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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武定县看农村水利发展的对策

徐培超
*1
甘州 董君鹏 张传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农村水利经历了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建设，各地已经初具规模，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

用。但长期的运营和年久失修也给农村水利的进一步使用带来了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遇到大涝大旱等自然灾害时就

显得力不从心。以云南武定县为例，就农村水利建设管理作出了初步探讨，为农村水利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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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武定县农村水利现状及效果

武定县位于我国云南省的中北部，位于昆明、楚雄、凉山等三州市交汇处，全县总面积 3322 km
2
，共辖 11 个乡、镇，总人

口 27.7 万人。几十年来，在国家、省、州三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县各族人民的艰苦

努力下，先后建成小型水库 72 座，坝塘 873 座，总库容达 7643 万 m
3
；修建配套渠道 398 条、拦河闸坝 114 处、抽水泵站 113

座、水池、水窖 18330 个、建设集镇饮水工程 12 处、农村人畜饮水工程 925 处。武定县水利工程的实施，解决了全县 13.45 万

人的饮水困难及 0.79 万 hm
2
田地的灌溉问题，解决饮水困难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 48%。

1.1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县政府及水利部门高度重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水源工程、水库除险加固、农田水利、河道疏浚整治等各项规

划，完善了政府投入、部门融资、农民投资投劳和社会筹资相结合的水利投资模式。2011 ～ 2015 年间，每年武定县实现水利

固定资产投资 16830 万元，其中水利固定资产投资 15472 万元，占县政府下达年度任务 18400 万元的 84.1%，占州水务局下发

年度任务 27507 万元的 56.2%。县水务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想尽办法拓宽水利建设资金渠道，大力度实施以水利建设为

核心的农村基础设施惠民工程。全力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 2005 年来，县政府根据上级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先后完成了 14 批 11 个乡镇共 678 件饮水安全工程，工程总耗资 6392.06 万元，共计铺设和改道供水管网 3184.14 ㎞，受益

人数 12.52 万人。通过建设和管理，全县水库安全运行能力有了明显增强，引排功能有了显著提升，村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提高。

1.2 落实科学技术防控措施，增强防汛抗旱减灾能力

武定县是个山区县，地处灾害多发区域，防汛抗旱任务比较艰巨。县政府根据武定县的实际情况，每年汛期，全面做好防

汛抗旱减灾工作。一是加强防汛减灾工程建设，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已基本建立。近几年，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向省州争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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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项目和资金，开展了菜园河、插甸河、勐果河高桥- 猫街段河道治理及全县 18 座小（一）型、42 座小（二）型水库除险加

固，提高了武定县水利工程的抗灾能力。二是加强防汛减灾组织领导。坚持防汛抗灾行政首长负责制，县、各乡（镇）都建立

了防汛抗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并将任务和责任进行层层分解，全县上下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三是加

强防汛抗灾监测、处置工作。在全县范围建设了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根据每年防汛工作的新情况，扎实做好防汛抗灾预警工作，

修订应急处置预案，加强汛前检查，备足防汛物资，及时做好汛情通报、水情调度等工作。

2 云南武定县农村水利建设采取的措施

2.1 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认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的思想认识，让农村水利工作成为各党、政工作的中心和重点，

并纳入到年度考核之中。二是提高水利主管部门的认识，让各级主管部门把每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水利的减灾增收上，真正

实现水利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三是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识，在优选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基础上，节约用水，力

争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获得最大的效益。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就是县、乡两级需要成立领导小组，政府正职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党委副职、人大副职和政协副职担任

副组长，吸收水利、农业、渔业、林业、国土、环保、公安、检察、法院等职能部门为成员，并由水利部门正职担任下设办公

室主任，办公室固定 3 ～ 5 人长期开展工作从而使农村水利工作长期有人负责，并一抓到底。

2.2 加大资金投入，增强资金保障能力

在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过程，武定县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投资，每年组织专业技术

骨干编制水利中远期发展规划和当年的实施计划，并根据国家和省里投资的重点高质量地申报项目，力争国家和省里的投资。

二是突出发挥县政府协调作用，积极整合水利工程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国土资源整治、水土流失治理、环境保护治理和扶贫、

科技推广等各项费用，统一规划和调度资金，杜绝出现重复建设和无序建设。三是采取优惠政策，吸纳社会富裕资金投入到农

村水利建设之中，坚持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谁维护。四是鼓励广大农民成立用水协会，以投劳的形式投入资金

确保项目投资落到实处。

2.3 推进活水工程，提升水系引排功能

推进活水工程就是武定县把各个小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全县的大水系结合在一起，实行工程建设时“水库—渠道—水井—灌

区”系统开发，形成长藤结瓜的补偿机制。提升水系引排功能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武定县的实际地理条件，按照国

家标准要求，修建合格的排水系统，确保洪水外排。二是在现有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上，组织农业、水利等部门的相关技术人

