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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田水利整体基础不断

夯实的同时，“小农水”建设还是相

对滞后，成为农田水利“最后一公

里”的难点

□ 农田水利进入各家各户的

田间地头，具有分散性，但水是流动

的，水利也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区

域性。把分散性与整体性连接在一

起，只有政府“这只手”才行

□ 政府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包

大揽，要和市场结合起来，“两只手”

把农田水利建设好

湖南省湘潭县排头乡藕塘村的符
晓红忙着买种子、备肥料，还要抽空查
看家门口的水塘。“这口塘归我管，我负
责放水、维护。”符晓红去年自己出资 2.5
万元对水塘进行了清淤扩挖，负起了
管 塘 的 责 任 ， 也 得 到 了 养 鱼 获 利 的
权利。

排头乡水利站站长胡玉光说：“引
导老百姓对分散的小塘实行谁投入、谁
拥有养殖权和管理维护权的机制，解决
了小型农田水利一时的投入问题，也解

决了长久的管护问题。”
“建了管不好，建了也白建”。在某

种程度上说，小型农田水利的管护问题
比建设问题更棘手，各地的探索都在进
行中。“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
社等，既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
会成为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护的市场
主体。”韦金保说。解决管护问题，关键
是明晰工程权属问题。

安徽省出台的 《关于深化改革推
进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改 造 提 升 的 指 导 意
见》 指出：“现有小型水利工程，按原
产权归属和受益情况确定其所有权和
使用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约定
流转给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地域内
的小型水利工程原产权不变，由新型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使用管理。新建小

型水利工程，探索按照‘谁投资、谁受
益、谁所有、谁使用’的办法确定其所有
权和使用权。”

安徽省芜湖县湾沚镇的大蒲塘去
年刚刚修整一新。“对于大蒲塘这样受
益户较多，又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受益
的工程，我们会指导农户建立用水户协
会、水利合作社等，通过管护员加强管
理。”韦金保说。

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芜湖县六
郎镇将小型水利工程打捆发包对外招
投标，“花钱买服务”管理维护；广德
县以工程类别成立水利养护公司，由
公司负责管护工作。韦金保说，“管护
方式很难统一，能因地制宜，管出实
效，让工程用得好、用得久就达到目
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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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设形式补欠账

一大清早，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
的张德强就下了地。“希望今年是个风调
雨顺的好年景，至少不要像去年那样
旱。”他抬头看看不远处的北源河纵木
坝，去年冬天修葺一新的小塘坝已经蓄
上了多半池水。“坝总算修好了，今年就
算旱点儿，灌溉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吧。”张德强说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张德强总在电视上看到，国家建了
好多大型水利工程。和那相比，他更熟
悉和更关心的是房前屋后的小塘坝、小

农渠，这些“眼皮子底下”的水利工程直
接关系着能否多打粮、多增收。

大型水利工程号称输水“大动脉”，
小型水利设施就像遍布全身的“毛细血
管”。“毛细血管”不通，水就供不到田间
地头。我国有近一半的耕地是“望天
田”，除近年新建或改造的工程外，现有
灌溉排水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
修、效益衰减等问题仍很严重。

安徽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处长韦金
保说，湖南省的问题在安徽省同样普
遍。“我国农田水利的基础是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靠着行政命令发动老百姓手
挖肩扛打下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后，农田水利的公益性“遭遇”家庭生产
经营的个体性，老百姓筹资投劳参与农
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明显下降，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停滞不前”，概括起来就是

“量大、面广、欠账多”。2011 年，中央一
号文件聚焦水利。韦金保感到久盼的水
利“春天”来了，但让他感慨的是，三年的
大干很难一下补齐三十年的欠账。

“农田水利建设直接关系农民的利
益，这项工作的主导必须是政府。”湖
南省宁乡县水利局局长吴利民说。

抓住去年大旱的契机，宁乡县提出
把农村田间水利扩容提质作为最大的民
生实事来抓，县级干部包乡镇，乡镇干部
包村，村干部和党员骨干包组到户，层层
动员抓落实，每个乡镇一张水系图、一张
灌溉系统图、一张干部责任表，迅速掀起
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一家一
户干不成水利，只有一把手重视，自上而
下推动才好办。”吴利民说。在政府的推
动下，产权水利、议事水利等多种建设形
式应运而生。

资金投入“独唱”变“合唱”

安徽省巢湖市庙岗乡是全市唯一没
有自然河流的乡镇，全靠塘坝蓄水灌
溉。在去冬今春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中，芦池大塘完成了清淤扩挖。“工程一
共投资了 40 多万元，争取了 30 万元各
类财政资金，再加上村民投劳，大户捐
助，钱总算够了。”庙岗乡乡长包先华说。

