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落实灌排工程运行维护经费财政补助政策。开展

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落实小型水利工程管护主体、责

任和经费。

——摘自《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加快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

则，明确小型水利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允许财政补助形成

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资产由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持有和管护。

——摘自《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

解决靠天吃饭问题，根本的一条是大兴农田水利，要下决心补上农田水利方面的欠

账，既要重视大型水利工程这样的“大动脉”，也要重视田间地头的“毛细血管”，解决好农

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

——摘自2014年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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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没想到，今年居然有这么一个大丰收！”山东
省德州市秋季粮王大赛揭晓后，临邑县翟家镇孙汉服
村农民孙丰忠以亩产 1048.27 公斤的成绩，再次夺得

“玉米粮王”称号。
临邑今年的旱情不比寻常，从春到秋一直在旱。

孙丰忠对这样的天气十分担心，在玉米出苗后，他每天
早中晚必到地里转一圈。“当时大田旱得都咧开了大
嘴，可就是不下雨，看着人心里着急。”

“好在近年来，村里上了小农水项目，淤积的沟渠
疏通了，修了机井还铺了管道。今年小农水起了大作
用，大旱之年农田浇上了急救水。”孙丰忠说。

为了打通庄稼喊渴的“最后一公里”，临邑县早在
2012 年就启动小农水项目，在全县扫除灌排死角。今
年 7 月，“2013—2015 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示范县”一
期工程在临邑建成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 2412 万元，
新建小型提水泵站 14 座、涵 72 座，清淤沟渠 56.3 公
里，埋设管道 129公里。

在临邑县的广大农村，整齐成方的田亩周边有许
多小立柱，这些就是小农水工程的出水口。“小白龙”一
接，泵站一刷卡就可以实现自动化灌溉。牵住水利“牛
鼻子”，临邑县形成了灌排结合、丰蓄枯用、河渠相连、
库库相通、水量互济的现代水网。

文/本报记者 杜 芳

多少年，当我们用水滴石穿来形容水的

力量时，这种力量更多地指水的韧性与刚

性。2014 年，当我们用一个“力”字来形容水

利事业的成就时，它折射出的是国情与农

情，焕发的是时代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民族

的力量。

这种国情，就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

强，我们对水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们对兴修

水利的思路更加开阔，我们对发展民生水利

的要求更加紧迫、更加突出；这种农情，就是

随着三农改革的全面深化，现代农业对现代

水利的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居民对民生水利

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水情与农情、水情与国情紧密结合在

一起的时候，民生水利就成为水利工程的重

中之重。“今年再解决 6000 万农村人口的饮

水安全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庄严

承诺，既是水利战线的具体目标，也是全社

会共同追求的结果。一年来，这一目标如期

完成。

数字是具体的，数字的背后是治水理

念、治水思路、治水措施的变化。一年来，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不断提速，曾经的苦水窖变

成了甜甜的自来水；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加

快，曾经的废旧池塘变得波光潋滟；防汛抗

旱能力不断增强，曾经的“望天田”变成了保

收田。

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农村生活条件明显

改善，带来的是农业生产条件明显好转，带来

的是耕地质量不断提高，带来的是粮食等主

要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带来的是温暖民心、

推动时代前进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民生水利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依然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新老问题交织。在饮水

安全中，有些地区可能刚刚解决了水源难题，

又出现了污染问题；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农水

毛细血管不畅，缺水与浪费并存，粗放用水方

式尚未根本改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

一步拓宽治水思路，加快水利改革。

水之利兴，民之福祉；滴水之力，彰显时

代进步。

文/本报记者 瞿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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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各种类型的中小河流数
以百计。它们或绕村而过，或蜿蜒穿城，
给人们的生活增添着几分活力，但又不
时制造点麻烦。“中小河流的河道容易淤
塞，河岸堤防标准低，一旦遭遇洪水，往
往会威胁两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泉
州市永春县水利局局长郑双伟坦言。

这一年来，我国进一步加大资金投
入，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等薄弱环节形成了有力突破。据水利部
建设与管理司负责人介绍：“中小河流

治理 2013 年至 2015 年实施项目全面启
动以来，截至今年 8 月底，已有 3125 个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 其 中 1289 个 项 目 完
工，完成治理河长 1.6万公里。”

“福建省共有 186 条河流、337 个治
理项目列入全国规划，规划总投资 69亿
元。”福建省水利厅建设与管理处调研
员吴世铭介绍。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突
出生态治理理念，保持河流的自然形
态，恢复河道功能。”吴世铭说。