员，对农业种植结构进行相应调整，在节约用水的前提下，确保遇到干旱年份有水可抽，并且抽水不影响生态环境。

2.4 加快民生水利建设，着力破解饮水难题

几年来，武定县根据高原山地的特殊地理位置，结合国家、省、市的农村水利建设，把农村水利建设的重点放在民生水利

建设的重点之上，具体讲有以下几点：一是集体解决人畜饮水安全问题，既保证用水数量上满足要求，又保证用水质量上满足

标准，确保水质水量的正常供给。二是集中解决水环境水资源的安全问题。在严肃查处一切涉及水安全问题事件的基础上，加

大处罚和保护工作，充分显示出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三是集中解决水土流失和山地石漠化安全问题，在全县范围开展水土保

持工作，营建天然的涵养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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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南武定县农村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

武定县水利工程建设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面对 2009 ～ 2012 年云南省连续四年的特大干旱时，武定县农业生产还是

无水可用，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了武定县农村水利存在的问题，具体地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满足现状，缺乏长远认识

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和国家“十三·五规划”都对农村水利事业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武定县对全县水利事业的发展没有

具体的方案，甚至于对全县水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农村水利的基础地位认识不到位。特别是乡（镇）、村干部

对开展水利建设有畏难情绪，认识不高。不少群众对水患没有足够多的重视，开展水利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上普遍存在水

利专业技术人员人员偏少、技术力量不够、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利事业的发展。

3.2 设施不全，缺乏完善配套

设施不全主要体现在武定县农村水利大都是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修建的，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和使用，出现了超龄运行、病

险库、机电设备老化损坏等不良现象，尽管在使用的过程中，每年都会进行简单的维护和管理，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前

几年国家虽说投资对大中型水库进行了安全整险，对小（一）型水库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但就农村水利而言，还是处于一个设

施不健康，病险满身的状况。

缺少完善配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年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设计标准偏低，只能应对简

单的自然灾害，遇到频率较高的洪涝灾害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二是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种植业产业结构得到

了调整，原有的水利基础设施已经不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需要重新进行改造。

3.3 水质劣化，安全令人担忧

水质劣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面源的污染。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对水质水体的污染。

二是工业点源的污染。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业废水、废渣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入天然水体之中，造成天然河道和人

工水库等水体的水质污染，甚至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三是无序的渔业生产，围网养鱼和投饵养鱼造成养殖水面被大量污染，

加上没有大量的清洁淡水补充，使得养殖水体大量被污染。四是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也给农民的生活带

来了便利，同时也为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垃圾，这些垃圾没有进行处理，直接流入到天然水体之中造成大量水体的污染。

安全令人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水体水质恶化污染，造成生活、生产缺水，使农民减产减收。二是在枯

水期出现生态用水和生产生活争水的紧张局面，满足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会导致水质进一步恶化。三是遇干旱年景会出现人畜

饮水困难，给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

4 发展我国农村水利建设的对策

云南武定县是我国众多山区县的一个代表，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根据全国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武定县的经验，要搞好

我国农村水利建设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4.1 多项措施并举，确保投资到位

多项措施并举就是指各级地方政府要采取以下措施，建立专项机构加强对农村水利建设的管理; 采取经济措施，建立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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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鼓励相关单位和有关人员积极投身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之中; 采取法律措施，签订承包经营管理责任状和经营管理

合同，让农村水利建设管理落到实处；采取技术措施，认真审查项目建设投资的可行性和经验性，确保投资计划的准确性。通

过以上措施，确保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在努力争取国家投资、省投资的同时，足额列支地方投资，积极吸收社会资金，整合各种

工程投资，真正实现农田水利工程投资专款专用，为民生水利作保障。

4.2 改革经营管理，确保设施效率

改革经营管理就是要在深化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二次确权的基础上，彻底改变过去由部门和集体管理向社会、能手

转移让农村水利管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进一步明确产权归属，确定各种水利设施的责任人和管理人。二是进一步明确

农村水利设施的服务范围和使用标准，确定各种水利设施的使用人和维护人。三是进一步明确农村水利设施的经营方式和经营

人员，实行有偿服务，计价收费，确定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年度大修。四是进一步明确农村水利设施的管理制度，明确河长、

湖长、库长、站长、灌区长等负责制，把责权利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以上措施，确保农村水利设施常年处于完好状态，发挥

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农业经济保驾护航。

4.3 改革资金管理，坚持用户参与

改革资金管理就是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严格把握项目立项审查关，精确计算项目投资，不浪费国家一分钱，把有限的资

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二是严格控制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审查、监管关，确保工程质量优良、计量准确无误、杜绝资金的浪

费和违规使用。三是严格把握项目完工结算关，准确地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杜绝多算、少算现象。

坚持用户参与就是彻底改变过去部门投资，部门一支笔签字报销的传统模式，实行项目建设法人负责制、承包招标投标制、

施工监理制，根据项目服务范围组建农民用水协会，通过协会选举产生用水户代表全程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

经营的全过程，实现报账监理，主管部门现场人员和分管领导，农民协会代表参与的三方会答形式，真正实行投资管理让受益

者说了算数、管理者说了算数，从源头上彻底根治腐败，让农村水利工程投资全公开，让农民信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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