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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水利应对暴雨灾害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云南昭通为例

董君鹏
*1
徐培超 甘州 肖政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2016 年云南昭通出现了全国典型的暴雨天气，暴露出全国普遍存在农村水利抗灾能力不足这一问题，

只有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村水利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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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 年 7 月云南昭通市暴雨灾情

2016 年 7 月 5 ～ 6 日，云南省昭通市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境内的延津县普洱镇最大降雨量达到 320mm，

造成巧家、盐津、大吴、永善、妥江、水富 6 县 25 个乡镇 155884 人不同程度受灾。据相关统计，此次暴雨引发普洱、盐井、

中和、落雁、滩头等乡镇发生洪涝、滑坡等自然灾害，因灾死亡 5 人、失联 7 人、重伤 1 人，紧急转移 3407 人、民房倒塌 15

户 27 间、严重受损 138 户 227 间、一般受损 555 户 1059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842.67hm
2
、成灾面积达 597.67hm

2
、绝收面

积达 235.67hm
2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85502.41 万元。

2 暴雨成灾暴露出的农村水利问题

暴雨虽然具有随机性，不受人力控制，但是发生的这场暴雨发生暴露了农村水利抗灾能力不足、思想认识不高、应变措施

不力等问题，就农村水利防洪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年久失修，超龄运行严重

我国农村水利设施绝大多数是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之间建设而成，工程本身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其质量上

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足，加上年久失修，许多工程超龄运行严重，病险情况普遍存在于工程之中，带病运行现象十分普遍。

特别是联产承包责制以来，许多农业用地改变了用途，不再依赖于水利设施的灌溉和排涝。导致水利设施损失严重，面对洪涝

灾害束手无策，完全丧失了蓄洪排涝的基本功能，遇到特大暴雨只能任由自然灾害发生。

2.2 重建轻管，蓄水区域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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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村水利而言，重建轻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农村水利工程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投劳而建的，受当时的技术

条件和资料完整性的影响，防洪标准取值相对较小，难以抵抗暴雨洪水，山区河流更是如此。受重建轻管思想的影响，本来标

准不高的水利工程，在建设运行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造成工程配套不全、管理不力、病险严重、淤积加剧，使得农村水利工

程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和作用，因此面对暴雨洪灾，现有的水利工程设施都表现出抗灾能力不够，从而导致暴雨成灾，给当地

居民和工农业生产造成损失。

2.3 产权不明，无序调度使用

大型水利工程属于国农所有，分级进行管理，其管理人员和资金都能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与之相比，农村水利工程的资

金与管理人员都严重不足，随着分田到户、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的水利工程经营和管理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

要。如何将集体名下的各种水利工程设施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重新划分和确定产权，把农村水利工程管理、

运行中的责权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是当前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总的来说，农村水利工程设施的产权改革在进行之中，但是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一种无序的调度和使用导致农村水利工程抗灾能力降低，一遇暴雨必然形成灾害。

2.4 农业转型，管理制度缺失

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完成了由过去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过渡，现代农业已经从有知识的年轻一代农民向

农业生产渗透，并开始逐步占领农业生产的整个市场，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村水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人

们在没有办法和经验的前提下，只能借助于政府和职能部门出台的相关制度来解决问题，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我国农村水利建

设、改造、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都不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此造成各自为阵，人们无序地利用现有的农村水利资源，

在造成水质污染的同时，造成水利设施受损破坏严重、从而出现“小雨小灾、大雨大灾” 的现象，一旦遇到暴雨山洪必将危及

人身安全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 加强我国农村水利抗灾能力的对策

云南昭通市暴雨成灾只是 2016 年我国暴雨灾害中的一个典型，就全国的情况看农村水利抗灾能力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

题，要提高我国农村水利抗灾能力，切实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3.1 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完善管理制度改革

加强领导就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村水利管理的领导力量，除分管领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农村水利外，一把手要亲自抓

农村水利工作，特别是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要将农村水利的建设管理列入政府的年度考核内容。

健全机构就是各级政府要依托水利部门成立专业管理机构，组建专业队伍，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水利建设、设计、

施工、运行、管理等各项工作，让农村水利设施按照设计的要求，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完善管理制度改革就是各级政府要根据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出台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投资等制

度或规定，实现农村水利管理向法制化、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过度，全面推动农村水利改革。

3.2 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实现全民参与管理

加强宣传就是要充分利用一切宣传工具，采取各种不同的宣传形式，全面宣传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把宣传工作做到城市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宣传到千家万户，不留宣传上的死角和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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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就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让他们积极主动地为农村水利建设呐喊，督促每年的水利投资到位，建设落实。

提高业务主管部门和技术人员的认识，坚决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规范农村水利工作，对已建项目分期进行改造，对新建项目的

质量力争把好关。

实现全民参与管理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制度将农村水利的建设、经营、管理各个环节规范起来，让用水户和受益户直接参与

农村水利工作，特别是经营管理工作，真正实现处处有制度、事事有人管、个个有效益。

3.3 加强法制、依法行政，健全管理岗位责任

加强法制就是做好三件事：一是加强对国家现有法律法规的宣传和落实，明确专业法的意义和作用；二是组织开展学习水

利法规的活动，充分理解法律法规的意义，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三是建立完善法律法规的配套制度，让法律法规具有可

操作性。

依法行政就是业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让农村水利经营管理走入法制化轨道。与此同时，业务主

管部门要坚持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严格进行日常监督和管理，坚决查处和打击一切破坏农村水利的违法行为，确保农村

水利正常运行。

健全管理岗位责任就是各级政府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管理岗位，实现“一湖一长、一库一长、一河一长”

等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的实际职责，每年通过总结表彰大会签订管理责任制，把责权利全方位结合在一起。

3.4 加强引导，技术支持，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

加强引导主要是加强对农村水利政策上的引导，鼓励农村水利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力争农村水利与各地方的工业、农业生

产的发展相适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争取上级投资，完善和配套田间工程。

技术支持主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业务主管部门要积极选派技术骨干下乡进行技术指导，把水利管理技术送到千家

万户；二是积极为基层管理单位培训技术骨干，让培训好的骨干为整个水利工程的经营管理作技术保障；三是下发各种宣传资

料，向广大农民提供精神食粮。

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就是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要积极主动地为基层做好服务，把先进的技术送到千家万户。在严格控制好三

条红线的前提下，热枕为基层服务，做各地农民的贴心人和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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