在永春县桃溪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建
设指挥部，一幅幅图片记录了没有整
治前的桃溪旧貌——垃圾堆岸、护坡
残破、杂草丛生。郑双伟介绍说：“在
治理过程中，我们不断与规划设计单位
沟通，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还原
桃溪原本的自然风光，打造会呼吸的河
道。”如今，整治后的桃溪护堤以干砌
块石为主，水体和土体间的水源实现
循环。

晋江市也是河流聚集的地区。为了实
现生态治水，晋江市从资金分担机制上想
办法。晋江市副市长李自力介绍，20 条
主要河流工程建安费由市财政负担，用地
征迁费按生态护岸、一般护岸两类治理模
式分别由市财政负担80%和50%。

山东省德州市铁营镇杨桥村村民李
汉文家的院外有一口深井，过去全村老
少喝水全靠它。乐陵市深层地下水含氟
量高，浅层地下水苦咸，80%区域的地
下水达不到国家饮水安全标准。李汉文
家院外的深井是杨桥村唯一能打出“甜
水”的井，村里人甚至还为它立过一块
纪念碑。

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多人和杨桥村
村民一样，曾经或正在为“喝水”的事
情发愁。我国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

有些地方受自然条件所限，再加上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供水设施分散、简
陋，饮水安全问题长期存在。

今年以来，水利部为确保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进一步加
强督导检查。但农村饮水安全仍然面临
一些困难和挑战。“2004 年底以前，潜
江市兴建的农村水厂有 318 座。但由于
建设标准偏低、管理体制滞后，在短
短 10 年内，大部分水厂相继关停。”湖
北 省 潜 江 市 水 务 局 副 局 长 张 亚 平 说 。

经过分析，他们找到两个原因：一是
在管理上，普遍由政府包揽，运行和
管理机制不合理；二是农村水厂供水
规模小，达不到盈利标准，导致水厂
负债经营。

为了让建成的饮水工程长久发挥效
益，潜江市从体制机制入手，探索以

“明确产权、搞活经营权”为重点的农
村水厂经营管理新办法。“凡由国家和受
益群众投入兴建的农村供水工程，产权
由国家和全体受益群众集体所有，所形
成资产由市供水管理局代管。对农村供
水工程逐步实行公司化经营，市供水管
理局对经营公司实行合同制管理。目的
是管理好农村水厂，让老百姓长期受
益。”张亚平说。

湖北省洪湖市因洪湖得名，过境客
水也多，是名符其实的“水袋子”。“我们
这里水多，最怕的是内涝。”洪湖市峰口
镇水利管理站站长方烈华说，过去一场
80 毫米到 100 毫米的降雨就足以让伍沟
泵站的 5 台老旧机组瘫痪。2006 年，隔
堤北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开始
实施。“目前，泵站的 5 台机组全部更新，
排水能力大大提高，即使一天碰到 160
毫米降水也不会有大问题。”方烈华说。

截至今年上半年，隔堤北灌区续建

配 套 与 节 水 改 造 共 完 成 投 资 9454 万
元，更新改造泵站 27 座，疏挖渠道 57
条共 219.95 公里。“项目实施后明显提
高了农田灌排保障能力，共恢复灌溉面
积 5.2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18.5 万亩。”
洪湖市水利局局长李治平说。

今年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继续
发力。对 188 处大型灌区和 800 多处重
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达 2450 个县
次，基本覆盖主要农牧业县，并向易旱

山丘区、集中连片贫困区倾斜；大力推
进农业节水灌溉，东北节水增粮、西北
节水增效、华北节水压采等扎实实施。

但现实问题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钱
从哪里来？“治理幸福电排河，我们有各
类公共财政资金，还有农民筹资筹劳、社
会捐助等。”湖北省潜江市渔洋镇排湾村
党支部书记张永梅说。今年，我国投入农
田水利建设的资金继续增长。尽管如此，
财政资金依然有限。“对此，我们一方面
研究如何将财政资金的效益放大，发挥
奖补资金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出台优
惠政策，调动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家庭
农场等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聚集民间
资本兴修水利，变‘独唱’为‘合唱’。”湖
北省水利厅农水处相关负责人说。

“会呼吸”的河

攻坚战也是保卫战

把“独唱”变“合唱”

让庄稼喝上急救水

孙丰忠，山

东 省 临 邑 县 翟

家 镇 孙 汉 服 村

农民

水利建设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未来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在大江大河治理、农村饮水安全、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和重点中小河流治理、农田水利建设、河湖生态和水资源节约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河流治理

饮水安全

农田水利

民 生 水 利 润 民 生民 生 水 利 润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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