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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ssued the “Central Document No. 1” for 12 consecutive years, which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Hutubi County, Changji, Xinjiang, China regards 
the main theme of “Central Document No. 1” as the signal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n the basis of consci-
entiously summing up results and experience, taking the action of ecological rivers and lak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Through stri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suppl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new measures to accelera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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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快农村水利建设与改革促进乡村振兴　
方雪尔　

新疆呼图壁县水利局，中国·新疆 昌吉 831200　

摘　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连续 12 年出台“中央 1 号文件”，为农村水利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将“中
央 1 号文件”的主旋律作为农村水利建设与改革的冲锋号，在认真总结成效与经验的基础上，以生态河湖行动为抓手，全面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与产权改革。通过严格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供给，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新举措，
旨在为乡村振兴和建设提供支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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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新理念，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机

制创新

新形势下的农村水利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走新路、

出新招、创新业的重要责任，必须把创新建设体制和管理机

制作为一项突出任务紧抓不放。一要创新投入机制。建立健

全“政府投入为主导、农户自愿投入为基础、其他社会投入

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保持农

村水利投资的稳定增长；在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的基础上，

强化“一事一议”执行力度，组织群众筹资筹劳开展农田水

利建设；[1] 同时充分发挥涉农资金集聚效应和放大效应作用，

以水利为平台，把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国土整治资金、农林

水专项资金捆绑使用，形成农村水利投入机制的合力。二要

创新管护机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完善

农村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和配套制度，通过承包、租赁、

拍卖、股份合作等方式，搞活经营权，转让使用权，拍卖所有权，

盘活存量水利资产，实现农村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滚动发展，

鼓励群众独资、合资兴办小型水利工程，使农民真正成为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受益的主体；同时要将工程建

设与产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从建设时期就落实管护责任，

确保工程建一处、成一处，发挥一处效益。三要创新水权分

配机制。于军塘湖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试点项目的基础上，

在中国新疆昌吉呼图壁县建立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两套指标

体系，将全县的用水权总量分配到乡镇、村组、明晰到户，

配水到地，切实做到“水权明晰”，同时允许水量自由交易，

鼓励用水户将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出售，出售价遵循政府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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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指导。四要创新灌溉管理体制。继续推行“水管单位＋农

民用水协会＋农户”的灌溉管理模式和供水到户“544321”

工程；灌溉用水实行“水票制”，由用水户持水权证向水管

单位购买亩灌溉轮次水量，水管单位给票供水，确保总量控制。

五要创新水价形成机制。按照促进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

支出、保障灌排工程良性运行的原则，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施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和终端水价机制，[2] 全面实行定额内

用水享受优惠水价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逐步建立合理的

农村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切实解决水利工程建后管

护的资金难题。建立水权水价交易平台 6 个，交易水量 1140

万方，交易额 245.98 万元。落实精准补贴、差额补贴奖励资

金 32.76 万元。开展确权颁证，2017 年发放产权证 25 本，呼

图壁县累计发放 1199 本。

2 建管并重，切实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

和末级用水管理

农村水利工程面广量大，建设管理任务重，建好、管好、

用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保证长期发挥效益是一项十分重要

而紧迫的任务，必须切实加强工程管理和用水管理。一要加

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坚持建管并重，积极探索分

级管理、分类管理、专业管理、群众管理的模式和途径，建

立权责明确、精简高效、制度完善、管理科学的运行机制，

逐步完善水管单位专业化服务与用水户自主管理相结合的工

程管理模式。[3] 二要建立末级渠系工程管护奖惩机制。将末

级工程的建设、管理和维护纳入乡镇综合目标考核范畴，形

成水管单位监督指导、乡镇政府督促落实、用水协会具体实

施的工程管护格局；并由水管单位和乡镇共同与用水协会签

订末级渠系工程管护责任书，于每年年底对末级渠系进行达

标验收：对管护措施落实好的协会，从末级渠系维护费中划

出一部分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补助；而对于

管理不善的协会则依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罚（如警告、

罚款、免除协会负责人职务等）；对于负有连带责任的乡镇，

在进行综合目标考核时，根据达标率给予相应的加分或扣分

处理。三要切实加强末级用水管理。对用水协会各项规章制

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对协会人员力量进行调整充实，进一步

推进用水协会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把协会真正培育成末

级渠系的用水管理主体；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一级计量点，

加快健全二级计量点，持续推行末级供水“三公开”制度，

使广大农民放心用水，明白交费，全面促进末级用水的规范、

有序管理。四要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十三五”水

利发展规划，着力抓好水利相关规划的编制，把好顶层设计关，

健全完善骨干水利设施体系。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 5

项水利工程建设，发挥骨干工程辐射作用。总投资 13.528 亿元，

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3269.7 万元，完成投资 5.683 亿元。

3 建章立制，切实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

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安全的重要

保障，必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认识加强运行

管理的重要性，为群众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一要建立健全

工程管理制度。搭建县人民政府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的领

导班子，制定出台《呼图壁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

对落实《农村饮水安全总体规划》、推广“六制”、明晰工

程产权、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及工程运行管理、服务管理、

卫生管理、水费管理、维修管理、基金管理、水管员管理、

等提出规范要求。二要建立健全农村供水总站内部管理制度。

按需扩充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队伍，切实解决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运行经费等问题，[4] 消除工程管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为确保工程正常运行和持久发挥效益提供人力支持和机构保

障；同时强化对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核，有力提高管理

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升综合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三