没钱修不了农田水利。钱从哪里
来？无非几个渠道：财政资金、农民筹资
筹劳、社会捐助等。其中，公共财政投入
是绝对的主导。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力争今后 10 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
投入比 2010 年高出一倍的目标。这让
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年年看涨，但
仍不能满足需求。

“公共财政投入的总盘子虽然大，分
到各个地方就不够用了。过去一个省，
农民投劳能有 4 个亿工日，按现在标准
一个工一天 100 元算，相当于投入了
400 亿元。现在能投入的资金也就 200
多亿元。”一位老水利人粗算了一笔账。

财政资金有限，必须用好，放大效
益。2013 年，为了鼓励和引导多元投
入，安徽省出台政策，对村集体自筹、农
民筹资筹劳，以及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投资建设小水库、水泵站、小水闸等 8
类小型水利工程的，财政给予补助。“只
要建就补！以塘坝清淤扩挖为例，塘容
5 到 10 万立方的，省级财政平均每口补
助 4.5 万元。”韦金保说，修水利靠财政，

但不能只靠财政，财政资金应该更多发
挥吸引作用，变“独唱”为“合唱”。

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公共财政资金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由各级财政设立的
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以及由农业综
合开发、土地整治、小农水重点县等项目
安排的资金。后者由多部门多项目构
成，资金总量不小，但存在资金分散、缺
乏统筹的问题。

2012 年开始，安徽省在县区推动
成立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由县长牵
头，对各部门支农涉水项目，统一按照
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实施，同时整合
资金，提高工程建设的科学性、长远性
和资金利用的有效性。“虽然成效明
显。但也有问题，各个项目要求不一
样，有些条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好突
破。”韦金保说。这显然不是县级层面
能解决的问题。

新型经营主体将成管护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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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沛则粮丰。在影响粮食生产的诸要素中，水的增产效用最为突出，水利对粮食生产的贡

献率达到 40%以上。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农田水利修得如何？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记

者日前赴湖南、安徽等地进行了采访。

春耕春播一开始，农田水利就直接站到

了检验台上。河湖水库、沟渠塘坝，能否该

灌灌、该排排，答案当季就揭晓。

从近些年看，随着骨干水利工程、大中

型灌区以及大中小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

利工程的推进，农田水利答卷一年比一年漂

亮。不过，在整体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以

渠道、塘坝、泵站等“五小工程”为主的“小农

水”建设还是相对滞后，成为“短板”，是农田

水利“最后一公里”的难点。

“小农水”建设滞后，原因很多。从农户

来看，每家承包几亩地，效益不大，“小农水”

需要投入，即使修也不是一家两家能干的

事，况且涝也就那么几天、旱也不过那么些

天，结果年年就这样过来了。从基层政府来

看，虽说“小农水”进村入户很重要，但动员

村民不容易，筹集资金也不容易。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我们不妨对新中国

成立以后农田水利建设做简单回顾。上世纪

50 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农田水利建设借助行

政推力突飞猛进，也为今天留下了巨大的水

利财富；改革开放至2010年，土地家庭承包提

高了种地积极性，但一家一户建不了农田水

利，2006 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带来新的农业生

机，国家通过重点县和大工程投入推动农田

水利建设，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筹资筹劳

更困难，农田水利进展不大，有些地方甚至停

滞；2011年至今，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解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农田水

利建设迎来新的机遇和高潮。

从这一历程可以看出，政府“这只手”是

农田水利建设的关键推动力量，什么时候政

府重视了，什么时候农田水利建设就呈现新

气象。农田水利进入各家各户的田间地头，

具有分散性，但水是流动的，水利具有整体

性、系统性、区域性。把这种分散性与整体

性连接在一起、组织在一起，只有政府“这只

手”才行。在记者调查中，湖南宁乡、安徽巢

湖等地农田水利搞得好，首先靠的就是地方

“一把手”重视。

除了组织引导作用，政府的另一个重要

作用是科学规划。农田水利不能单家独户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条 5 公里长的水渠，可

能涉及几个乡、多个村、几百上千农户，没有

统一规划布局、各自为政肯定干不好。一些

地方发生“水纠纷”，从源头说起多是水利规

划不合理造成的。

但政府“这只手”又不能像过去那样大

包大揽，不能把深入田间地头的每一个“毛

细血管”都包下来、管起来，那样不仅成本惊

人，而且效果也不好。怎么办？办法就是像

安徽、湖南那样把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结合

起来。在组织规划上，该县里市里统筹的、

该乡镇统筹的、该村里统筹的，各负其责；同

时政府财政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做

得好的农田水利工程给予补贴和奖励，多干

多补、不干不补。

至于“小农水”建设管护中的具体方式方

法，完全由各地因地制宜产生，群众有这样的

智慧和创造力。安徽、湖南就产生了议事水

利、产权水利、名人水利、激励水利等多种形

式，多年滞后的“小农水”建管问题一并解决。

所以，“小农水”一点也不小。从功能上

说关系到粮食生产是否有保障，从建设上看

既是“政府工程”，

也是“市场工程”，

是检验“两只手”结

合程度的“水表”。

“小农水”

