针对性地采取“自管、自用、

自有”体制。尤其是对于农民受益较多

的小型公共水利工程,相关部门要积极

推进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进行管理,将农

业产业发展与水利工程管理密切联系,

保证农民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管

理。对于水利管理部门没有充分资金进

行管理的水利工程,也不能够放任自流,

需要开展必要维护,政府部门可以采取

管养分离模式,并将养护资金纳入到县

级财政预算当中,上级主管部门予以一

定的资金支持。 

第二,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

理中,需要同时关注工程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相关部门和管理组织要基于

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工程管理与

发展规划,为水利工程建后管理这一薄

弱环节,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投入,对工程

配套设施进行更新和完善,提升建后管

理水平。同时,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中,还

要关注水市场相关配套体系的建设,合

理地分析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供求、价格

和竞争机制,将其融入到水利工程管理

工作中,并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范

管理手段和市场行为,提升小型水利工

程的经济效益,为其建后管理的长效实

现提供保障。除此之外,农村小型水利工

程建后管理中,要注意对节水灌溉等相

关的农业关键技术进行推广和创新,利

用技术手段提升工程经营管理水平,实

现水利工程的良性发展。 

3.3加大人才培养和监督管理力度 

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是长期工程,

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相关部门和人员

需要具备长效发展意识和理念。基于专

业人才在工程建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水利部门要从基层实际情况出发,聘请

专业人员对基层水利人员进行针对性培

训,并对管理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促进基

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平。同

时,水利部门要合理提升执法力度与强

度。在保证针对性宣传教育的基础上,

对于损害水利工程的行为人开展严厉批

评和教育,尤其是蓄意破坏水利工程建

设和管理的人员,要采取严厉的惩处措

施,提升人民及基层工作人员对于水利

工程的重视,促进水利工程积极作用的

长效发挥。 

4 结语 

农业是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

活的重要产业,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是保

证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农民增产

增收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实际工作中,

相关部门过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对于

建后管理的重视不足,农民在水利工程

建后管理中的参与明显不足,导致农村

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水平较低,不能够发

挥应有效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后管

理模式的优化,要重视并提升农民的参

与程度,对管理和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进

一步实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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