要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划定供水水源保护区，设立明

显防护标志和严禁事项告示牌，制定保护措施，并经常巡视，

落实保护责任，及时处理影响水源安全问题。四要建立水质

监测制度。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监测中心，并配备必

须的设备和仪器，安排水质监测人员；完善农村供水消毒、

净化设施，严格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定期对

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进行水质检验，坚持日检、周检、

月检、季检制度，并建立水质检测档案资料，确保饮水安全。

五要建立自动化监控系统。建成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动

化控制中心，配套安装覆盖全县人饮水工程的网络控制系统，

全面监控管网设施、工程安全、水量调配等管理信息，实现

工程管理优化升级。六要建立高效的维修机制。供水总站应

组织成立专业维修队，并向供水区域公布监督电话，建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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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服务制度，逐步实现维修、维护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5]。

4 开拓进取，切实建立农业高效节水技术与补

偿机制

一要继续完善和落实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采取项目支

撑、一事一议、以奖代补、补筹结合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民

开展直接受益的高效节水工程建设，促进现代化节水农业健

康持续发展。二要积极推广“水管单位 + 农民用水者协会 +

专管人员管理”模式和“农协会 + 农户”的灌溉管理模式，

切实推进农业集约化种植、生产管理“五统一”进程，进一

步明确管护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科学管理。三要借鉴

大丰镇 3 万亩河水滴灌大首部工程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优化

设计方案，因地制宜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建设精品“大首部”，

充分发挥节水规模效益。四要借助军塘湖流域 3 万亩农业高

效节水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在全县范围内辐射推广实施大田

滴灌技术和滴灌系统自动化控制技术，建立高度集成的节水

技术体系。五要着力调整优化作物布局，综合应用除工程节

水以外的多种田间节水技术，全面促进由单一田间节水技术

向综合集成节水技术转变。六要进一步加强对农协会、专业

合作社及农民的培训力度和效益对比分析，通过举办灵活多

样、喜闻乐见的节水培训班等方式，让农民完全转变灌溉理

念，实现粗放灌溉向精细灌溉的转变，真正“变浇地为浇作物，

适时、适量地进行科学灌溉”，让农民自觉节水，自觉搞好

工程日常管理维护工作。七要按照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把农业节约出来的水量调配到工业领域、生态领域和城镇发

展领域，[6] 同时进一步理顺节水效益转移关系，积极探索并

制订包含农业节水补偿费用的非农行业用水水价，全面建立

农业节水支持生态化、工业化、城镇化“三化”发展，良好

的生态环境、持续增长的工业增加值、现代化的城镇建设反

哺农业节水的补偿机制、使广大农民在利益驱动之下，积极

践行节水行为。八要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快推进灌区

节水改造和现代化灌区建设，同步推进灌区用水计量设施、

田间渠系配套，灌区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积极做好灌区现

代化建设工作。抓好农村水系河塘综合治理，夯实农业农村

现代化基础。大力推进水利精准扶贫，把水利产业发展落实

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消除农村贫困。

5 强根固基，切实建立完善水利服务体系

一要进一步充实机构人员，提升管理服务能力。加快培

育和发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化服务队伍，提高农村水利专业化

社会化管理水平，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好水利服务

保障。[7] 二要认真实施人才开发战略，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

建立和完善人事、人才管理机制，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

统筹抓好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人才的选

拔、培养、交流、引进工作，提高水利科技的导航能力、创

新能力和服务能力，真正建立起一支懂业务、会管理、高素

质的水利服务队伍体系。三要从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提

高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基层灌区灌溉管理、工程管理中的能

力与水平，发挥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乡村振兴、服务农村中

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示范协会建设，加强协会的制

度建设、能力建设，从管理上连接起“最后一公里”。努力

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向效能性

转变。四要按照农村水利发展的要求，以“小管理，大服务”

为目标，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利改革，以“一

专多能、一人数职”的方法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能动性

和创造性，建立健全水利单位内部管理体制、适应新时期水

利发展的办事机构，提高水利系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

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四要针对农村水利的技术难

点，组织科技攻关，加快农村水利科技成果的集成、转化和

应用，逐渐做到“以水养水”、“以水养工程”，实现建设、

运行、管理、养护、经营的良性循环，全面建成职能明确、

布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水利服务体系。五要结合

县域实际，探索不同形式的推广服务组织，使农村水利服务

工作逐步由零散、分散型向专业化、系列化、社会化方向 

发展 [8]。

6 攻坚克难，切实解决反映突出的基层水利

问题

一要深入开展水管体制改革“回头看”活动，在巩固已

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要争取公益性

人员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并足额到位，公益性工程维修养

护经费按批复文件承诺的额度落实到位。二要加强水法律法

规的执行力，使水资源市场化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水

DOI: https://doi.org/10.26549/slkxyjs.v1i1.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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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能够合法有序的进行，促进水权交易市场的呵护培育

和发展壮大。三要加强农村水利规划的合理性。根据实际情

况提出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方法，使得农村水资源能够发挥其

最大的利用效率。还应不断建设和完善农村地区的水利配套

设施，建立健全水利建设机制，能够做到水利建设的高效利用，

推动农村水利建设向现代化农村建设靠拢，从而为农村带来

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四要把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作为优先领域，加快改善农民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群众受益程度和

水平。四要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契机，加大斗渠为主的农

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9] 从工程上打通“最后一公里”。

强化农民用水协会管理末级工程中主体作用，按照“谁使用、

谁维护、谁管理”的要求，用好末级渠系维护费，做到工程

管护主体、责任、经费“三落实”，从保障上管好“最后一

公里”。以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细化实化农

村水利工程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通过产权改革释放“红

利”，让农牧民用水户得到“实惠”，变“虚权”为“实权”。

7 结语

农村水利工作任重道远，要进一步理顺体制，健全法制，

改革机制，强化管理能力，保全工程能力，扩展服务能力，

在水利谋篇布局上有新思路，在水利改革发展上有新突破，

在狠抓工作落实上有新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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