一点也不小
瞿长福

“建了管不好，建了也白

建”。解决管护问题，关键是

明晰工程权属问题

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资

金年年看涨，但仍不能满足需

求。各项支农涉水资金应整

合起来，提高资金利用的有

效性

小塘坝、小水渠等小型水

利设施就像遍布全身的“毛细

血管”。“毛细血管”不通，水就

供不到田间地头

3 月下旬，四川省丹棱县“十里桃花”盛开，游

客如织。近几年，丹棱县扶持农民发展特色农业

的同时，鼓励农民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农民人均年

增收 1.2万元。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十里桃园富农家

春 耕 进 行 时

河北廊坊，紧邻京津，曾经天蓝水碧，空气清
新。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空气污染加重，廊坊雾霾
天气频发。为此，廊坊市全面启动了“平原森林城
市”建设。3 月下旬，记者来到廊坊，探访当地植
树造林情况。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一到廊坊，就为当地造林决心震撼：市委书记
王晓东说，两年内，增林扩绿 100 万亩，全面改善
生态环境，在全国率先建成“平原森林城市”。到
2015 年底，全市林木面积要稳定在 317 万亩以
上，林木绿化率提升 7.5 个百分点，实现与京津边
界绿化的无缝对接，当好首都环境护城河。

北部三个县，以潮白河流域园林景观建设为
链接，打造“森林绿景、生态氧吧”园林风景生态
区，实现与北京绿化的倒梯度差，成为京津之间的

“绿宝石”。中部四个县（区），以永定河流域名优
特林果基地建设为链接，打造“田园绿海、休闲采
摘”名优林果生态区，实现生态、经济、保健、美化、
固碳五大功能为一体。南部三个县（市），以大清
河流域森林湿地建设为链接，增林扩绿、发展产
业，打造东联天津、西接白洋淀，绵延一体的廊南
森林湿地生态走廊。

增林百万亩，钱从何处来？王晓东说，办法有
二：一是加大财政投入，二是调动全社会积极性，
四两拨千斤。

今年廊坊市在市县两级安排了 13.92 亿元绿
化专项资金，政府无偿提供村庄绿化用苗，经验收
合格后，给予农户一定数额的绿化补助，用于后期
林木管护，大大调动了群众绿化庭院、村庄的积
极性。

“初步统计，今年春季庭院、村庄绿化面积有
望达到 5.87 万亩，全市庭院、村庄绿化两年可新
增林木 30万亩。”廊坊市林业局局长张振芳说。

由于实行“群众造林、政府补助、谁造谁有”的
政策，建立起“政府投资、部门筹资、企业出资、社
会集资、群众捐资、劳务代资”的多元投入机制，不
仅廊坊当地群众热情高涨，就连外地企业也积极
投身“绿色廊坊”建设之中。

记者在香河县刘宋镇看到，江苏千叶园林绿
化公司承包了 2000 亩盐碱地，投资 8000 万元
建起了水杉园。据初步统计，全市规划百亩以上
的造林地块达 1037 块，投入的社会资金达 17
亿元。

确保造林成活率

增林百万亩，保活是关键。廊坊市市长冯韶慧
说，要确保造林成活率达到 85%以上。廊坊人想出
了两个办法：一是坚持适地适树原则，二是科技兴
林。具体而言，就是结合廊坊自然条件、区位特点，
选用毛白杨、速生杨、柳树、苹果树、梨树、桃树、枣
树、杂果等乡土树种，这样不仅可节约造林绿化成
本，而且能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
时，在全市推广应用根蘖造林、嫁接造林、ABT 生
根粉、混交造林等十几项造林绿化技术。

目前，全市市县两级 200 多名林业技术人员
已深入造林一线，通过包村包户、包重点工程、包
具体地段，对群众造林绿化给予全过程的技术
帮助。

王晓东说，今年市委、市政府对各县（市、区）、
廊坊开发区党政领导班子的造林绿化考核权重提
高了 1.05 倍，并全面启动乡镇党政领导班子的造
林考核。目前，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春季植
树造林的施工设计均已上报，具体到了每一个造
林地块，技术人员“按图索骥”，可随时核查每一地
块的造林完成情况及成活率。

截至 3 月 23 日，廊坊市春季造林已经落实地
块 40.87万亩，是春季造林计划的 116.8%，是去年
同期的 2.5倍。

河北廊坊——

增林扩绿防雾霾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通讯员 孙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